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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青河县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人民

政府的带领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经过48年的努力，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初步

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目前。青河县已进入了一个从

未有过的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历史

新时期。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我们编写

了<中国共产党青河县历史大事记>。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全貌。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精神，力求全面、准确、客观地记叙中共青河县委在

领导各族干部群众贯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路线、方

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

就以及经验和教训。力求较系统地反映青河县委在新时

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所走过的历程

和取得的成就。记叙中以党的活动为中心，突出了党在

牧区工作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青河县历史大事记>上限为1949年10

月，下限为1997年9月。本书采取编年体为主。编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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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10一19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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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3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前，青河县属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政

府辖区。9月25日和26日，原国民党新疆省警备司令陶

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新疆和平

解放。是时，青河县因乌斯满·斯拉木背叛革命，倒向国

民党，绝大部分居民被裹胁出境，境内仅有10余户居民。

1950年

3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团进驻承

化(今阿勒泰市)。

3月21日 阿山(今阿勒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简称“专署”)根据新疆省人民政府下达的编制任命各县

政府负责人。青河县因居民大都外流，没有任命县负责

人，暂由富蕴县代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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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事记

1951年

2月 叛匪乌斯满·斯拉木在甘肃省敦煌县被俘。

10月，股匪谢尔德曼、胡尔曼拜返回奇台、孚远(今吉木

萨尔)，后又窜入青河县。经新疆军区剿匪部队清剿，股

匪残部又逃向奇台、孚远一带。

3月 青河县人民政府成立，下设秘书室、公安局、

民政科、畜牧科、财政局等5个办事机构。

同月 上级任命拉提甫·木斯塔帕为青河县解放后

第一任县长。拉提甫·木斯塔帕原为国民党阿山区副专

员，和平解放后，他与乌斯满·斯拉木决裂并带领本部落

居民返回青河县。是年10月，拉提甫·木斯塔帕调任新

疆省政协委员。

9‘月 组建青河县公安中队，阿哈提和蒋芳友分别

担任队长和指导员。

本年青河县流散外地的居民陆续返回家园。

同年 青河县哈萨克族小学成立，定名为青河县哈

萨克族初级小学。有教室8间，教职工28名，在校学生

300名。

年末全县总人口7 344人，有哈萨克、汉、维吾尔、

蒙古、回、塔塔尔、俄罗斯等7个民族，其中哈萨克族7

105人，汉族8人，其他民族2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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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2月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七师二十一团三

营进驻青河县，维护地方治安，开展生产运动。

3月8日t青河县妇女首次集会庆祝“三八”妇女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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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阿山军分区组成3个骑兵支队在青河县及其

附近追剿残匪谢尔德曼、胡尔曼拜部。自9月中旬，经过

大小30多次战斗，彻底平息了叛乱，共毙伤残匪223人。

投诚132人，解救牧工1 759人，缴获各种枪支61支，牧

畜数以万计。二十一团副团长王金玉在战斗中牺牲o

7月 中共阿山地委任命青河县公安局长派孜热合

曼·巴依朱马(苏侨)为青河县副县长(1954年3月任县

长，1955年9月回国)o
4。

8月1日 青河县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成立25周年。
’

10月 中共阿山地委决定，由部队转业干部郜永恒

率领转业军人和西北土改大队队员13人进驻青河县开

展工作，筹备成立中共青河县委。

同月 青河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机关支部成立。支

部由郜永恒、刘德元、高鸿群等9名党员组成，孙恒利任

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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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共产党青河县历史大事记

11月14日 中共青河县委员会成立，受中共阿山

地委领导。中共新疆分局批准郜永恒任中共青河县委书

记。县委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在青河县委成立

以前，青河县党的工作由中共富蕴县委代管。

11月 青河县人民卫生院成立，设门诊部，没有病

床，有职工3人，哈勒木·哈什任院长。

12月9日 中共阿山地委组织部通知，原承化县委

组织部长李杰任中共青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2月 为贯彻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精神，青河

县召开第一次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宣传党在牧区的“人畜

两旺，自由放牧，增畜保畜，对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

实行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从而打消了富牧和牧主怕分

怕斗的顾虑。生产步入正常。此前一段时间内，部分富裕

牧民尤其是牧主怕分怕斗，采取软抗的办法，不给母畜配

种，致使怀胎率下降。

同月 平息谢尔德曼、胡尔曼拜叛乱后，社会日趋安

定，解放前流散奇台、木垒、巴里坤、阜康等地的青河县牧

民纷纷返回青河。

1953年

3月13日 新疆省防疫医疗队阿山组抵达青河县

免费为牧民治病、种痘，并在牧区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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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5 000万元

300把，铁锨63

播种小麦69．71

．公顷，大麦12．65公顷，燕麦0．87公顷，玉米0．4公顷，塔

尔米4．97公顷，豌豆1．47公顷，谷子0．44公顷。截至6

月底，全县共有耕地94．72公顷。
． 6月30日 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河县总人

口7 649人，其中哈萨克族7 4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6．

74％；其他民族24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26％。

7月 地委决定成立青河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

刘德元(组织部副部长)、王贵清(宣传部副部长)、谢跃明

(公安局副局长)等3人组成，刘德元兼任书记。
， 同月 阿山地委决定：增补刘德元、王贵清、谢跃明

为中共青河县委委员。

8月28日--9月30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和阿山专

员公署派出牧区慰问团，来青河县对广大农牧民进行慰

问和生产救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党在牧区“对牧

主不分不斗”、“牧工牧主两利”的经济政策。到年底，各

类牲畜总头数由解放初期的2 200头(只)发展到67 024

头(只)，粮食总产达77．2万公斤。

10月 根据阿山地委部署，青河县进行民主协商建

政工作。由于青河县牧民大部分刚从外地迁回，生产正

在恢复，居民点尚未形成。无法进行普选。本着慎重稳进

的方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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