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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出盛世”。正当五原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团结

奋进，描绘“九五’’蓝图，振兴五原经济的辉煌年代，《五原县志》正式

、 出版了。这是五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可谓我县文化建设结出的

丰硕成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工程，实乃可喜可贺。

《五原县志))100余万字，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 点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精神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

载了我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它集千年于一瞬，容百业于方

寸，既有宏观鸟瞰，也有微观透视；既有文字记载，又有图表分析；既

’j ，， 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误教训。纵观可领略五原历史发展轨迹，横览可

寻觅百业兴衰的缘由所在，是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五原的百科全书。它

为振兴五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决策依据，又是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

鉴，承先启后，惠及后代的乡土教材。

五原县地处河套平原腹部，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各业，特别是农

牧业生产得天独厚。勤劳、·淳朴、憨厚的五原人民，世世代代在这片土

地上辛勤耕耘，历经创业的艰辛，播种着希望和未来，历代志士仁人

也矢志戍边垦殖开发河套，图谋解民倒悬。然而，由于受着封建枷锁
《 的桎梏，使五原这块膏腴之区长期处于贫瘠荒凉之中，经济、文化十

i 、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加之，兵燹匪患，灾荒饥馑，致使生灵涂

i‘ 炭，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t 1949年9月，五原人民翻身得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之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实行团结、平等、互助和共同发展繁荣的民
i

族政策，使政治、经济、文化及各项事业都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原人民抓住改革开放的历
： 史机遇，解放思想、励精图治，努力发展市场经济，使百业兴旺，欣欣

《，j．

j％＼；一1％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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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荣，盛况空前，正朝着共同富裕达小康的宏伟目标突飞猛进。充分

体现了共产党的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

编纂县志，工程浩繁。1982年3月，县委、县政府成立了领导班子

和修志机构，发动各行各业提供史料，撰写专业志稿。为广征博采，志

办人员不畏严寒酷暑，旅途艰辛，遍访区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及

知情耆宿；编纂阶段，勤奋笔耕，沤心沥血，无私奉献，数易其稿，历时

十数个春秋。志书成稿实乃百余人的苦心劳作、各方通力合作的结

果。但由于工程之大，涉面之广，跨时之久，卷帙之繁及史料之乏，挂

漏之处尚存，垦请有识之士指正，后续志者补缺。 ．

五原人民当以本志为鉴，深入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共

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改革开放的方

针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发挥资源优势，发扬勤俭建国，艰苦创业的优

良传统，为繁荣五原经济，早日实现小康，谱写新篇章。

中共五原县矧己多乔卫。， ·●、V‘’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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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新编《五原县志》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

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组成。概述，综叙县情，总摄

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载建县前后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

类、纵述史实，设地理、人口、农业、水利、林业畜牧、工业、交通邮电、

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财政税务金融、党政群团、政法、民政劳动人

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军事、社会、人物等20编85章323

节。附录，收录地方文献、艺文碑帖等单项资料。概述、大事记、附录及

编后记不列入各编序列，也不设章节。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专

列章节，在大事记及有关专志中记述。

三、本志贯穿古今，按照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的原则，

着重记载当代历史及现状。为追本溯源反映历史全貌，上限不统一时

间，力求追溯到最早时期，下限至1994年末，个别章节延伸至1995

年初。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拟定编目，尽力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

出发，事以类从，归属得当。总体上分编、章、节、目4个层次，除部分

章节，一般不再设子目。

五、记述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照片集中载于志书之前，

图表散见于各有关章节之后。文体用现代语体文。概述有叙有议，叙

议结合；大事记以时系事，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专志均用记

叙文体，叙而不论，寓观点于资料之中。力求文字简洁通畅。7

六、历史纪年，解放前，均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志书中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19 El本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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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为起始日；“现在”系指1994年末。

七、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

用习惯简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八、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1994年行政区划为限。

九、各项数据，均采用本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统计局缺的，采用

各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数字的用法，按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十、立传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贡献

或有较大影响者为主，亦收入少数恶迹昭著者，以本籍人、近现代人

为主。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以卒年先后为序，烈士英名录依

据本县民政局烈士名册载入。其他人物确有事迹可记者，在有关章节

中以事系人予以记述。

十一、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家标准计量单位，并对旧制进行换算。

十三、志书中凡需说明、解释的事宜，均采用夹注。

十三、本志史料，主要来自自治区、盟、县档案资料、正史、旧志、

有关报章、刊物、专著以及县属各部门提供的专志资料和有关人士撰

写的回忆资料等，经鉴别考证后载入，力求做到翔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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