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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共产党额敏县历史大事记》(1949年lo月～1992

年10月)即将问世，这是值得全县各族人民为之庆贺的大

喜事。

《中圜共产党额敏县历史大事记》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真实、具体地记述了中国共产

党在额敏县的成立、发展及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里程；反映了中共额敏县委

成立42年来正确贸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战略任务的概况；总结．『党在：边境地区

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无沦革

命和建设，道路都是曲折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才能取得胜利和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得失、察未

来。我们深信，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会从《cff围共产

党额敏县历史大事记》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更好地了解和学

习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振兴额敏，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愿《中国共产党额敏县历史大事记》能为我县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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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应

有的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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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6年10月"---1966年4月)





1 956年

11月20日 额敏县普选工作开始。中共额敏县委

成立了额敏县普选委员会，训练了50名普选干部，深入

城镇、农村、牧区，组织各族人民学习普选法和人口登记

办法，在此基础上，各乡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出席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48人。

12月5日 额敏县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

中共额敏县委、县人委针对额敏县牧区既有半封建半资

本主义性质的牧主经济，又有个体劳动的牧民经济的实

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对牧主经济的改造实行公私合营，

建立公私合营牧场；对个体牧民经济的改造则通过走合

作化道路的办法，逐步把牧主经济与个体牧民经济改造

成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方针。同时派出由

12个人组成的牧改工作队，深入牧区，分两批建立5个

公私合营牧场和5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入场入社的牧

主、牧民共计362户，占牧区总户数的70％，牲畜56 404

头(只)，占全县1956年牲畜总数的13％。牧改工作于

1957年3月上旬结束，历时3个月。

12月27日 中共额敏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关于创办县报的意见”，决定创办《额敏县报》。并成
立了由7人组成的县报编委会，司马义·克里木任主

任，武吉茂任副主任。《额敏县报》于1957年元月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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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中共额敏县委决定，恢复额敏县人民委员

会党组。代理县长吐尔逊·坎尔甫江任书记(兼)。

同月 额敏县兵役局成立，吐尔逊拜任局长。

1 957年

2月21日"--27日 中共额敏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及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结合

额敏实际，总结了1956年的工作，研究制订了1957年

的农牧业生产计划，讨论了保证计划实旌的方法、措施。

3月28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高明才任中共额敏

县委第一副书记，在陈文华学习期间，代理书记主持县

委工作。

4月5日 中共额敏县委向全县各族人民发出《大

力开展劳动竞赛》的通知，同时成立了由11入组成的

“额敏县丰收竞赛评议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爱

国增产的劳动竞赛。

4月25日 额敏县牧区遭受特大风雪灾害，中共

额敏县委、县人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抗灾保畜工作，并

抽调59名县、区、乡干部，深入灾区，领导牧民抗灾自

救。

6月10日～11日 中共额敏县委针对农村、牧区

出现的借条教之名，大搞迷信活动的问题，召开额敏县

宗教人士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阿訇、毛拉、喇嘛共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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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坚持宗教不能干涉国

家事务、不能违犯法令的原则，启发他们发表意见，引导

他们分析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什么是迷信活动，从

而使他们提高认识，自觉地在宗教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

展宗教活动。

6月11日 由11人组成的中国教育工会额敏县

筹备委员会成立。吴守德任主席，阿哈孜巴赫任副主席。

6月21日～29日 中共额敏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塔城地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会同志根据毛主席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办法，结合额敏的实际

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县委领导同志在工作

作风、思想作风方面提出批评意见。这次会议为各级党

组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树立了榜样，也为即将开展

的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7月24日 中共额敏县委根据中共中央4月27

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成立以高明才为组长

的“额敏县五人整风领导小组”，在全体党员中(后发展

成为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

义、官僚主义及地方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学

习整风文件，提高认识；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整改

这三个阶段，于1985年91月15日结束，历时14个月。

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有11位同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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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错划为“右派分子”，4位同志被错划为地方民族主义

分子。他们先后于1961年和1978年得到彻底平反。

11月9日"-'16日 中国共产党额敏县一届二次代

表大会在县人民俱乐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9

名，列席代表42名。与会代表听取并讨论了县委代理书

记高明才传达中央／＼届三中全会和塔城地委扩大会议

精神；学习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代表们一

致表示，拥护并坚决执行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研究了在

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及整

党、整团等项工作。

11月22日 额敏县监察委员会为严肃党的纪律，

处分了14名违反党纪的党员。其中，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的2人，警告的3人，撤销党内职务的1人，留党察看的

1人，批评教育免于处分的7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

1．8％。

11月26日 中共额敏县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

决定在全县农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派出由

230人组成的社教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区，宣传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引导农牧民围绕“合作化好，

还是单干好”这一关系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开展大

鸣、大放、大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批判了有严重资本主

义思想的富裕中农77人，斗争了有破坏活动的地、富、

反、坏分子43人，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巩固了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据统计，已退社又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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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社的47人，吸收单干入社的232人，入社农户由

94％提高到99．83％；入社牧民由234户增加到269

户，占牧民总户数317户的85％；入场牧主64户，占牧

主总户数67户的95％。农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

1958年1月结束，历时64天。

年内 中共额敏县委设立财贸部。

△额敏县人民委员会设立交通科。

1 958年

1月15日 中共额敏县委根据自治区第五次肃反

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对前几批肃反工作进行全面复查。

肃反复查工作在学习文件、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

上，贯彻落实纠右查漏的方针，先后复查肃反对象29

名，其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1人，坏分子12人，一般政

治历史问题的4人，尚不能定案的2人。肃反复查工作

于11月17日结束，历时10个月。

2月10日～11日 中共额敏县委召开各区备耕情

况检查会。会议检查了各区备耕、积肥、兴修水利等项工

作的进展情况，并结合备耕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讨论了

解决的办法，同时抽调8名科部长级干部及技术人员，

奔赴各区乡协助搞好备耕工作。

2月24日～3月6日匍i敏县四级干部会议在县

人民俱乐部召开。160名县、区、乡社的干部出席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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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传达了塔城专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总结了

1957年农牧林等各项工作，肯定了成绩，找出了差距。

会议采取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的形式，批判了在兴修水

利、积运肥料等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在此基础上研究

制订了1958年农、牧、林业生产计划指标，并讨论了实

现计划指标的方法、措施。

3月8臼 中共额敏县委为改变工作作风，克服官

僚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决定将县委办公室搬到

重点乡——新光社，以利领导生产。同时抽调科部长级

以上的干部36人，下放农村参加劳动，领导生产。

同日 中共额敏县委决定成立“生产办公室”和“除

四害领导小组”。

3月18日 中共额敏县委批转塔城专区公安处处

长折德选在额敏县蒙古自治区二道桥子乡帮助幸福队

制定“三包”制中的几点体会。并要求各区、乡、社召开生

产队长会议，学习讨论制订“三包”计划。自此，额敏县广

大农村开始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改进了

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

性。

3月24日～25日 中共额敏县委为解决农忙季节

因“封斋"出勤少、效率低的问题，召开了由21名政协委

员和宗教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分析了额敏县

1958年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形势，讲明了召开这次座谈

会的目的，号召宗教界人士为额敏的农牧业生产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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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力。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响应党的号召，一切服从于劳

动生产，较好地解决了因“封斋”出勤少的问题。

5月15日"--'20日 额敏县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在

县城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64人，其中妇女代表

10人。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长阿布拉哈孜作的题

为《关于额敏县1957年各项工作总结及1958年各项生

产指标和今年应完成的几项重要工作的报告》、县财政

副科长拜沙台作的《关于1958年财政预算的报告》、县

人民法院阿合买提作的《关于1957年法院工作总结的

报告》。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由21名

委员组成的额敏县第二届人民委员会，阿布拉哈孜当选

为县长，陈森林、吐尔逊·坎尔甫江、吾图那生·吉仁

太、木哈买提哈力·阔克赛根当选为副县长；巴音吉尔

根当选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哈米提汉当选为县人民

法院院长。

6月26日 中共额敏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联合发

出了关于做好夏收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党委书记亲自

挂帅，深入生产第一线，领导夏收工作，妥善安排和解决

时间紧，劳、畜力不足等问题，确保夏收工作顺利进行。

6月29日 中共额敏县委根据中共／L大二次会议

精神和地委的指示，研究安排了宣传贯彻“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工作；确定

额敏县发展地方工业项目由原计划的60项增加到20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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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精简机构紧缩编制工作在县直各机关单位

展开。县委、县人委先后将10个单位精简为3个。撤销

农牧站、林业站，成立农牧林业工作站；撤销贸易、百货、

食品、畜产、供销社、工商科，成立商业局；撤销税务局、

财政科，成立财政局。减少编制59名。同时在党群政法

系统中缩减行政编制24名，共计83名。

7月19日下午8时"--'29日下午额敏县额玛勒郭

楞蒙古自治区和平社和满汉营区胜利一社、三社、六社

先后遭受冰雹袭击，冰雹大如雀蛋，厚过马蹄，使四个社

4 149亩农作物遭灾。其中和平社受灾面积为1 700亩，

胜利一社受灾面积约为430亩，胜利三社受灾面积为1

035亩，胜利六社受灾面积约为984亩。面对冰雹灾害，

中共额敏县委立即派出慰问团，慰问灾区人民，鼓励社

员生产自救，作好其它作物的田间管理，并帮助社员解

决生活中的困难，作好夏收工作。

8月13日～16日 额敏县四级干部会议在县人民

俱乐部召开。292名县、区、乡、社(包括手工业社)的干

部出席了会议。县委代理书记高明才传达了地委扩大会

议精神，与会同志结合额敏农、牧、林、工业生产情况座

谈讨论，一致表示：要以冲天的干劲和忘我的劳动完成

农牧业生产任务。大搞地方工业，做好各项工作。

8月30日 中共额敏县委决定增补陈森林、陈永

炳、马立克为人委党组成员。陈森林任书记，吐尔逊·坎

尔甫江任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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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11日 中共额敏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

“关于立即开展办人民公社的通知”，召开县委常委紧急

会议，研究大办人民公社的问题。会议决定，于9月底在

全县原有48个农业社和5个牧业社的基础上合并成立

12个人民公社，同时要在5天内实现“三化”(即：组织

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提出“苦战20天，实

现公社化"的战斗口号。

9月15日～10月15日 中共额敏县委、县人民委

员会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发动全县各族人民办起了12个人民公社，规模最大的

1 000户，最少的200户，一般有600"--'700户。参加人民

公社的农民达6 938户，占全县总农户7 103户的

98％。至此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成立集体

食堂290个，就餐农牧民达22 298人；办托儿所354

个，入托儿童达3 049人；办缝纫社49个，拥有缝纫机

183架。基本实现了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

化。在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

有制的界限，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各种形式的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也随之而来。给全县农牧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的损害。

是月 中共额敏县委为了响应党的“全党全民为生

产1 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发动了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县委代理书记高明才亲自挂帅，

抽调2／3的领导干部，组织了5 300余名群众采用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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