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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玉泉区志》终于积章成帙正式出版了。这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墨举。我衷心地祝贺。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修志，向无前例。虽有《归绥县志》总成于先，

但区街巷里，终未成体系而委身于一隅。以今天的眼光看，志史规制

也只能是那样的状况了。
’ ’

可以说，玉泉区是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明朝万历三年(即公元

1575年)阿勒坦汗在此建归化城以来，阴山下黑水边出现了一个经

济、军要重镇。广袤的敕勒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斑驳多彩的时期，开

创伴随着生发。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虽曾瓦釜雷鸣，但更兼贤能明哲、

志士仁人，尽瘁兴国大业；虽曾生民涂炭、国难频仍，亦累见乡土赤子

筚路蓝缕、笃力务实。而在扑朔迷离的历史长卷中，最富光彩的是蒙

汉人民诚朴共处的兄弟情谊。他们以共同的辛劳开辟着这方热土。

1949年，历史的大转折。玉泉区在新中国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

生。老一辈革命先驱理想的实现是见证，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特别是从

工商末技到经济的空前振兴是见证，闪烁着各族人民智慧之光的灿

烂文化是见证。归化城——呼和浩特，玉泉区确实是一个丰碑。

今天，在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们正以磅礴

的气势，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阜民之财，发展经济而奋斗。

我们着眼于未来，着手于今天，大家都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历

史的昭示，殚精积思，继往开来。盛世修志，鉴古知今，其功卓然!

据我所知，《玉泉区志》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城区

志。玉泉区的领导和同志们，不辞劳苦，搜集发掘资料，考证整理，循

制修撰，出散漫无章而成稿付梓，为玉泉区做了一件好事，为呼和浩

．f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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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市做了一件好事，为后代做了一件好事。欣慰之际，草此为序。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序 二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历经七个寒暑，数

易其稿，《玉泉区志》终于出版问世。这是玉泉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

件大事，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可喜、可贺!

玉泉区地处大青山之阳，黑河之滨，历史悠久，是呼和浩特的发

祥地。数百年前，她就是土默特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军事地

位也十分重要，堪称祖国北部边疆的重镇。随着绥远(城)的建成，

“归化”、“绥远”二城合一，她仍为(绥远)省会和自治区首府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里人杰地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内蒙古的早期组

织建立于此，以乌兰夫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着内蒙古地区的革

命斗争。1949年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玉

泉区各族人民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地建设着自己的家园。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玉泉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玉泉人

更是精神振奋，团结奋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

开创着新的局面，描绘着美好的前景。

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编修地方史志的优良传统。在区委、区人

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我们把修志工作纳入了

议事日程，使这一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得以J顿利地进行。编写过程

中，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

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

历史真实性相统一。力争区志立意新颖，文图并茂，既反映历史风貌，

也体现时代精神，记载新成就、新变化、新面貌，使它真正成为本区的

历史典籍，充分发挥“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玉泉区志》将是领导者研究区情、施政

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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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全区人民热爱玉泉、振兴玉泉、繁荣玉泉的一部很好的乡土教

材。

区志的问世，是全区上下通力合作的结果，是编纂人员辛勤劳动

的结晶。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地方志编委会、市地方志编修

办公室的关怀和指导；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档案馆、市档案馆提供

了大量的资料和档案；内蒙咕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内蒙古文史

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给予了具体的支持和指导；内蒙古大学郝维民

教授、张植华副教授和内蒙古教育学院的李淑章副教授担任区志顾

问，认真修订了全部志稿；还得到过曾在区内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和热

心史志的人士的帮助。在此我们谨向为《玉泉区志》的编写、审定、出

版做出贡献和出过力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同志

为本志题写书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1呼和浩特市委书记

贾才同志作序，呼和浩特市市长白音同志题词。给予我们极大地支持

和鼓励。，这里谨表衷心的感谢。

志书千古事，影响极深远。为编写好区志，我们尽了极大的努力。

但是，由于历史久远，向无区志，资料匮乏和水平所限，尽管我们在审

定史料、志书体例、编拟撰稿上花了很大力气，恐怕疏漏、欠妥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中共玉泉区委员会书记

玉泉区人民政府区长

j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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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着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的史实。

二、本志上限时间不作统一规定，除历史沿革外，一般均从明代土默特部进

驻呼和浩特地区开始记述。由于资料不齐，诸多方面的内容无法深入考证，能详

则详，无法详述的则据实就简。各编上溯年代远近、行文之详略多受此制约。

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章节，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时间略有延伸。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编专志和附录组成。分为编、章、节、目四个层次，

少数篇目因内容的限制，也有直接由章达目，中间不设节者。
。

四、志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分别附于各编章，以补其

详。

五、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文中泛称建国前，其后称建国后)先写朝

代纪年，在括弧内以阿拉伯数字注明相应的公元年份；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

年。

六、人物记载，以区籍或长期工作生活在本区及在玉泉区历史上有过重大影

响者为主，并遵从“生不立传”原则。

七、数字，表示数量者用阿拉伯数字；成语、专用名词、习惯用语及表述性语

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八、各项数据，均以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为准；非统计部门的数据加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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