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b
J也、

()(J刊{“

内
酋
豕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嘻≯己I，L专

谚，t、～

一

～

]～r一蹬口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磴口县志／磴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7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丛书)

ISBN 7—204一04330—8

I．磴⋯I．磴⋯1．地方志一内蒙古一磴口县IV．K29 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1124号

磴口县志

磴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 内蒙古地矿局地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印张：39字数：740千插页：14

1998年8月第一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204—04330—8／K·309

定价：全民昊：。2。8．．oooo元，芙兀 100． 兀



磴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李茂县 长

副主任秦利元副 县 长

周培荣地志办主任

编委徐生贵政府办主任

王英计经贸局局长

张贵生统计局局长

王希平财政局局长

顾问赵忠贤

宋庆龙



主

编

《磴口县志》编纂人员

编周培荣

辑 周培荣

宋庆龙

徐 云

史俊清

丁银喜

张铀裂

王华记

摄 影周培荣

目录英文翻译马树军

《凡例》、《概述》、《大事记》、《党政》、

《文化科技》、《卫生》、《人物》、《附

录》、《编后记》 ．

《农业》、《林业》、《畜牧》

《建制》、《自然地理》、《人口民族》、《水

利》、《方言、谚语、歇后语》

《交通邮电》、《工业》、《粮油》

《教育体育》、《军事》、《城乡建设》、《风

俗》、《人民生活》

《财政金融》、《宗教》、《工商税务》

《民政劳动人事》、《政法》、《商业》

王维荣

张蓉

磴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周培荣

工作人员徐云、李文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磴口县志》编纂人员

编周培荣

辑 周培荣

宋庆龙

徐 云

史俊清

丁银喜

张铀裂

王华记

摄 影周培荣

目录英文翻译马树军

《凡例》、《概述》、《大事记》、《党政》、

《文化科技》、《卫生》、《人物》、《附

录》、《编后记》 ．

《农业》、《林业》、《畜牧》

《建制》、《自然地理》、《人口民族》、《水

利》、《方言、谚语、歇后语》

《交通邮电》、《工业》、《粮油》

《教育体育》、《军事》、《城乡建设》、《风

俗》、《人民生活》

《财政金融》、《宗教》、《工商税务》

《民政劳动人事》、《政法》、《商业》

王维荣

张蓉

磴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周培荣

工作人员徐云、李文清



序

《磴口县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与重视，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县直各部门的通力合作，表示感谢。

志书历时十余载，数易其稿，搁笔告罄，出版问世了，这是磴口县

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能完成这样一项宏大而浩繁的文化工程，值

得欣慰。特别是编纂一部边疆民族地区志书，资料贫乏，困难更多。尽

管如此，她今天摆在了我们的案头，实在是可喜可贺。

纵观志书，磴口县就像镶嵌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一颗宝石。这里

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美丽的山川河流，富饶的绿色平原，为她装点丰

姿。

早在2000多年前，磴口地区为汉代朔方郡所辖，一度曾是“牛马

布野，人民炽盛”的繁庶垦区。后因黄河改道，自然变迁，樵采过度，富

庶之地变为茫茫大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磴口地区人口不足

2万，远不及汉代之多。

1949年，磴口县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艰

苦奋斗，改天换地，营造起154公里防沙林带，锁住黄龙，获得林茂粮

丰的巨大成就，因此，1958年受到国务院嘉奖。磴口人民用勤劳的双

手和聪明才智建设家园，使磴口大地面貌日新，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

的英雄模范人物。

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真实地记

录前人及我们走过的艰难历程，编写一部县志，是磴口人民的夙愿，

也是我们当政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县志详今略古，观点正确，方法得当，横排百科，纵述始末，繁亦

不赘，简而无漏，资料裁剪得体；溯源往古，重墨当代，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民族风情，山川地貌，尽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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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是全面反映磴口古往今来的文献，能起到“资政、教化、存

史”的作用，能为经济战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可启迪后人热爱家乡，

建设磴口。正如前人所说：“郡县之有志，犹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

“发幽潜之光，垂久远之鉴，非志之不可。”一部志书做到“事绝矫饰，

文尽可信，’’难能可贵。它将为后人留下璀璨辉煌的丰富文化遗产和

浩瀚的生活画面。

磴口县土地广袤，矿产丰富，资源充足，大自然为发展磴口县的

农林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磴口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各项事业如

日中天，取得长足发展。1996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66 343万元，财

政收入3 272．2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供支配收入3 050元，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1 805元。

今天编写一部县志，上不愧对先祖，下可造福子孙，又可惠及今

人。盛世修民，乱世修城，我们幸逢神州腾飞，中华振兴，抓住了修志

的大好机遇。

历来修志艰难，非界外人士所悉，县志办的同志们辛勤笔耕，寒

窗之苦，秉笔之劳，倾注汗水和心血，当与志书共荣。

中共磴口县委书记

一人⋯县长寥 髟疋J酗眨文



凡． 例

一、县志为贯通古今的通志，其上限力溯往古，下限至1987年，

个别章节内容根据需要延续，取事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

为原则，着重记述当代历史及其现状。

二、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服务。

三、篇目设置，遵循先自然后社会，先上层建筑后经济基础的顺

序，横排门类、以类为编，编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篇首设概述、大

事记，篇末设附录及后记。

四、采用现代语体文表述，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

志为主。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

末体。

五、县志记述的单位名称，第一次使用全称，而后用简称，如：“内

蒙古自治区”称“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称“巴盟"。

六、县志纪年，1949年前，采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年号，1 949年

后，用公元纪年。“××年代”均为20世纪××年代。“新中国成立

前”、“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指1949年10月1 El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

七、县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均以当时建置区域为限。记述的地理

名称，均依当地的习惯称谓加注今地名。

八、县志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资料，统计资料没有的采

用部门的有关数据。

九、县志记述的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采用当时的计量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一般采用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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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县志收入的立传人物，不分本籍客籍，以其对本地社会发展

有较大推动作用者或有阻碍作用者为对象，以卒年先后为序。《英模

录》收入省部级命名的英雄模范人物。《烈士英名录》收入本籍和牺牲

在本地区的外籍人。

十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分不

宜合的原则。不专列章、节，在书中分散记述。
”

十二、县志所使用的各类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凡须解释的事

宜，均用脚注或夹注。

十三、县志使用的地图。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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