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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丁军生+

新编《尼勒克县志》是全县史志工作者努力奋斗15个春秋所取得的丰硕

成果，《尼勒克县志》的正式出版是尼勒克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喜事。

全书洋洋百余万字，从历史、自然、经济、政治、人物等方面详细记述了尼

勒克县的发展演变历程，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向亘古荒原宣战，向保守愚昧宣战，向贫穷落后宣战，战天斗地，从愚昧
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繁荣，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光辉足迹，真实地再现了尼勒

克的发展全貌。全书以朴实的语言总结了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以翔实可靠

的数据为当政者和后来人提供借鉴和参考，无疑会在资治、存史、教化诸方面
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尼勒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有风光迷人的

旅游景点。《尼勒克县志》把美丽的尼勒克推向社会，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向
人民展现了尼勒克的丰姿，这无疑将会给全县人民带来发展契机。来吧，朋友，

你将成为尼勒克人民中的一员，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你将同全县各族人民一
起创造一个更加美丽繁荣的尼勒克。随着时代的步伐，将其带入灿烂辉煌的

21世纪。

隔代编史，盛世修志。《尼勒克县志》的问世不仅是尼勒克县繁荣昌盛的标

志，也是尼勒克县转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它不仅标注了尼勒克

的过去和现在，也昭示了尼勒克更加美好的未来。
展望尼勒克的未来，前景十分广阔，一座以煤炭、水能等能源工业为龙头，

以采矿、冶炼业为基础，以畜产品、农副业产品加工业为纽带，以旅游开发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新兴多功能城市正在中天山深处悄然崛起。尼勒克县各族人

民将继续发扬祖辈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勤劳建县，以崭新的姿态喜迎新世
纪的到来。

· 1999年8月30日

·本文作者系中共尼勒克县委员会书记。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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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阿不都玛吉提·居努斯阿洪‘

编史修志，利在当代，惠及千秋。

新编《尼勒克县志》面世于20世纪之末，新中国成立50周年，尼勒克建县

61周年之际，可喜可贺。

尼勒克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汉代至今，哈萨克、

汉、蒙古、回、维吾尔等28个民族的先民及子孙就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栖息繁

衍，互利互助，共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逐步摆脱愚昧、保守，摆脱贫穷落后。从原始的刀耕火种、骑马撒种走上农

业机械化、水利化、科学化的道路；从原始的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走向定居

和半定居。工农牧业产值呈直线增长，农业产量连年翻番，1 990年突破亿斤大

关，牲畜存栏于1994年突破60万头(只)大关，工业从无到有，到形成一定规

模。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水晶厂、奶粉厂、鞋厂等如雨后春笋
般建立起来。国营的水泥厂、炸药厂、原煤厂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新中国
成立50周年以来，尼勒克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果覆地的变化，全县各族人民

也从贫穷、愚昧、落后中站立起来，向着富裕、文明、现代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迅

跑。

《尼勒克县志》忠实于历史的原貌，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全

县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光辉里程，记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用史实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县领导提供了治县的大政方

略，也为后人提供了治县的借鉴，将会在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产生应有的巨
大作用。

尼勒克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奴拉赛古铜矿、吉仁台岩画、巩乃斯岩文、尼勒

克沟的石刻文、白石墩的乌孙古墓群、喇嘛塔和几个古城遗址都是历史的见

证。

尼勒克地处中天山西段，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既有煤、铁、铜、金、铅、锌、

水晶石等矿藏资源，又有贝母、雪莲、鹿茸、雪鸡等生物资源，还有95个高山湖

·本文作者系中共尼勒克县委员会副书记、县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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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16个温泉、喀什河源景观、唐布拉草原景观、阿尔斯郎奇峰怪石景观、则库

石林景观和木斯大草原景观等旅游资源，以及喀什河十八级梯型水电站拥有

的水能资源等，真可谓山清水秀，遍地宝藏，可惜这些以前很少见于笔墨。

《尼勒克县志》把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诸于笔端，将其推

向社会，推向全国，将会吸引无数国内外游人来此观光旅游，也将会吸引国内

外企业家来此兴办厂矿企业，这无疑会给全县人民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县志

亦将充分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

《尼勒克县志》历经15个春秋，从事史志工作的同志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在成书过程中，曾得到伊犁地区、伊犁州、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许多专

家的指导，县内许多老领导、老同志也为此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使此书日臻完善，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9年8月30日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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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范宏’

尼勒克县史志工作者甘守清贫，在故纸堆里淘金，在寂寥中谱写春秋，艰

苦奋斗，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百余万字的尼勒克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可

喜可贺!

尼勒克县是一个拥有28个民族、14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尽管地域面积达

万余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因受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薄

弱以及历史原因的限制，经济欠发达，1986年被国家和自治区确定为重点扶

持的贫困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尼勒克县将扶贫攻坚和发展经济作为一项

政治任务，不等不靠，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党和政府的扶贫

政策同尼勒克县的实际相结合，全县上下形成了全社会同心攻坚、合力驱贫，

大力发展经济的良好氛围，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全县

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牧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
济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明得失，察未来。新编《尼勒克县志》无疑会在

资治、存史、教化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同时也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这部新编《尼勒克县志》以写实求真的写法记述了尼勒克县的发展演变

过程，记述了尼勒克人所走过的光辉历程，颂扬了尼勒克人所具有的开拓进取

精神。全志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吸取了历史

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可读性强，利在当代，惠及千秋的传世之作。

编史修志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系统文化工程。新编《尼勒克县志》的问世，

是史志工作者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所献上的一份丰厚大礼，是全县人民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尼勒克县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更是尼

勒克县文化建设工程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全县人民将再接再励，将一个文明富

裕的尼勒克带入新世纪1

1999年8月30日

*本文作者为尼勒克县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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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尼勒克县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力求真实准确，为当政者提供准确的史料依据，充分发
挥志的存史、资治、育人的作用。

二、范围：本志记述尼勒克县内发生的大事、要事，不越境而书。驻县单位

仅在有关章节作简单记述。

三、体例：本志文体为语体文，只述不评，辅以记、传、图、表、录；采取横排
竖写的形式，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四、结构：为了方便读者了解全貌，在志首设概述、大事记，全志分自然、经

济、政治、文化、人物五大板块，分建置区划等30个编共115章387节，分述各

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五、资料：本志以档案史籍资料为主，辅以经考证征用的口碑资料。资料不
注明出处。

六、人名、地名：均采用常用名或历史称谓。人名不加同志称谓j少数民族

添加父名，女性加注。古地名尊重历史称谓，一般括注今地名；现代地名通用

《尼勒克县地名图志》中的标准地名。各种较长的称谓，首次出现使用全称，再

次出现用简称。本志中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县人民政府”、“县委”系指“尼

勒克县人民政府”和“中共尼勒克县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

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七、数字：数字文字及纪年按《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八、断限：本志一般事物上限于建县时的1938年，有历史资料者尽量上

溯；下限于1994年12月31日。 ’

九、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通例，以对尼勒克县历史产生影响的人物为入

传标准，主客籍兼收；烈士、已故知名人士的收录，以生年先后排列。为开发建

设尼勒克县作出突出贡献的尚在世的新人新事则记入《人物简录》章，便于后

世存史修志。领导人以副县级为最低界定，文化、科技、教育界名人均以国家级

获奖证书为准，名表中烈士均为主管部门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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