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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再

《乌鲁木齐市志》是我市第一部综合性市情著述。它全面详细含载

了我市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资料。它的出

版对我们全面认识这座美丽而充满活力的边疆城市，促进它的繁荣和

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乌鲁木齐曾以古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及其独特的大漠风光著称于

世，以优渥的自然资源吸引各族人民来此狞猎放牧、屯垦造田、兴办手

工业、从事商贸交易活动，从而开发了这片土地。自乌鲁木齐建城二百

余年和成为省会百余年以来，走过了坎坷漫长的发展道路。这期间虽有

短暂的繁荣，但更多的是兵燹战乱和无力抗御的天灾，加上长期的封建

统治和剥削压榨，至解放前夕，已是满目疮痍一片赤贫了。解放后，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城市获得了生机，地缘、自然资源、生产力优势得以

发挥。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和积极建设，乌鲁木齐市的国民经济发

展水平提高很快；与此同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也得到

相应的发展。社会秩序安定，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逐步得

到改善。尤其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余年，我市逐渐

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改变封闭状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地缘、资源、人才及基础产业优势，使全市

的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呈现出展翅腾飞的局面。1992年在全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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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志·总类

479个城市综合实力评估中，我市名列第二十四名。经济的振兴促进了

城市建设及文教事业的繁荣，城市面貌变化巨大，并展示出广阔的发展

远景。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开发建设边城的历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公德意识已蔚为时代新风。优良和谐的社会环

境是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进步的保证。

历史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经验，激励我们不断的进取。乌鲁木齐市从

小到大、从贫穷落后迈向振兴繁荣之路，都是在特殊的自然、社会条件

下取得的。特殊的市情是我们从事各项建设事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

对我们从事城市工作的领导者及建设者尤为重要。只有对市情作详细

深入的了解和透彻的分析认识，才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防止

盲目性、随意性。出版一部翔实可靠的市志是全市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

的殷切期望。对此，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决定开始编纂市志，经

过各方通力合作及全体修志工作者近十年的辛勤耕耘，终于开始分卷

出版，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乌鲁木齐市志》的出版发行，对

保存历史资料和地方文献，让当代人和后代人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和现

状，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科学规律，均有重要的价值。它是全市各级决策

者必备的工具书，是各行各业经营者、工作者及需要了解乌鲁木齐市情

的各方宾朋、海外人士的有益读物。

当前，随着我市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

策的倾斜，以及南疆油田的开发，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乌鲁木齐

将被建成国际商贸中心城市。这美好的远景将为《乌鲁木齐市志》增添

光彩的续篇。

1993年12月26日

注：序作者玉素甫·艾沙原为乌鲁木齐市市长，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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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凡 ，，例

一、《乌鲁木齐市志》(以下简称《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实事求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准确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全

面系统地记述乌鲁木齐市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力求思想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市志》采用类目体结构，共设77个类目，约300余万字，分六

卷出版。第一卷总类卷，含序言、凡例、总述、大事记、建置、自然环境、人

口、民族、宗教、人民生活、区县概况；第二卷城市建设卷，含城市建设、

交通、邮电；第三卷经济卷(上)，含工业、农业；第四卷经济卷(下)，含商

贸、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第五卷政治卷，含政党、群众团体、政

权、政协、外事、侨务、人事、民政、军事、政法；第六卷文化、人物卷，含文

化、人物、附录。

三、《市志》上限原则上起自1 911年辛亥革命，下限止于1 985年。

有些事业为明晰渊源，则追溯至发端之时。大事记、总述、人物下限延至

1 992年。

四、《市志》记述地域范围，以乌鲁木齐所辖地域为界，所记事物，只

要在此区域内，不论其隶属关系，都录入志，但不越境而书。

五、《市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体裁以志为主体，述、记、传、图、表、

录诸体配合，以利于多侧面、多形式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力求

体例完备，体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城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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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志·总类

六、《市志》各历史时期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帝号和

民国纪年，其后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用公元纪年。

七、《市志》所记地名、政权、官职等名称，均以记事年代的历史称谓

为准。古今地名有异，则括注今地名。

八、《市志》各条目中，凡冠以“党”的词语，皆指中国共产党，如“党

委”、“党的民族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记述其它党派时则写

全称。

九、为便于记事和统计，《市志》各条目中使用了不同涵义的区划名

称。如“乌鲁木齐市”、“全市"、“乌鲁木齐地区”等，系指地区性概念，包

括驻乌鲁木齐市的中央、自治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等及其事业单位；

单指市属范围的事物及统计数据，则加“市属”表明。

十、《市志》资料来源广泛，主要选自自治区、市、县档案，辅以正史、

旧志、报刊及有关人士口碑笔录，使用时均经甄别核实，并有资料长编

或卡片备查，一般不注明出处。统计数字，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属国家规定的统计项目，以乌鲁木齐市统计局提

供的数字为准；非国家规定的统计项目，以事业主管部门认可的统计数

字为准。数字的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部门颁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市志》立传人物，以已故近现代人物为主，本籍与客籍并重。

从实际出发，不拔高，不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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