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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史料记载记述阿巴嘎草原自然路及其畜力运输悠久

的历史，其中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阿巴嘎旗省区级公路边防公

路和苏木公路，矿区公路等地方道路修建与发展，旗交通系统各单

位的建立及发展，汽车运输及管理的发展演变，以及公路交通设

施，行业管理，运输生产诸方面，对发展阿巴嘎旗民族地区经济，草

原旅游与边境贸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序

编纂交通史志，主要是为记述交通事业发展的过程

和成就，既是对过去创业者，建设者的歌颂，也是对后人

的激励，在新世纪的到来已为期不远的时期，我们期待已

久的《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即将问世。

阿巴嘎旗位于锡林郭勒盟中北部，是一个以畜牧业

经济为主体的纯牧业旗，土地总面积27 495平方公里，其

中草原面积27 024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8．29％，畜牧

业主要以养牛、马、骆驼、绵羊、山羊为主，优良品种有乌

冉克羊、安蒙黑牛，是自治区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受

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的制约，长期以来，阿巴嘎旗的交通

十分落后，畜力车为主要运输工具，勒勒车、马、骆驼为人

们的主要代步工具，到1958年全旗仅有3辆汽车。

1978年阿旗成立阿巴嘎旗运输公司，到八十年代初，

全旗各苏木都开通了客运班车，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阿旗

的公路交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1990年10月锡赛公路全线建成通车，横贯我旗境内，

阿巴嘎旗从此有第一条黑色路面，交通运输事业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目前，旗外客运，零担运输线路已通往呼

和浩特、二连浩特、张家口，石家庄等大中城市。

近几年，“要想富，先修路"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

识，全旗苏木通车里程已达526公里，到1998年底，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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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

以工代赈，民工建勤累计修建四级砂石公路254公里，简

易定线公路50公里，1998年8月，由北京知青张亚林和

锡盟交通局投资新建的高格斯台河“连心桥"建成通车，

苏木公路通行状况有所改善，广大牧区人民的生产生活

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由阿旗交通局主持编纂的《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比

较全面地反映本旗公路交通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尤其

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阿巴嘎旗交通战线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也集中体现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的创

业精神。现在这部《公路交通志》经过编纂人员的共同努

力，搜集、整理大量的资料，数易其稿，得以成书，志书的

内容比较丰富，反映阿巴嘎旗交通事业的历史全貌，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作为旗人民政府主管交通工

作的领导，我对《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的出版表示祝贺，

并对为此书编纂和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们表示诚挚

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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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嘎旗人民政府副旗长宝日夫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前 言

《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经过编写人员的广泛搜集资

料，反复核实，几经易稿，终于成书。

阿巴嘎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北部，北

与蒙古国接壤，东邻东乌珠穆沁旗及锡林浩特市，南与正

蓝旗相连，西和苏尼特左旗毗邻，全旗总面积27 495平方

公里，是一个纯牧业旗县。本旗的交通运输完全以公路运

输为主，公路运输业在全旗社会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

加快发展公路交通，加快苏木公路建设对发展阿旗经济，

保护草场，改善环境，实现城镇牧区生活现代化具有重要

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旗交通事业发展迅速，旗所

在地新浩特镇直通张家口、呼和浩特、锡林浩特、二连浩

特等地，形成以新浩特镇为中心，向各苏木辐射的公路

网，初步改变了出门难的现象。

1998年底，阿旗公路总里程已达716公里，其中省区

公路99公里，全旗民用汽车2 448辆，其中客车186辆，

货车400辆，全旗客运路线9条。

《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记载40年代至1998年底，公

路交通发展变化以及为全旗交通事业做出贡献的建设者

创业精神及光辉业绩，改变阿巴嘎旗交通落后的面貌，继

续努力促进阿旗公路交通在全旗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巨

大的作用。 ．

·】。



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

本书是较为丰富的专业志资料，有助于社会各界了

解阿旗交通事业的发展，可供各级领导及交通系统的同

志们阅读，研究和参考。

编写《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任务艰巨，搜集资料，归

纳编写，都需要编志人员的辛勤努力的工作，值此，我谨

向编写志书的同志们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我们志书编写工

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

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编写委员会 主任委员

阿巴嘎旗交通局局长：满达哈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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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服务

阿旗交通系统领导班子



文鳃执法

质检人口贝执行新标准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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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修路机械

草原路修建

草原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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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所搜集史料力求真实，全

面，详细地记载阿旗公路交通的历史和概况。
’

二、本志书记事、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综

述历史、横陈现状、采用横排纵写，纵横结合方法设置篇

目。
。

三、本志书记述的区域，以今阿巴嘎旗行政区域为范

围．共13个苏木，71个嘎查，上限叙事追溯事物发端起

源，下限截止于1998年底。 ·

四、志书为志、传、图、表、录并用、以志为主，文风力

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

五、本志收集引用资料较为广泛，要以史籍、档案、报

纸为主。

六、本志书古籍地名后加括号注今名，阿旗现使用地

名及各苏木现所用地名，均根据1992年11月出版的《锡

林郭勒盟地图册》为准，阿巴嘎旗在行文中首次出现使用

全称，多次出现使用简称：阿旗。

七、本志书所使用统计的数字，以阿旗统计局每年国

民经济统计表和局属各单位历年统计数字为准。



综。述

地理位置 阿巴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中北部，地处东经113。28’一116。11’，北纬43。05’一45。267，
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边境线长达175公里，东邻东

乌珠穆沁旗及锡林浩特市，南与正蓝旗相连，西和苏尼特

左旗居邻，呼锡公路横贯全境，从新浩特镇西经苏尼特

左、右旗和四子王旗至呼和浩持市558公里，东至锡林浩

特市91公里。

政区沿革 现在的阿巴嘎旗由原阿巴嘎部(含阿巴

嘎右翼旗，阿巴嘎左翼旗)和阿巴哈纳尔部(含阿巴啥纳

尔右翼旗，阿巴哈纳尔左翼旗)几经分合而形成，汉为上

谷郡北境；晋为拓跋氏居地，隋、唐为突厥所居，辽为上京

道西境，金属北京路西北境，元属上都路，明为察哈尔万
户地。

“阿巴嘎"系蒙古语音译，是“叔叔"之意。因原部落布

格博勒格图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异母弟而得其名。

1949年春，阿巴嘎右翼旗和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合并

为西部联合旗；阿巴嘎左翼旗、阿巴哈纳尔左翼旗，浩齐

特右翼旗合并为中部联合旗。

1952年5月26日经内蒙古人民政府电准，中部和西

部联合旗合并，统称西部联合旗。旗政府驻地设在汉贝庙

(今旗所在地新浩特镇)。1956年7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

将西部联合旗改称阿巴嘎旗。此后，行政区域维持至今。
·1‘



阿巴嘎旗公路交通志

政区划分 全旗辖13个苏木，1个镇，71个嘎查，8

个居民委员会，1611个浩特，5833个牧业户，另有渔场、

煤矿各一处。

人口面积1949年，阿旗总人口为9 481人，其中男

4 296人，女5 185人，总人口城镇入口166人，牧区入口
9 315人，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41 172

人，其中非牧业人口20 010人，占总人口的48％，牧业整

半劳动力11 232人，占牧业人口的53％。总人口中男性

21 036人，女性20 136人；蒙古族1 972人，占总人口的

53．37％，汉族18 539人，占总人口的45．03％，回、藏、

壮、满、土家、达斡尔等少数民族661人，占总人口的

1．6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9入。

全旗总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28 385人，

占全旗总人口的68．49％，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309

人，具有中专文化的966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2 982

人，具有初中文化的9 536人。15周岁以上文盲或半文盲

6 406人，占总人口的22．63％。1998年，全旗总人口
40 733人，由蒙、汉、满、回、藏、侗、达斡尔等七个民族组

成，其中蒙古族21 978人，占总人口的52．4％，其它少数

民族528人，占1．3％，牧业人口21 705人，旗所在地是新

浩特镇(原汉贝庙)，有居民14 567人。

全旗总面积27 495平方公里，南北长约260公里，北

部宽，中部窄，宽约110公里，草场面积27 024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98．29％，其中可利用面积24 813．77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面积11．9万亩，水域面积170．7平方公里，

占总面积的0．62％。
·2’



综述

地形地貌 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海拔高度960

米一1 500米，从形态上可划分为低山丘陵、高平原、熔岩

台地，沙地四个类型。低山丘陵主要分布在旗北部和西部

零星地带。基岩主要由碎硝岩、砂砾岩及玄武岩组成。高

平原，主要在旗中部，由第三世纪白垩系砂岩、泥岩组成，

地势平坦，其上分布有火山锥及平顶状熔岩丘和大小不

同的洼地。熔岩台地主要分布在旗中东部地区及灰腾锡

勒和北部边境线一带。基岩由玄武岩组成，台面略有起

伏，其上零星分布火山锥，火山口及剥蚀洼地。沙地分布

于旗南部，系浑善达克沙地北部边缘。沙地表层为湖泊沉

积物及第四系冲状物。沙地多属呈西北至东南向带状分

布的固定半固定沙丘。丘间有大面积的草滩及洼地。洼地

多有湖泊及下湿地分布，并有较多的泉水出露，形成小

河。

全旗较为雄伟壮观的山有宝格都、乌力吉图、海日

罕、明图布(额尔德尼巴达尔呼)、胡图嘎、巴间瓜和西部

汉乌拉，其中座落在北部边境线内的汉乌拉山最高，海拔

1 648米。境内有额尔敦高毕、巴颜呼热、巴嘎诺尔、查干

诺尔、洪格尔等5大坳陷盆地。

气候地处中纬度，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

候，多大风和寒潮，冷暖多变。年平均气温0．7"C，最热为7

月，最高气温达39．1℃(1995年7月23日)。年平均高温

(日最高气温>30℃)天数15天。最冷为1月，极端最低气

温为一42．2℃(1953年1月15日一16日)，年平均低温

(日最低气温<--30℃)天数26天。平均气温较差42．4"C，

日较差14．3℃，光照充足，年日照时数在2 930一3 350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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