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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志》是我旗历史上第一部旗志，她的付梓问世，是时

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各族人民多年来的夙愿。这部志书

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扎赉特旗的地理、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以及人物等作了真实记载。她对于了

解扎赉特旗的过去，珍惜今天，展望未来；对于昭示当代，启迪后代，

是一部极好的参考材料和乡土教材。并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扎赉特旗自清J顿治五年(1648年)建置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三百多年来，勤劳、勇敢、纯朴的扎旗蒙汉各族人民，为追求政治上

的光明，经济上的富庶，文化上的进步，前赴后继，英勇抗争。无论

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剥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解放

后的土地改革、民主革命等各项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春风给扎旗城乡建设注入

了生机和活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全旗上下呈现一派政通人和，五

业兴旺，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扎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总面积1 1 155平方公里，．境内有海

拔500米以上山峰190多座，有大小河流74条，绰尔河为众河之首，

她从旗北部入境，象一条玉带，横贯全旗，注入嫩江。沿河两岸有辽

阔的草场，肥壮的牛羊，丰腴的土地，茂密的森林，富饶的矿藏。总

之，扎赉特旗确系物华天宝，．不愧为内蒙古草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扎赉特旗志》共设7编计60余万言，是一项浩繁的文字工程，

纂稿者七经寒暑，辛勤笔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八定篇目，数易其稿，对他们的辛勤劳作，全旗人民是不会忘记

的。同时，《扎赉特旗志》的出版问世，也是与上级领导的关怀，有

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专家学者的斧正分不开的，在此表示深深的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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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扎赉特旗志》的编

辑出版，对鉴往知来，兴利除弊，势必起到她应有的作用，并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其“资政、教化、存史，，：的诈
用。

中国共产党扎赉特旗委员会 书 记 柳春天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旗 长 陈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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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赉特旗志》是我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旗志。她经七载寒暑，几

次编摩数易，现在出版问世了。这是我旗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扎赉特旗是一方山川秀丽，物产丰富，人才辈出的宝地。在数千

年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自1648年设置以来，勤劳勇敢的

各族人民，为追求政治上的光明，经济上的富庶，文化上的进步，·

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用鲜血和汗水谱写了壮丽篇章。直到1947年5

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扎旗各族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全旗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

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对此，本旗志均作了翔实的书录。虽

然记述的都是历史，然而，历史给人们留下的借鉴和启迪是不能忘怀

的。

《扎赉特旗志》60多万字，它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

代的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前人修志精华和

外地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

法，较系统地记载了我旗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反映了事业的盛

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这些都可彰往昭来，使“前有所稽，后有

所鉴力。

《扎赉特旗志》通过对本旗区域、沿革、山川、气候、灾异、人

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科技、风俗、方言等方

面的记载，为当代和后人掌握我旗的实情，鉴古察今，留下了一份珍

贵的资料。通过对仁人志士、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记述，书往

日之人和事，激千秋之爱和憎，不失为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本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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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写作朴实、严谨、科学，这不但使

我旗诸多文献得以保存，而且亦可“补史之缺、参史之略、续史之

无”。因此，它具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帮

编修旗志是一项较艰巨的系统工程，非合众之力难以成功。在编

修旗志的过程中，旗委、旗政府切实加强了领导，有关负责同志给予

了应有的关注。旗志办公室和各部门修志工作的同志们，把强烈的事

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无声地灌输到了编纂之中。这部志书，是他们付

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的结晶，其苦心劳作当与本书共荣。对他们来

说，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在本书编修工作中，还得到了自

治区、盟地方志办公室的热心指导，各方专家、学者、同仁和热心人

士也给予了难能可贵的支持。借本书出版之际，特向所有为《扎赉特

旗志》编纂、出版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崭新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造成资

料短缺，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疏纰差错难免，恳请读

者指正。

鬈纂篇麓篓磊萎兰蓑刘云生扎赉特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一～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客观地记述扎赉特旗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上限起自扎赉特旗建置(1648年)之时，部分史事追溯到事

物的发端，下限至1985年底。

三采用篇、章、节、目4个层次，设地理、经济、政治、军事、
文化、民情民俗、人物7篇、52章、。245节。篇首设概述、大事记、

篇末设附录。 ·

四．体裁有述、志、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图表随文。

五文体用语体文，记述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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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系事。
六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用通称，如“清"、“中华

民国"等，历史纪年以当时通用年号，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地理

名称及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等，均用当时的习惯称呼。

七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情况，分散在《大事记》和有关篇章。
八数据以旗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缺者用有关单位提供的

数字。

九新旧社会的时间界限，1947年10’月1日扎赉特旗政府成立

前(后)称“解放前(后)"；1949年1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称“建国后力。 ，

’

十人物志分简介、表、传三部分。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

大作用的本籍人为主。
’

十一入志资料，来源于旗档案馆和各地档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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