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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跨人21世纪之际，《乌达区志》作为乌达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终

于付梓出版了。这是乌达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项大工程。对于这部志书的出版问世，表示诚挚的祝贺。

乌达地区是贺兰山麓、黄河岸畔的一块宝地。历史上曾是中国北方少数民

族活动的地方。秦、汉时为匈奴游牧地。三国时为西部鲜卑所据。延至清康熙

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包括河套以西地区在内的阿拉善建立旗制，乌达地区为

阿拉善和硕特旗所辖，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56年，乌达地区先后隶

属于宁夏省和甘肃省o 1956年4月，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乌

达遂隶属于巴彦淖尔盟阿拉善旗，1958年11月，经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批准，正式

建立阿拉善旗乌达镇。翌年11月，改称巴彦淖尔盟乌达镇，从阿拉善旗析出。

1961年撤销乌达镇建立乌达市o 1976年乌达市和海勃湾市组建为乌海市，乌达

成为乌海市辖区之一。追溯历史，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建设者，有责任将乌达地

区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乌达地区开发建设的艰难历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

变化、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下来，

尤其是要把乌达各族人民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建立的卓越功勋载入史

册，垂范后世。

《乌达区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存真求实”的方针。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人物以及风土民情等各个方面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以翔实的资料

真实地反映了乌达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并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

料，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确保了“一方之全史”的价值作用。因此《乌达区

志》的问世，为乌达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了科学的、及时的、高效的咨询服

务，它必将激励乌达区各族人民发扬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高

昂的热情建设乌达，推动乌达区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为

乌达区“走进前列”做出贡献。

《乌达区志》编纂工作于1999年下半年全面展开，参与撰写和编辑的近百名

心



工作人员通力协作、精心著述、认真编修。他们为了能够达到真实客观地反映乌

达地区历史发展的目的，克服各种难题，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原始资料比

较匮乏的情况下，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调查、搜集和整理，其秉笔之苦、P94；,之

劳，当与志书共荣。

志成之际，我们真心感谢各部门、各单位的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感谢全体编

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编著；感谢上级部门和友邻地区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

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

中共乌达区委书记 宅趁缸
乌达区人民政府区长 斩嵋

2000年10月30日



凡 例

一、《乌达区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了乌达区自然、社会的历史和

现状，反映了区情，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坚持“存真求实、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过”和详今略古的原则，对历史

问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予以正确客观地叙述和公正的评价，恰如其分地记

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使其真正成为具有权威性、文献性

的著述。

三、《乌达区志》为通志，上限据实追溯，下限为嘞年底，个别章节根据需要有
适当延伸。篇目设置根据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原则，横丰tlEt-／类，纵述史实；以文

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设篇、章、节、目四个层次。除概述、大事记外，分设加

篇。志文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寓观点于叙事之中。

四、志书中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旧纪年，加注公元年号，此后

一律用公元纪年。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单位颁布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各时期政权，按一般习惯称呼，如“明”、

“清”等；地理名称、机构及官职称谓，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称谓和记述，并加注今

名。

五、志书中所用数据原则上以区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统计部门不详的，采

用各部门经核实的数字。表述数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均依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六、入志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人物篇中设置了烈士传略、英模人

名录、高级职称人名录、副县以上和驻区大型企业领导人名录。烈士传略记录了

曾经在乌达工作，有较大影响并在乌达牺牲的烈士的事迹。英模人名录仅以国

家各部(委)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为限。高级职

称人名录收入取得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副县以上和驻区大型企业领

导人名录收入了乌达建镇以来至2000年底乌达区副县以上领导和驻区大型企

业领导。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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