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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既是对千千万万追求美好生活先辈亡灵的告慰，也是对后人进一步建

设好美好家园的激励和鞭策。人们既可以从中总结经验，也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其意义是深远的。

这部志史重点记载了郊区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方面的状况，详细记述

了改革开放以来郊区的辉煌成就。可以说，它是郊区各项事业发展轨迹的展现。

这部志史的编纂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

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了尽可能公正的评价，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

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教材。
‘

本书语言洗炼，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编纂人员查阅了大量文献，调查走访

了众多知情人士．文稿完成后，几经寒暑，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力求真实完善地

反映历史风貌。为此，我们谨向参与、关心、支持《包头市郊区志》编纂出版的单

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和一些历史资料的缺憾，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恳

请读者批评指正。

f／∥彳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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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思想，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为两

个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分述、记、志、传、图、表六部分，以志为主。

志分章、节、目记述。

三、本志为郊区第一部志书。上限各章不同，但都力

求追述到该章溯源的时间，下限断在1990年。大事记以

‘附录的形式续到1996年。

四、本志叙事坚持详今略古、详异略同的原则，以突

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及时代特色。

五、包头市郊区设置于1953年10月，之前以“境

、内"作为郊区的称谓。本志记述范围以1990年郊区版图

为准。
、

六、本志资料来源：《包头史料荟萃》、《内蒙古文史

资料》、《包头党史通讯》、《土默特史料》、《土右旗史料》、
。 《包头郊区文史资料》、《东河文史》、郊区档案馆档案以

及区属各单位提供的资料。



处30公里，总面积约2244平方公里。包头市的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和石拐

矿区分布在其间。

1990年郊区下辖14个乡、1个苏木和1个镇，计有55328户，228504人。其

中男性109260人、蒙古族2194人，非农业人口18791人。全区总耕地面积

30632．8公顷，其中蔬菜种植面积5521．3公顷，占总耕地面积18％。全区劳动力

89603人，其中70672人从事农业生产，占总劳力78％；8632人从事工业生产，

占总劳力9．6％。

郊区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南通伊克昭盟，西达巴彦淖尔盟，交通四通八达。

境内土地平坦肥沃，自然资源较丰富，而且依托和服务于包头工业基地，对发展

全区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具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郊区有着悠久的历史。5000年前，今沙尔沁乡西园村一带就有人类生息。新

石器时期，今古城湾乡的阿善沟和共青农场的韩庆坝也有人类活动。境内出土

的许多珍贵文物及赵长城、麻池古城遗址，反映了历史上各民族的聪明才智，体

现了共同开发这块沃土的光辉历史。

境内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东部农业生产始于康熙年间、兴于嘉庆年间，

西部农业开发于成丰年间、兴于光绪末年及民国初年。1931年编修的《绥远通志

稿》中记述：包头“置县未久，属境辽阔。村落畸零，农业未大发展。境内水草丰

畅，宜于牧畜，沿乌拉山及中滩面积约数十顷，农家以畜牧为副业。民国20年3

月调查，马一千余匹、牛五千余头、羊四万九干余只、驼一千五六百只、驴四千余

头，骡与猪尤少’’。农业以种植糜、谷、高粱、杂豆为主，且耕作粗放，产量低微。绥

远省教育研究所编印的《包头县1933年地理概要》一书中统计：“全县总耕地55

万亩(36666．7公顷)，各种农作物产量23．575+万石(5893．7吨)。”亩均产21．3

公斤。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土默特旗官渡从毛岱移至境内南海子村以后，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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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皮毛等物集散地之一，商贾云集，吸食鸦片成风。由于当时

毒品泛滥，境内许多水田也种上了鸦片，粮食作物种植发展缓慢。

境内种植蔬菜有近200年的历史，约始于清乾隆末年。清嘉庆年间(1796—

1820年)，南龙王庙村因自然条件优越和包头镇商业发展的需要，开始种植商品

菜。该村最早经营商品菜的私人菜园名叫四合园，以后又陆续出现福海园、富海

园、福生园、复盛园等。当时，蔬菜品种较少，主要是白菜、韭菜、芹菜、萝卜等。民

国时期，境内蔬菜生产已有适度规模。到1949年有菜田400公顷，种植蔬菜20

多个品种，商品菜产量达到2500吨。

新中国成立以后，境内农业生产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蔬菜生产一

年好于一年。1953年冬，南龙王庙村建成温室6间，试种韭菜成功，结束包头地

区冬季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1956年为支援包头的经济建设，郊区明确提出自’

己的主要工作任务：“集中力量发展蔬菜及蛋肉禽的生产，筹建果园并加强植树

造林的工作。”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导下，郊区各族人民奋力拼搏，探索前进，基

本保证了包头副食品市场的繁荣。进入80年代以来，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郊区

的副食品及粮食生产更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82年全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蔬菜生产获得大丰收。。

1983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一年改面貌，

包头市蔬菜供应数量足品种多》为题，在全国范围内介绍了包头郊区蔬菜产销

的成功经验。之后，郊区的蔬菜生产呈现连年丰收的好势头。蔬菜的生产方式也

由单一的露天栽种发展为露天、地膜、活动小棚、塑料大棚、温室等多层次种植，

实现蔬菜生产四季青。蔬菜品种由1981年的22个增加到1990年的127个，主

要品种全部实现良种化，品种齐全，质量上乘；蔬菜产量也由1981年的149340

吨增加到285640吨。蔬菜除满足包头市场供应外，还销往北京、呼和浩特、集宁、

东胜等城市，甚至远销香港市场。除蔬菜生产外，郊区粮食及其它副食品的生产

在80年代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郊区的工业发展起步较晚。1958年以后，境内只有一些铁木加工、柳编、粮

油加工等小手工作坊。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郊区共创办69个村社企业。到

60年代初，因不具备办厂条件都陆续倒闭。1970年党中央提出向农业机械化进

军的号召，国家无偿投资，全区农村掀起大办“五小”工业的热潮。此时，郊区各

公社也建起就地取材、就地服务、设备简陋的农机修造厂，工业生产又走上复苏

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郊区的工业生产有了飞速发展。十几年保持快

速、高效、健康发展的好势头。到1990年初步形成煤炭、冶金、机械、建材、食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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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酒、黄金等20多个行业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乡镇企业成为郊区工业战线上

的生力军，一批拳头产品名扬遐迩，包头转龙液酒厂生产的清香型特制转龙液

白酒1984年获轻工业部铜奖；沙尔沁乡地毯厂的仿汉宫地毯销往意大利、法国

等12个国家，年创外汇40多万美元；哈林格尔乡东宝皮革厂引进山羊板皮印花

技术，年产高级皮领带12万条，销往祖国各地和10几个国家；昆仑造纸厂生产

的高强度瓦楞纸销往全国19个省，并打入俄罗斯、蒙古等国际市场。

80年代初，煤炭和建材是郊区工业的两大支柱产业。到1990年，根据郊区

经济发展“主攻城乡工业、强化蔬菜养殖业、优先发展科教事业"的战略方针，郊

区工业发展形成以煤炭、建材、冶金、运输、房地产开发五大支柱产业的新格局。

一批高技术、大规模、外向型的工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为了实现“工农业再上

新水平，郊区率先达小康’’的总奋斗目标。郊区在税收、土地使用、引进资金和人

才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并实行全方位开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使郊区经

济实现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争取早日跨入全国经济发展的强县之一。

在物质文明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郊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丰硕的成’

果。从1982年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始，全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年年都有

新气象，至1990年全区共建成235个文明村(其中11个村被内蒙古自治区评为

文明村)，涌现出5885户五好家庭(其中3户为全国的五好家庭)，各乡均建立文

化科普站，110个村建起青年之家(其中5个被内蒙古团委命名为优秀青年之

家)。全区幼儿园、托儿所、影剧院、图书馆、文化馆、游泳馆、体育场等各种文化

设施齐全，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全区备类学校正摆脱应试教育，为祖国培养

出大批有用人才。

40年来，郊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开拓前进，在经‘

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乡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农牧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稳定，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全区干部和群众．

满怀信心奔小康，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大事记

大+事 记

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4000年)，阿善沟、东园、黑麻板一带已有人类活

动，过着狩猎、捕捞和农耕的生活。

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于境内修筑九原(今麻池古城)。

东汉光和三年(180年)，鲜卑没鹿回部驻牧五原郡。东汉五原郡辖境相当于

今包头郊区、达拉特旗、乌拉特前旗所管辖的范围，郡治在今麻池古城。

北魏天兴五年(402年)，拓跋跬移匈奴越勤莫弗部万余户于五原，以充实边

防。

清光绪十年(1884年)，境内汉族人编入当地户籍，结束人户分离的状况。

民国22年(1932年)，豳风社修建新城村，围墙周长1．2公里，耗资4000银

元。
7

民国26年(1937年)10月17日，日军侵占包头，包头沦陷。

民国28年(1939年)夏，萨拉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今东园、沙尔沁两乡

归抗日民主政府第四区管辖。

民国35年(1946年)冬，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围攻包头，在境内西部地区击溃

马鸿逵的援军。

民国38年(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宣布和平起义，包头县政府于9月

26日停止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和蒋介石像，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境内结束。

1 950年

1月，绥远省人民政府生产工作团包头县分团接管包头县政府。

3月25日，包头县人民政府成立，罗温如任首任县长。

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师的两名战士在境内围歼土匪李银部的战

斗中牺牲，被安葬在沙尔沁召(广化寺)后面松柏常青的山坡上。

7月包头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张毅同志在昭君坟渡口征税时，被土匪溺于黄

河，因公殉职。

夏秋，全县开展禁烟运动，共铲除罂粟2502．5公顷，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5．2％。是年，包头县农民协会筹委会成立，委员29人，主席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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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减租、反霸会议。会议强调不准侵犯中农、工商

署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至8月25日，全县共扣

人经教育释放，97人被处决，其余被判刑，稳定

了全县社会秩序。
一

3月，包头县在麻池、新城、土黑麻淖、全巴图等行政村建立首批供销合作

社．

5月7—20日，包头县300余名干部深入各行政村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一

贯道的运动，共扣捕道首30人。

6月10一15日，在包头县召开的读报组长会议上，全体与会人员一致同意

捐献一门“包头县人民号”高射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1月20日，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至1952年11月，共没收地主土地

25203．9公顷，全部分给贫雇农。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生产关系。

是年，各行政村普遍建立农会，会员达34692人。为促进生产发展，全县还建

立1828个生产互助组，参加人数12969人。 ．

1952年 、

1月12日，全县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至6月15

日，查出贪污分子84人(共贪污人民币247108元)。为严明党纪国法，其中4人

被判刑，27人受到开除、记过、撤职的处分。是年，全县进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

到1953年1月25日结束，清查出漏划地主65户。

是年，包头县扫盲委员会成立。

1953年

春，解放菜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全社34户，实行按劳分配，取消土

地分红。 ．

‘

7月，全县进行改村建乡工作，41个行政村改为41个乡：

10月5日，根据绥远省人民政府命令，撤销包头县建制，11月15日交接工

作完毕。同时，包头市人民政府郊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首任主任王福增。

12月15日，全区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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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

2月15日至3月17日，全区28个乡(从包头县划入25个乡、从包头市划入

3个乡)先后召开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共选正副乡长62人，委员211人。

3月6日，绥远省建置被撤销，包头市改由内蒙古自治区领导。

3月21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命令，设在境内的土默特旗第六区

被撤销。该区所辖的村庄分别划归包头市郊区和萨拉齐县管辖。从此，境内结束

从乾隆四年(1739年)开始的“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格局。

5月，包头市人民政府郊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改为包头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

委员会。

10月2一lo日，郊区首次派出21人(其中菜农13人)赴北京国营彰化蔬菜

农场和丰台区、黄土岗、右安门、万泉寺等蔬菜农业社，参观学习蔬菜死活窖贮

藏、温室生产，京白菜、油菜、番茄等9种蔬菜露天栽培技术。

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包头市支行郊区办事处委托郊区12家信用合作

社办理代储、代兑业务。

是年，境内修筑包环铁路。

1 955年

7月20日，为继续稳定社会秩序，郊区镇压反革命分子委员会成立。至·12

月6日，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3人。

8月26—30日，在首都北京召开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鞍山、广州、

包头八城市蔬菜生产座谈会，全国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主持会议。包头郊区蔬

菜生产引起中央重视。 ．

8月下旬，全区各级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并培训1018

名正副社长。至年底全区共组建82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年，包头市在境内狗兰圪卜、公忽洞、镰片窑子三个村的范围内兴建青山

区。
．

1 956年

1月17—27日，lo天内全区成立31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加上1953年成立

的解放菜园合作社共32个。入社农户13593户，占总农户的94．61％。高级农业

社实行按劳分配制度。

5月16日，全国人大代表、常委杨明轩、王维舟等7人视察古城湾乡民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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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和东河乡解放菜园社。

5月16—19日，中国共产党包头市郊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东河区召开，冯

喜富当选第一书记。

5月30日，全国政协常委卫立煌视察前明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年，郊区又派出蔬菜技术员、菜农赴沈阳、鞍山等城市郊区学习蔬菜栽培

技术。

1957年

1月7日，郊区工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就全区开展整风运动(整主观

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出安排，还决定在全区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

育运动。

1月16日，包头市撤销郊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包头市郊区人民委员会。

7月，郊区进行反右派运动。

1 958年

3月12日，敖陶窑子黄河提水工程开工，至1959年8月停工，投资186．84

万元，工程未发挥效益。

4月2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视察麻池乡。

7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康克清视察解放菜园社。

9月5日，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红峰人民公社在麻池成立。至15日，全

区又陆续成立红旗(哈林格尔)、红联(东园)、红光(后营子)、东风(河东)4个人

民公社。 一

9月18日，郊区开展大炼钢铁运动。至1959年1月，全区铁产量为375．5

吨，产值2．215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炼铁总投资约103．6万元。

12月15 El，全区5个人民公社共办起288个公共食堂，社员停止在家起伙

吃饭。

是年，郊区从河北省徐水县请回17名蔬菜技术能手，对全区的大白菜种植

技术进行指导。

冬，各公社兴起深翻土地热潮，最深达0．7米。

1 959年

7月，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康克清再次视察解放菜园大队。

7月，郊区召开首次工业系统四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中央“缩短战线、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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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将14个区属工厂缩减为11个，29个公社厂矿整顿为

18个。 ’’

-是年，哈业胡同公社成立一所蒙古族小学。

1960年

5月1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包头市郊区建制被撤销。东

河、后营子、东园3个公社划归东河区管辖，麻池公社划归青山区管辖，哈林格尔

公社划归昆都仑区管辖。 t’

1961年

9月17日由叶圣陶、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组成的中央文化访问团参观麻

池生产大队。叶圣陶在日记中写到：“土房整齐、窗台修洁，足见富裕。冬季能于

暖房种菜，暖房有八百余，俨然与北京西郊之四季青公社相仿。’’

1962年

2月，东河区把东河公社分为河东公社和古城湾公社；东园公社分为东园公

社和沙尔沁公社；后营子公社分为兴胜公社和后营子公社。青山区把麻池公社

分为新城公社和麻池公社。昆都仑区把哈林格尔公社分为全巴图公社、哈业脑

包公社和哈林格尔公社。

1963年

4月，郊区建制恢复。22个科、局、委、办及14个人民公社，总编制261人。6

月1日，中共郊区区委作出“关于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决定’’，规定区级干部每年

劳动40天、公社干部80天、大队干部180天，小队干部不脱产。

11月6日，区妇联主任在郊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强调计划生育

工作的重要性。

秋，郊区对菜农的口粮，由按月定量供应改为按全年完成商品菜任务的多

少供应。

1 964年

7月1日，全国进行第二次人I：1普查，郊区于5日结束登记，15日汇总完毕。

1964年7月1日零时，郊区共有36664户，139295人。其中男性76831人，农业

人口130314人，蒙古族12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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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8日，郊区在国庆公社召开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工作会议。185名代

表分三路参观郊区水利建设先进单位：河东公社的南龙王庙、刘宝窑子、先明窑

子，后营子公社的前营子、后营子、井坪、黄草洼、大东瓜，国庆公社的毛忽洞、缸

房地、木瓜梁、碱水梁。

1965年

是年，河东公社解放大队派出23名蔬菜技术员赴乌海市国营农场传授蔬菜

种植经验和技术。

△在包头市民兵比武考核中，兴胜公社防空对空射击班获得第一名。班长

胡玉红被授予“包头市民兵标兵"称号。

1966年

春，开始修建磴口扬水站，装机2500千瓦，提水能力每钞24立方米，可浇地

29333．3公顷。

8月郊区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先后成立以烈火纵队为主的“郊区东方红

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和以东风纵队为主的“郊区农民造反总司令部”。

1967年

是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思想宣传队驻进郊区执行“三支二军”(支左、支

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

1 968年

2月，包头郊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纪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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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0年

7月16‘日，郊区撤销东园等11个气象站。

10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

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是年，包头市在麻池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区机关部分干部去麻池学习。

1971年

6月，境内“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引起市轻化局、市卫生防疫站的重

视，进行实地调查，并采取迁居等预防措施。

6月7日，郊区召开首届四好民兵连队代表大会。

9月，开始兴建沙河镇。

是年，全巴图大队试种水稻成功，34公顷稻田总产量8800公斤。

△郊区“农业学大寨"指挥部成立。

1972年

4月11—13日，郊区召开五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妇代会、团代会、红[卫

兵]代会)，选出五代会领导机构。

12月，郊区召开首届工业学大庆会议。会议表彰5个先进企业、11个先进班

组、33名先进个人。’

是年，150名大队、公社、郊区干部分三批赴河北省遵化县学习兴办社队企

业的经验。

△磴口扬水站扩建，装机容量扩大为6380千瓦，提水能力提高到50立方

米／秒。

1973年
’

●

4月16日，为促进养猪事业发展，郊区革委会允许各人民公社按耕地实有

面积的3％提留饲料地。

是年，包头市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各公社插队落户。郊区和各公社都成立

了知识青年办公室。

1974年

6月17日，郊区革委会由东河区迁驻沙河镇，结束郊区寄驻东河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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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0月至1974年5月)。
’

1975年

2月，市、区两级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公社的189个生产队，对生产队领导班

子进行整顿。

8月，郊区总工会成立，主席乔永福。

1976年

9月18日，郊区各族各界人民2万余人在沙河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深切

悼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

10月21日，郊区各族人民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庆祝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

伟大胜利。

是年，郊区精减机构，对区属各部门实行归口管理，60余名干部下放到各公

社工作。

1 977年

3月，郊区决定修建引黄溉灌工程，浇灌沿山一带耕地。为此，全区成立农田

基本建设专业团，各公社成立专业营。从各生产队抽调数干名劳动力先后在全

巴图、兴胜、后营子开沟挖渠，时间达半年之久。1978年停工，工程半途而废。

11月24日，郊区下发《关于组织计划生育工作队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必须

将计划生育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

1978年

6月5日，郊区首届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会议表彰44个先进集体、118名先

进科技工作者，并制定1978--1985年郊区科技发展规划。

是年，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区委对68名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大多从外地转入

郊区)予以改正。

1 979年

5月28日，中共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工作。

9月27—28日，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

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

11月，包头市和郊区共投资205．6万元，在乌兰计兴建半机械化养猪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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