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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呼伦贝尔盟委员会书记 何奇

_呼伦贝尔美，草美人更美。呼伦贝尔的

各族团员青年，用青春和智慧的足迹留下了

足以令人骄傲的历史。今天，记载着呼伦贝

尔盟共青团工作历史的《呼伦贝尔盟共青团

志)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从1945年到1988年，呼伦贝尔盟共膏团

工作的历史已有43年。“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一。过去的虽然过去了，但历史的深深足

迹和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

此，寻一寻前辈的足迹，看一看自己曾走

过的路，对我们不断提高团的工作水平，把

团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呼伦贝尔盟共膏团志>是一部实事求

是，详今略古，立足当前，回首过去，放眼

未来的专志。总览全书，资料翔实，内容金
面，对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都做了真实反映。对我们各级团干部来说，

<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是浓缩的信息库和

熟悉团的工作，了解团的历史的教科书，是

对广大团员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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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从组织写作班

子，到成书出版，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由

于人手少，时间紧，这部志书难免有不足之

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我代表共膏团呼伦贝尔盟委员

会，对团志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支持<呼

伦贝尔盟共青团志》出版的单位、个人表示

诚挚的谢意。
”

一
，

： 1989年6月1日

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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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由共青团。

呼伦贝尔盟委员会组织编纂成书。 ，

二，<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是反映呼

伦贝尔盟共青团工作的一部专志。

三，‘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共分七
7

章I(1)组织建设(2)宣传教育(3)

经济建设中的活动(4)少先队(5)人物、

(6)旗市局团委概况(7)大事记。 ．

四，‘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中的数

字，全盟范围的由共青团呼伦贝尔盟委员会

铳计，其余来自基层，均经过审核。

． 五，‘呼伦贝尔盟共青团志'中的简

称I共青团呼伦贝尔盟委员会称团呼盟委，

各旗市称团旗市委，各乡镇(苏木)，企业，
’

机关，学校在单位名称后加。团委劳字样，

如。扎兰屯纸浆厂团委一。
”

六，《人物传略》立传标准是旗市以上团

委命名，表彰的已牺牲人物，<人物选介'

牧录的是在全盟有影响的青年英模人物，

。‘人物名录>收录的是盟以上团委命名，表

彰的部分先进人物。

七一旗市简称l海拉尔市(海市)，满



扎兰屯市(扎市)，阿棠

力述瓦述斡尔族自治旗

纳右旗(额右旗)，额尔

、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

治旗(鄂温克旗)，新巴

)、新巴尔虎左旗(新左

(陈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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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盟位于我们伟大祖国北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的

东北部。在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以蒙古族为主体，

．。 汉族居多数的31个民族、240多万人民。这里有举世瞩目的呼

伦贝尔草原，有浩瀚的大兴安岭林海、有土地肥沃的嫩江西岸
河谷平原，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 。一 。j‘

’

． 一． 本世纪以来，．在呼伦贝尔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各
， 族青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一

。f。
，： 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呼伦贝尔的一些

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青年，不畏强暴，奋起抗

， 击沙俄，将鲜血洒在了海拉尔河畔和大兴安岭山巅。 t，

1932年日本侵占呼伦贝尔时，驻呼伦贝尔的东北军将领苏

炳文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呼伦贝尔许多青年参加了抗战的：队

伍，浴血奋战在嫩江岸边和大兴安岭上·

1939"一1943年，东北抗13联军三进呼伦贝尔开辟游击区，

呼伦贝尔各族青年为抗联带路送信并参军参战。至今，人们仍
～

传诵着鄂伦春族姑娘占柱梅帮助抗联打击日寇的英雄事迹。
． 1945年lo月，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简称内人团)在王爷

， 庙(今鸟兰浩特市)成立后，呼盟境内就开始有了内人团的组织

和活动。1947年前后，呼盟农村，牧区和城镇普遍建立了内人

j 、 ：团组织。这些内人团员最先接受马列主义，辨明历史发展新潮

流，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自觉地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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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他们在启蒙青年觉悟，宣传中国共产党，参加农村土改和

保卫胜利果实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47年布特哈旗的青年

在“打老蒋、保田地黟的口号动员下，有4 000多人报名参加解

放军。报名人数超过预招人数的七√＼倍，最后挑选l 000人，

给前线送去一个团。当时布特哈旗总人口不到10万，青年参军

人数占总人口的1％·’ ．

新中国成立后，内人团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

新青团)。 ，

‘ ⋯ ．
：

在50年代初期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呼盟各族团员青年高

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成了深入人

心的口号，参军参战，爱国捐款，和平签名成为轰轰烈烈的青

年运动。全盟80％的青年参加了缔结和平公约签名活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呼盟各族团员青年听从祖国的召唤，投

入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建设中。在工业战线开展了增产节约、回

收废钢铁、技术革新，青年班组、劳动竞赛等活动。在农牧陂

线开展了爱国丰产、积万斤肥，植树造林j青年突击队等活

动。仅1952年，呼盟团员青年提合理化建议和技术革新方案

l 605件，为国家节约资金6万元。
’ ■

1957年新青团转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后，

呼盟各级团组织带领各族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呼盟农村的互助合作、牧区的“百母

百仔弦、学校的搿勤工俭学一，工矿企业的。红色青年突击手一

等活动，都引起过较大反响。在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方面，呼

盟各族团员青年带头破私立公，移风易俗、倡导新风、传播共

产主义道德，为形成五六十年代令人怀念的良好社会风气做出

了自己的贡献。 ·
· ’‘ ·÷

．1966年鼻文化大革命骨开始后，呼盟各级团组织被迫停止了

活动。然而大多数团员青年在动乱的环境中，仍然坚持生产、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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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之后，呼盟共青团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1980年团

呼盟委提出了“整顿中恢复，恢复中前进黟的口号，一开展了

q治松治瘫黟．二。刨先进团支部"；．，崩做合格共青团员劳，。

“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扩等活动。鄂温克旗毕鲁图嘎查团支部、

新左旗白音诺尔嘎查团支部，满洲里市三道街小学少先队大队

部，海拉尔市候车亭青年工程，扎兰屯市雅尔根楚中心校绿化

工程，牙克石林管局团委和那吉屯农场第二中学学雷锋小组等

先后受到团中央的表彰。 一‘ ， · ·一
，

，：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呼盟各族团员青年日益成为各条战

线上积极劳动、勤奋学习、诚实工作，团结互助，遵纪守法的模

范。一批又一批各族团干部，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青年工作，．

表现了高度的创造精神，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 ．·，．·

，。60年代为抢救集体牛群而牺牲的蒙古族青年铁龙，70年代

知识青年的榜样张勇、搿擒特英雄黟布和础鲁，80年代为抢救

落水儿童而献身的达斡尔族姑娘敖英，身残志坚的刘海峰等，

就是呼盟各族团员青年的代表。“全盟十佳青年一、新左旗白

音诺尔嘎查团支部书记斯仁达喜，“中国共青团五四奖章一获

得者，扎兰屯市雅尔根楚中学团委书记郭圣文，根河林业局团

委书记戴晓光等，就是呼盟团干部中的典型。

1979---,1988年，呼盟有1 250人受到团呼盟委的表彰、

516人受到团自治区委的表彰、25人受到团中央的表彰。
’

畜牧业是呼盟经济的一大特点。呼盟牧业四旗(新左旗、

新右旗、陈旗，鄂温克旗)的团组织，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

中，根据牧区生产和生活特点，不断开创性地做好牧区团的工

作，为活跃牧区团的工作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 。

1948年9月，牧区团组织通过演剧，撒传单、演讲等在新

左旗甘珠尔庙召开的呼伦贝尔那达慕大会上宣传了牧区矗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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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秒，露不划阶级劳政策。此后，牧区团组织在增产保畜，

打狼除害，宣传卫生知识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54年

春，新右旗宝格德乌拉苏木团员阿力苏冷，老布仓创造了春季

打狼80只的纪录，成为全自治区闻名的“打狼能手刀。1960年

6月，团呼盟委在鄂温克旗召开了以百母百仔、工具改革为中

心的现场会，推动了牧区机械打草，牲畜改良，牲畜药浴和搭

棚盖圈等项工作的开展。 ·

’

．1978年以来，呼盟牧区团组织一手抓以“多能手一(打草

能手，放牧能手、剪毛能手，接羔能手等)为主要内容的新长

征突击手活动，一手抓青年之家建设，形成了一套适合呼盟牧

区实际的工作新路。1980年团呼盟委制定了《共青团呼盟牧区

基层组织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试行草案)(简称呼盟牧区团的

工作条例)。在实施条例中，通过开展治理松散支部和刨先进

支部活动，牧区先进支部达到50个， 。三无支部"(无班子，

无制度，无活动)下降到5％。
。

1982年和1985年，青海省牧区团干部曾两次组团来呼盟牧

区考察。1983年团中央在桂林召开的基层工作会议上，团呼盟

委戗了关于牧区工作的典型发言。

1984年8月，团中央在呼盟召开了“全国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共青团工作座谈会彦。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克尤木·

巴吾东和全国11介省区的105名团干部参加了会议，并到呼盟

牧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

1984年10月14日，鄂温克旗毕鲁图嘎查团支部被团中央命

名为“全国红旗团支部"。1985年5月4日，新左旗白音诺尔

嘎查团支部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同年又被

团中央命名为‘‘全国优秀青年之家刀。一，．

呼盟建团40多年的历史证明，呼盟团的工作是在曲折的道

路上前进的。留给后人的启示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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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团的工作在80年代形成的口奋发进取，改革创新力的精神。
、 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团的体制和活动模式

等都受到了很大冲击，有人甚至提出口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
i 疑问。靠。奋发进取，改革创新黟的精神，呼盟团的工作把握

住了三次机遇，开拓了团的工作新局面l一是在农村牧区开始实

行生产责任制时，紧紧围绕农牧业生产开展活动，使农村牧区

．团的工作重新焕发了青春。二是在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

革全面展开后，呼盟企业各级团组织摆正了在企业中的位置，

做到了-有地位，有作为-。三是呼盟被国务院确定为经济体制

l 改革试验区以来，全盟各级团组织口以四化建设为中心活跃团

的工作秒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围绕试验区建设设计和开展

～活动，受到社会的赞誉。
。

共青团组织在呼盟发展壮大的历史是足以令人骄傲的。量

盟各族团员青年以豪迈的步伐，在呼伦贝尔大地上纵横了近半

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呼盟各族团员，已经、正在，而且将永 ·

远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热爱呼伦贝尔，建设呼伦贝尔，献身呼

伦贝尔一的宏伟事业。新一代的呼伦贝尔青年将用自己劳动的

汗水和英雄的业绩，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

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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