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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扎兰屯市委书记 赵山根

扎兰屯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光

‘

”

扎兰屯市是一座秀美的城市，在这方丰饶的土地上，富有聪明才智和奉献

精神的42万各族人民创造着缤纷的现在，开拓着壮丽的未来。在历史的长河

中，扎兰屯市这艘前进中的航船激起了一道又一道跌宕有致的波峰，千秋功

业，将通过《扎兰屯市志》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华民族素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恰逢盛世，有责任、有理由

将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如实地状写出来，将扎

兰屯市这块风水宝地的沧桑变迁和兴衰起伏详细地记录下来，将我们的市情

市貌全面地描绘出来，以慰藉祖先，服务当代，惠及子孙。扎兰屯市历史上尚无

一部志书，因此我们的这部“市志一就显得尤为珍贵，成为体现扎兰屯市有史以

来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历经几代人的开发建设，扎兰屯市已成为祖国北疆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今天，我们在扎兰屯市这片热土上搞建设，干事业，求发展，首先需要准确系统

地掌握自己的市情；开放搞活，外引内联，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也首先需要了解

我们的市情，而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扎兰屯市志》正是宣传介绍我们市情最

理想的工具。．这部洋洋157万言的集科学性、资料性和著述性为一体的巨著，

将我市有史以来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事业以及自然条件由始至终真实地记

录下来，在资治、教化、存史诸方面必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现在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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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目标是求大发展，上新水平，实现富裕繁荣。鉴古

而知今，《扎兰屯市志》将为我们建设富裕繁荣的扎兰屯市提供丰富的历史借

鉴和科学依据。在我们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建设事业展翅腾飞的今天，《扎兰

屯市志》如期问世，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扎兰屯市开发较晚。18世纪末，当地居民基本还保持着单一的狞猎生产

方式。19世纪末至1945年，这块处女地饱受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掠夺性的开

发，资源遭劫，生灵涂炭。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共创伟业，以主人翁的英姿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使扎兰

屯市迅速成为农工商多业并举、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新

兴城市，并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蜚声中外。扎兰屯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中，绽开了绚丽的民族团结之花，结出了丰硕的现代文明

之果。但是，从发展潜力来讲，扎兰屯市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固有的巨大威力，她

像大兴安岭上一株含苞欲放的春花，在改革开放甘露的沫浴下，很快即会展现

出辉煌夺目的迷人风采，繁荣富裕必将属于扎兰屯。《扎兰屯市志》正是充分体

现了全市的这一发展主旋律。
’

史志工作是一项流芳百世、功在千秋的事业，是一项以史资政、以史育人

的重要文化建设工程，编修《扎兰屯市志》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

了我们的肩上。5年来，在全市编史修志工作岗位上，不乏不计名利、埋头苦干

的好同志，一大批专、兼职修志人员辛勤笔耕，呼盟史志办的专家们也为本书

的编修倾注了大量心血，众手成书，终于使《扎兰屯市志》如期付梓，他们的精

神可敬可佩，全市人民感激他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感谢他们。《扎兰屯市

志》的编修事业，无愧于祖先及后代，无愧于历史与未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

代。 一
。

’

●

1993年4月·



凡‘‘，侈lI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思想，以方志理论为操作规

程，实事求是，写实传真。

二、本志主要以本地区各项事业的发端为上限，下限统一止于1990年末，详今略古，

纵贯古今。

三、本志记述的内容，以本市直辖部门的事业为主，对曾驻扎兰屯的盟、省政权机构及

境内外驻单位的事业，依其行业类别在相关卷中附录，以系统地反映本市辖境内自然、人

文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实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四、本志为小编平列体，基本以事业类别设卷，略有归并。概述提玄全书，概而述之；大

事记以时为序，要事系之，并辅以纪事本末体；附录择录要文赘言以作铺衬。除此而外，按

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共设37卷，卷下依内容繁简酌情递设章、节、目，各项内

容的归属层次不完全体现领属关系和孰轻孰重。

五、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为载体，以志为主，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并

辅以图、表、录、照片等。文中凡直接引用旧体文言文处均加标引号。

六、称谓；1912年1月之后的时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之前的时间一般采用历史纪年

年号，夹注公元纪年。时间泛指，“东北沦陷时期”指1932年11月扎兰屯地区沦陷至1945

年8月光复这一期间，“解放前(后)”指1945年8月扎兰屯地区光复前(后)；“新中国成立

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指1978年12月前(后)。政区及机关名称采用即时名称。因雅鲁设治局、雅鲁县、布特哈

旗和扎兰屯市在政区上为相承关系，故依其各自存续时间直称其名，所属机构亦冠以相应

政区名称．不再作属名更替赘释。具体名称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随后可用约定俗成

的简称，“布特哈旗”简称为“布旗”。“呼伦贝尔盟”、。纳文慕仁盟”分别简称为“呼盟”、“纳

盟”，“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简称为“呼纳盟”。“扎兰屯市”一律用全称。根据行文需要可

用“全市(县、旗)”、。本市(县、旗)”。凡泛指现扎兰屯市境，1926年设治之前称“扎兰屯地

区”，此后直称政区名称。凡泛指现扎兰屯市市区，1983年10月建市之前称“扎兰屯”，之

后称“扎兰屯市区”。地名一般采用现标准地名，必须使用旧地名时，夹注现地名。

七、政府政务不作集中记述，其内容分散于各卷中。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卷

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及有关卷内。

八、市(县、旗)领导人(职官)名录，市委、人大常委会、政府和政协录至副职以上，人武

部、纪检委只录正职。

九、。艺文”中入表的作品为在自治区(省)级以上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发表

(展出、演出)的作品。入表作品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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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为在本市(旗)有重大贡献或特殊影响的已故人士立传，凡革命烈士和已故副

处级以上干部入录，凡获得自治区(省)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称号的个

人与单位入录。革命烈士收录在本市(旗)牺牲或为本市(旗)籍者。入传和入录者排列以

卒年先后或获得先进称号时间为序。。i o

十一、本志数字用法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制定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

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
．

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本志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历史数据一般沿用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不予换算。．

。十三、本志所用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统计资料数字为准，无统计部门数字的，采用行

业部门数字．
’

十四、需要注释的名词一律采用当页见注。’ 。

十五、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文献资料、IZl碑资料和各单位提供的部门志或部门资料。

所用资料经考证无误者即予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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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深浅翠屏山四面。回环碧水柳千行。牛羊点点悠

然去，凤蝶双双自在忙。处处泉林看不厌，绿城徐入绿村庄。”1961年7月著名文学大师老

舍先生游访扎兰屯时即景生情留下的这首《辛丑夏访扎兰屯》，形象逼真地诗化了扎兰屯

市的风骨奇境。

扎兰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盟南端，背倚大兴安岭，面眺松嫩平原，地

理座标为东经120。28’51”～123。177 30”，北纬47。5’40”～48。36’34”，东以音河为界与阿

荣旗为邻，东南及南以金界壕为界与黑龙江省甘南、龙江二县及扎赍特旗接壤，西及西北

以哈玛尔山和莫克河为界与科尔沁右翼前旗、鄂温克族自治旗相连，北以阿木牛河为界与

牙克石市作伴。市境东西宽210公里，南北长160公里，全市总面积16 926．3平方公里。

据专家考证，至少在距令7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雅鲁河、绰尔河流域即已有人类活

动。清康熙28年(1689年)之后，先后为布特哈总管、布特哈副都统、西路布特哈总管等衙

门辖地。清末之前，山高林密、溪流纵横、禽珍兽异的现扎兰屯市境为历代北方少数民族栖

息、游猎的理想之地。1886年北满封禁政策废除后，特别是1901年中东铁路在扎兰屯地

区修筑与通车后，大批流民自辽、吉、黑及关内冀、鲁等地接踵涌入，使扎兰屯地区人口渐

繁，农、工、商各业初露端倪。 ，

1916年，为管理自行流入的垦荒农民和发展招垦事业，黑龙江省在现扎兰屯市境的

济沁河和扎兰屯分别设置稽垦局，“承总管之命，办理垦务，以招徕佃户，督催垦辟，暨清理

荒地谬葛，设法振兴街墓之事。”同时设置管理土地开放等行政事务的佐治局。

1926年，济沁河、扎兰屯两稽垦局合并为雅鲁设治局，此为现扎兰屯市境正式设治之

始。e1929年1月，雅鲁设治局改升为三等县，定名雅鲁县，归黑龙江省管辖。

1932年11月，日本侵略者侵占雅鲁县境，次年1月伪满洲国宣布废除雅鲁县建制，



在其行政区域上建立布特哈旗，为兴安东省辖境。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布特哈旗政权体制一度混乱。1946年5月布特哈旗

政府组建后，归属东蒙自治政府纳文慕仁省(盟)政府管辖，1947年5月1日后归内蒙古

自治政府纳文慕仁盟政府领导，1949年1月后布特哈旗为呼伦贝尔盟(呼纳盟)辖区。

1969年8月1日，布特哈旗随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1979年7月复归内蒙古自治区。

1983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布特哈旗改建制为扎兰屯市，为县级市，1984年1月

1日正式实行市建制。
。 j ‘

、

1990年，全市共划设6个镇、15个乡(其中3个民族乡)和6个市区街道办事处。乡

镇、办事处共下辖167个行政村和117个居民委员会。
。

}，

扎兰屯市自然资源丰富，气候、物候条件优越。全市土地总面积为2 538．9万亩。其中

耕地面积为198万亩，占7．8％；有林地面积为1 417．87万亩，占55．85％I疏林地，灌木

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面积为118．50万亩，占4．67％；天然草场面积为569．9万

亩，占22．4％，可利用荒山荒地面积为311万亩，占12．2％；村屯、道路、堤坝、矿山等其它

用地面积为25万亩，占1％。

市境1987年森林覆盖率为57％，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为5 860万立方米，其中落叶

松纯林蓄积量为1 947．58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33．24％；白桦蓄积量为674．10万立’

方米，占总蓄积量的儿．5％；黑桦蓄积量为813．46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13．88％；杨

树蓄积量为678．4万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11．58％；蒙古栎(柞树)蓄积量为851．58万

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14．53％；其余为樟子松、柳树等。一 。

、市境草场可利用面积419．2万亩，共分山地草甸类、山地草甸草原类、丘陵草甸草原

类、沿河低湿草甸类和河泛地草本沼泽类5大类草场，年总贮草量为10．8亿公斤，可载畜

59．2万只绵羊单位。草场草质优良，主要牧草为禾本科和豆科类。
。

市境水资源丰富，入境客水年均10．1亿立方米，可利用量为0．94亿立方米；地下水

总补给量6．04亿立方米，基流量4．43亿立方米，可利用量1．1l亿立方米；有较大河流

47条，有分布众多的溪流、山泉，形成绰尔河、济沁河、雅鲁河、音河4大水系，总径流量为

34．9亿立方米。’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0．7％。

市境耕地土质肥沃，开发较晚。土壤共分7个土类、4个亚类，其中棕色针叶林土占

3．43％，暗棕壤占74．5％，黑土占7．6％。暗色草甸土占13．4％，沼泽土占1％，水稻土占

0．08％。 ，‘

市境矿山资源较为丰厚，其分布特点是缺煤、少铁、石多、土富。截止1990年末，全市

共发现各类矿床、矿点、矿化点35处，其中大型建筑石材矿2处，大型砖瓦粘土矿1处，中

型耐火粘土矿1处。
’’

市境自然景观天造地设，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柴河镇和浩饶山乡等地的山水风光以其

山险、石怪、水秀、树茂、兽奇、鸟异堪称一绝。市区位于雅鲁河畔群山环抱之中，山青水秀，

景色宜人，素有。北国苏杭”之美誉，历史上曾为沙俄和日本侵略者避暑休养之地。吊桥公

园和近郊秀水、红光风景区以其清幽自然之美吸引游人不绝如缕，叶剑英、乌兰夫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及老舍、叶圣陶、翦伯赞、李军等著名人士曾先后前来视察观光并泼墨抒情。80



年代后，国际友人到此观光者亦逐年增多。． ．

+．
·

?

市境野生经济动物、植物种类繁多，数量可观。1990年统计，市境内共有野生动物200

余种，其中鸟类160余种。分属于17目40科，占呼伦贝尔盟鸟类总数的50％；兽类50余

种，分属于6目，17科，占呼伦贝尔盟兽类总数的50％以上。在野生动物中，有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7种，二级保护动物47种。市境内野生植物资源主要有黄芪、赤芍、柴胡、桔梗、苍

术等药用植物，有榛子，山杏等油料植物，有椽子等淀粉植物，有蕨菜、黄花菜、蘑菇、木耳，+

猴头等名珍野菜及食用菌类。市境西郊部分地区位于红花尔基自然保护区之内，基本保持

着完整的自然生态，为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全市属中温带大陆性半温润气候区，冬季寒冷，夏季湿润凉爽，温差较小。冬季最低气。

温为一35．5"C，平均一12．4℃；夏季最高气温为38．5℃，平均20．9℃，全年平均气温

2．4℃。全市降雨量较为充沛，年均降雨量为480．3毫米，年均降雨日数85．5天，主要集中

在7～8月份，年均蒸发量为1 445．5毫米。市境具有丰富的光热和风能资源。日照时间较

长，年均日照时间累计2 816小时以上，日照百分率为63％。无霜期年均1．23天，霜冻初日

最早为9月7日，终日最晚为6月t日。春秋两季风多且大，年均大风日数13．6天，平均

风速每秒2．9米，主导风向是西北风和北风。

清末之前，扎兰屯地区人烟稀少，中东铁路通车前后，大批外地农民相继迁入，形成各，

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态势。新中国成立后，布特哈旗作为一块富饶美丽的土地，吸引

了成千上万的外地人t：／竞相涌入谋生，并形成50年代、60年代初和70年代人口流入三

大高峰，仅1969～1990年，由外地自行流入的人口累计达25万人之多，从而使全市(旗)

人口由1950年的91 011人急剧增长到1990年的417 851人，40年增长4．4倍。1990年，

全市共有22个民族。其中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满、回、朝鲜等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54 4492,,．，占全市总人口的13％，全市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得益彰，共谋发展，结出了璀

璨的民族团结之花。 ，“

’

，。。

农业是扎兰屯市最早开发的产业，市境内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为农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资源优势。在20世纪初本地区规模性开发之时，种植业即占有很大比重，农

作物种类主要有玉米、大豆、小麦、谷子、甜菜、马铃薯等，1926年首次开发水田种植水稻，

自此形成了水旱田并举、五谷丰登的局面。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基本采取广种薄收的粗放

耕作方式，加之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农业生产无大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先进农业技术

和农机具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应用，农田基本建设坚持不懈，大规模进行，使农业生产实现

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市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为主的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大幅度上升，成为自治

区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并且涌现出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规模经营户、生态村、万亩玉

米千斤田乡和机械化家庭农场等，浩饶山乡赵洪玉机械化家庭农场1989年荣冠全国百名

粮王之首，显示出扎兰屯市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_

林业生产开发较早，但40年代之前多为沙俄、日本侵略者掠夺性采伐。新中国成立

后，按照“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永续种用”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生产。除市属林业外，还有

5个盟属林业局在市境内施业．林业部门在有计划地进行营林生产的同时，不断强化护林

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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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病虫害防治和林政管理，使扎兰屯市这座绿色的宝库得到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成

为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之一。 +， _7t ?‘ ， ： ，

规模性畜牧业生产起步较晚，本世纪初开始，主要有苏侨和达斡尔族居民的家庭奶牛

饲养业以及农民家庭养猪业等。新中国成立后，依托丰富的草场资源和种植业副产品、大

，力发展养羊、养牛、养猪、养禽业，并不断加强草场建设、疫病防治和品种改良。使畜牧业得

以迅速发展，形成了农牧结合、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新机制，其中最富特色的是奶牛、良

种与改良细毛羊饲养业规模宏大，养鹿业别具一格。、1990年，全市家畜存栏总数达 、

370 846头(只、口)。。‘’ 。 i’t
-。．． 一 ．-

，一．～，‘

猎业是扎兰屯市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传统产业。20世纪之前，猎业是本地区

各少数民族居民主要的生产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猎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大

力扶持这一民族传统产业，1990年。仍保留着鄂伦春和鄂温克族两个猎民队。 4√ “

由于市境内拥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因此采集业历盛不衰，为农民重要的副业生产

内容之一，也是地方名珍特产品来源之一。50年代兴起的养蚕业，使养蚕和纺织工业互为

依托，有机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r．一’+。。，： ，1，j _一 。，

扎兰屯市的工业萌芽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至1949年，除东北沦陷时期建立

的扎兰屯亚麻厂等屈指可数的较大规模企业外，民族工业一直没有突破家庭作坊的生产

模式。1949年，全旗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8％。50年代后，以国营企业为主体

的工业企业迅速崛起，到80年代，初步形成了以当地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来源的食品、纺，

织、服装、医药、冶金、饲料加工。机械、建材、造纸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1980年全旗工

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并超过农业总产值。80年代后，形成了以纸浆厂、糖厂、丝绸

厂i羽绒厂等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国营，集体、个体、私营工业企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i

特别是以成吉思汗轧钢厂为代表的乡镇工业企业在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势如破竹，以

其独特的优势为工业企业注入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1990年。全市有国营、集体工业企业

162家，全市工业总产值达30 235．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8o,4。工业的发展刺激和，

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农牧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互为

依存、共同发展的全市工农业生产新格局。 ．’，，，’ 却， _一
’‘

扎兰屯自本世纪初即成为大兴安岭东麓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活动中心，以商业繁荣 ．。

而蜚声内外。1950年后，百货、纺织、五交化、糖酒副食、医药、生资、土产、烟草等国营二级

批发企业在扎兰屯相继建立，为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增添了强大的实力。1978年党的十一 ．

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商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拓宽市场、加强辐射吸引，促进商品 、

经济发展”为方针，多种体制并举，城乡市场出现了更加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是国营商业

企业在“打开国门，大进大出”经济战略的实施中，充分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与此同时，

物资供应、供销合作和对外贸易等项事业也得以同步发展，物资、供销部门为全市农业发

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外贸部门在组织地方工、农、副产品出口工作中闯

出了多条路子，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由于实力强大1，阵容整齐，已成为全市三大经

济支柱产业(工、农、商)之一。1990年，全市商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2．88亿元。

扎兰屯市地处呼伦贝尔盟南去交通要道，市区是连结呼伦贝尔草原与内地的咽喉。早

在元、明时期就有驿路相通，古老的滨洲铁路纵贯市境90公里，市区及3镇2乡的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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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站同铁路相通。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国道III线和301线在市境内路段总长207公里，

县级公路和乡道总长近900公里，全市21个乡镇全部通公共汽车，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

．、．：’的公路运输网络，使市区成为呼盟岭东地区主要旅客、物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1，

‘|扎兰屯市邮政、电信事业发展较早，20—30年代即可办理国内、国际电信业务．?新中
： 国成立后，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已形成以市区为中心的连结全国各地、沟通城乡各地的现、

。代邮政电信网络，市区中心支局可办理各种邮电业务0 4t'
i。 。，。， ’．j t?，、，

，7

j

。。．扎兰屯市市区在．70年代之前，一直无正式建设规划。只是倚山傍水自然形成的一个

大集镇，70年代初，开始硬化主要街道路面。70年代末期，特别是1983年10月撤旗建市

后，城市建设迅猛发展，市政建设、公用事业和环境保护成绩卓著，市容市貌大有改观，一

座整洁秀丽、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兴城市初具规模。⋯一o ’．，．|，．：， ∥

，‘80年代后。扎兰屯市利用自身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大力发展旅游业}成为内7

蒙古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1988年，自治区建设厅邀请部分专家考察鉴定，确定扎兰屯市 ．

为“农副林产品加工业和风景旅游业城市”，并拟祷扎兰屯市辟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

、。新中国成立后，全市(旗)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连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

高。?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实现5．9亿元．财政收入完成4 665．8万元，城市居民人均

实际年收入1 346元，农民人均年总收入1 059．94元，人均年纯收入649．25元，城乡人民

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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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布特哈旗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滞缓，大多数劳动人民无
r 法入学就医，但因扎兰屯先后为伪满兴安东省公署和纳文慕仁省(盟)政府所在地及当地

+÷ 达斡尔族人民崇尚教育之故，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显著高于邻近地区。
’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全力发展社会事业，投重资办学校、建医院，发展科技、文化、

体育等项事业。 。，一 。，一‘

2、、’
1’、， ．j

t
r一

一，． 。 。，
，．

，。

、·一一教育水平全面提高，建立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正规全日制教育到成人业
” 余文化技术教育、从普通教育到民族教育的教学体系。1990年，全市有托幼园所80所321

个班；有小学250所l 889个教学班，小学入学率达96．94％；有中学37所，在校生22 413
‘

人，1985～，1990年全市高中毕业生升入大专院校人数累计达1 771人。同时内蒙古扎兰屯

农牧学校、林业学校、呼盟卫生学校、扎兰屯师范学校等中等专业学校驻在市区，党校大专

i‘班、电大班也直接培养了一大批大专毕业生。 ；一． 、、。．+二 t．“：· 。：．『．。，，‘

‘

， -‘——医疗保健体系日趋完善，1949年前横行无忌的地方病和传染病得以扼制和根

绝。’1990年，市，乡(镇)、村三级医疗网覆盖全市，共拥有病床l 552张。同时呼盟结核病防

’．7．r治院t哈尔滨铁路局扎兰屯结核病防治疗养院、；呼盟地方病研究所等大型医疗单位驻在市 ‘

‘区，增强了本市医疗力量。： ‘。，··～ ．、 “7．。7． ：一 ·。‘⋯i，

。 1——科技研究、推广、应用基本普及。1990年全市共有各类科研机构和科技推广单位

近百个，现代科学技术广泛渗透到全市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中。：．，。!．‘．’．。：：、?。
t’’ 一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丰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常年开展。1990年全市已有电视

． 台、广播电台各1个，大型体育场1个，公园1座，广播、电视收视器具已普及到千家万户。，

，。

．r 扎兰屯市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滋养了勤劳勇敢和富有聪明才智的各族人民，中国共

一心。．0』，0’：一．。．，。f’j0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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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阳光雨露润泽了扎兰屯市的富裕繁荣。早在30年代，中共党员就开始在布特哈旗

开展活动，组织劳苦大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布

特哈旗的人民，及时派来中共党员组织全旗人民开展彻底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革命斗

争。争取扎兰屯地区民族上层人士加入革命阵营，是党的民族政策和民主统一战线策略的

光辉杰作；组织和领导全旗各族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铺设了灿烂前景，从而使扎兰屯地区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成为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巩固

的后方根据地，同时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支前参战和建党建政建军等项运动。在上述各项运

动中，全旗各族人民接受了革命洗礼，得到了锻炼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随之确

立，特别是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各项权力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

旗各族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迅速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经过40年的努力，使扎．兰屯市由偏僻落后跟上了各项事业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各项事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乡经济建设扶摇直上，改革开

放使扎兰屯市焕发了蓬勃生机。1986年2月，扎兰屯市被列为对外开放城市，1988年1月

又随呼伦贝尔盟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为此，1988年3月召开的中

共扎兰屯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响亮地提出“承东启西，南引北联；两头向外，四面辐射；走开

放——引进——开发——辐射的道路”的扎兰屯市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使扎兰屯市步入全

方位改革开放的轨道。

人杰地灵，在扎兰屯市这片热土上成长起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1949年前后在布特

哈旗解放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各族革命干部大批南下西去(绥远地区)北上(海拉尔地区)，

很快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以全国劳动模范陈方日、

羌策为代表的扎兰屯市的建设者，为全市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腾飞奉献出不朽的青春。今日

扎兰屯市的崭新风貌，正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市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相结合的完美结晶。

光荣已属于过去，扎兰屯市人民拥有的当是奋斗不息、开拓进取的高贵品质，有中国

共产党指引航向，扎兰屯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会再铸奇迹，扎兰屯市这片

沃土定当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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