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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各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乌拉盖综

合开发区志》正式成书了。值此，向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祝贺，向各级评审人员和提

供资料的人员表示感谢!

乌拉盖地区资源富集、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历史重

大事件多次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发生，地区体制变迁甚为频繁，民族融合、共同

进步，经济、社会同步发展，至今仍是世界上原始生态保持最好的天然草原之一。

但是从古至今，因多方面条件所限，至今没有一部记载这里历史的资料和书籍，

实为一件憾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盛世修志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

视，成为百业振兴、政通人和的象征，开发区在建国五十周年、迈向二十一世纪之

际编纂地方志，对于认识地区过去、服务当今、开创未来，具有重要而久远的社会

意义。

志书历经宣传动员、建立机构、选调人员，拟定篇目、搜集资料，撰写、修改、

外调资料，初审、总纂、终审验收等步骤，经过两届编辑人员10个月的编修，全部

告成。编纂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志书横排纵写、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强烈

的成就感和历史责任感，发扬“开明、开放、开拓，敬业、创业、立业"的开发区精

神，在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广泛征求意见，不放过一丝线索和点滴资料，潜心

挖掘，探本求源，对各种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进行多方考证核实，精心

编纂、秉笔直书，做到了详实可靠、观点正确、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图文并茂、前

有所稽、生有所鉴、事有所考的志书要求。

《乌拉盖综合开发区志》虽已出版，但限于原始资料少、人员经验不足，仍有

遗漏、不足之处，诚望广大读者和专家给予指正，以便再版和后续之时修正。

中共乌拉盖综合开发区委员会书记

乌拉盖综合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l



凡例

凡 例

一、《乌拉盖综合开发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乌拉盖综合开

发区的历史与现状。

二、记述范围，现乌拉盖综合开发区辖域系原乌珠穆沁左翼旗、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第六师、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时期的区划主体。由于历史体制变更多，

为便于反映地区历史全貌，凡历史上属于原乌珠穆沁左翼旗、内蒙古生产建设兵

团第六师、乌拉盖农牧场管理局的人和事，本志分阶段一律予以记载，不局限于

现行管辖区，有的涉及到其它相关地区。志书中所用“地区弦非行政区划，仅指

1999年底乌拉盖综合开发区所辖区域。

三、志书取材本着详近略远、博古厚今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地

区特点，注重汲取有价值的资料入志。上限根据史料因事而异，力求追溯，下限到

1999年。

四、志书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五、志书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体裁，以文为主，辅以表格、图片。按照

横排竖写，。直书一、。实录一的体例编纂，设篇、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全志共

15篇54章198节386目273子目。篇前设概述、大事记，篇后设附录、编纂始

末、后记。

六、大事记、概述，纵横记述境内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和经济社会基本情

况。大事记记述以时间为序，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七、志书中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卒年先后为序；烈士名录，主

要收入1969年至1999年经民政部门认可的烈士；模范人物，收入经盟以上有关

部门评定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

八、志中所记地名、机构名称，除对史籍原文照抄外，主要以当时的建制称

谓，一律使用标准的读音用字。地名、机构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有

的用简称。

九、志书中数字表述按照国家《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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