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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舰ìffi 生产总值 2005

年达到 460011

万元十五"

期间年均增长

25.7% ;2010 年

预计增长

29.1% ，达到

1650000 万元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长城以北、内蒙古自治区

西部、贺兰山西麓有一片辽阔广袤 、神奇富饶的地

方，这里就是被世人称作"

成部分--阿拉善左旗。

位于阿拉善盟东部的阿拉善左旗，东北毗邻

人均生产总值

2005 年达到

31967 元十

五"期间年均

增长 24% ;2010 

年预计增长

24.9% ，达到

97059 元

阿
拉
善
左
旗
行
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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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 … 阿拉总左旗读本 …

强文明珩1.t:J看情阐 |巴彦掉尔市 、乌海市。 东接宁夏，南交甘肃，西连阿

拉善右旗，北邻蒙古国 。 全旗总面积 8 万多平方公

财政收入 2005 I 里，人口 15 万。

年达到 43238 I 阿拉善左旗曾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特别旗，
万元十五" I 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阿拉善大

期间年均增长|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古为雍州之域，春秋时

31.3% ;2010 年 l 属秦，始皇置北地郡，汉时属北地、武威、张掖三郡。

预计增长

29.8% ，达到

158000 万元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

2005 年达到

451672 万元;

2010 年预计增

长 22% ，达到

1220000 万元

司回国 2



… 町拉总左旗读本 … 什 ，

有诗为证贺兰山下古家稠，高低有如浮水?区; I 战唱阳也嘻斟展

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日王与侯" 。

"阿拉善"地名的由来普遍被认为是贺兰山| 社会消费品
的音转。 《圣武记 》中载贺兰山厄鲁特者，俗语 | 零售总额
称阿拉山蒙古也。 阿拉山即贺兰山 ，亦说阿拉善 I 2005 年达到
山，皆语音之转" 。 还有人认为阿拉善是"阿喇 I 106701 万元;

山" (也作阿拉山)的谐音。 但最初的"向喇山" I 2010 年预计
增长 22% ，达

到 288000 万

元

城镇化率

2005 年达到

62.5% ;2010 

年预计达到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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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版揭例 | 并不是指现在的贺兰山，而是时|北部的"龙头
山" 。 和硕特蒙古在定居阿拉善之前，曾向清庭请

城镇居民人均 | 求"率所部，居龙头山之地" 0 ~清圣祖实录 》 中也
可支配收入 | 认为阿拉善是"龙头山"的谐音。 "阿拉善"这一
2005 年达到 l 地名多在康熙年间出现。

8889 万元十 | 明末的蒙古分裂整合成四个拥众部落，即:额
五"期间年均

增长 1 1.5%

2010 年预计增

长 15.4% ，达到

18192 万元

人口自然增长

率 2005 年

达到 4.26%0 ; 

2010 年预计

控制到 6. 95%。

以内

国国1国1 4 

一王 二王

鲁特、土尔雇特、杜尔伯特与和硕特蒙古，历史上

统称为卫拉特蒙古。 阿拉善左旗属于和硕特部。 和

硕特部原居新疆，首领叫顾实汗。 他是元太祖兄弟

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 最早的时候，和硕特蒙古驻

三王 四王



… 町拉总在~快本 …

牧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一 同事制蝉掬

带。 明崇祯十年( 1637 年) ，和硕特部落领主鲁拜

玻(号顾实汗)率领大部分属民离开了乌斯季卡 ! 农牧民人均纯
缅诺戈尔斯克一带移牧青海。 I 收入 2005 年

到了清初 ，顾实汗之孙分别统治着青海 、西藏 | 达到 3532 万
以及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 I 元"十五"期

五王 六王

康熙十六年( 1677 年) ， 和硕特首领顾实汗之

孙和罗理到北京向大清奏请归顺。 康熙皇帝将和

罗理部按四十九旗之例，编置佐领，册封和罗理为

"多罗贝勒 授扎萨克印，正式设置阿拉善和硕

七王 八王

间年均增长

7.6% ;2010 年

预计增长

16% ，达到

7418 万元

2006 年南寺被

评为全区十大

历史名胜景区，

月亮湖入围国

家首批 5A 级景

区t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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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义母叫奕)'1-1::)着战l展

人口 2005 年

达到 13朔骂人，

"十五"期间年

均增长 0.8% ; 

2010 年预计增

长 4%，控制到

170000 人以内

Z1国1国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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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旗。 该旗"自为一部，不设盟属独立旗，直属

理藩院。 这在大清一朝极为罕见。

归顺大清后，和罗理的子孙们多次受清廷调

遣东征西伐，卓有战功。 雍正元年，和罗理之子阿

宝奉清之命率部平息青海之乱，雍正帝晋封阿宝

为"多罗郡王" 。 阿宝之子罗布桑道尔吉在清乾隆

九王 十五

年间又多次随清调遣，平息反清叛乱，建树丰功，被

招为驷马，晋爵和硕亲王。

阿拉善旗亲王共历 10 代。 末代王爷达理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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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位拥护共产党的著名爱国人士，解放后曾| 时即何做属

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49 年 9 月 23 日，对于古老的阿拉善来讲是

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 阿拉善末代王爷达理扎雅 l 森林覆盖率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9 兵团司令杨得志将军发 I 2005 年达到

出函信，郑重宣布 :跟着共产党走 ! 阿拉善从这天 I 5 .42% ; 2010 年

起翻开了历史新篇章。 I 预 计 增长 到

据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 》 和 《邓小平在 8%

内 蒙 古 -→ ι 参加革
的历史 J ~他 J 乙 、 :f川 命。 他
足迹》等 恤，，••• w ~ 二 从库仑
诸多文 -.圄血11 . 今乌
献资料 ，- 町弓T ' 兰 巴

记载 : 怯毛毛疆恤~. 托)人
1926 年 比寄:白境，曾

秋，邓小 院与 147黯沮~';I 路过巴
平同志 同 t - ptf〉熏疆~寸彦浩

受党派 沟 \Jii凝锺~ ! 特。 38
遣从苏 恤〉;: :;描画…….' 年后的

…~'.'. .'J.Ic且~~JJlII""""IIII"
联回国 1964 

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总书记的邓小平同

志，在彭真、乌兰夫等同志的陪同下，亲临内蒙古

进行工作视察。 4 月 9 日下午，小平同志在昕取关

于吉兰泰和雅布赖湖盐开发等情况汇报之后 ， 问

到有个定远营现在叫什么? "巴图巴根等同志

回答到现在改称‘巴彦浩特， " 。 小平同志饱含

深情地说 "20 年代，我从苏联回国 ，经过蒙古，到

过定远营，啊呀，那可是个好地方 ! 到了一个了不

起的城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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