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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员会书记 刘永杰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族长 孟志毅

中华盛世，喜事连台。刚刚欢庆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香港回归祖国、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三大喜事的莫力达瓦各族人民，又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成立四十周年。全旗各族人民以自己创就的各

项事业的丰硕成果奉献旗庆大典，<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志>(简称<莫旗志>)

出版面世，就是硕果之一。 ，

<莫旗志>的出版发行，是莫旗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为莫旗丰富的文化

宝库又添一瑰宝，必将为自治旗的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美丽富饶的莫力达瓦，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勤劳勇敢的

达斡尔等各族人民自三百多年前就生活、成长在这里，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劳

动，开发、建设这块沃土，使其成为祖国大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莫旗达斡尔等各族人民历经艰辛，饱尝磨难。清代，猎牧

农耕，岁贡貂皮，连年征战，生产、生活原始落后，人丁日减。民国初年，达斡尔、汉

等各族人民垦荒辟地，兴农举牧，但因社会制度黑暗，阶级、民族压迫日甚，加之苛

捐杂税、天灾人祸，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社会发展步履艰难。东北沦陷时期，残酷的

法西斯统治和掠夺，使莫旗各族人民饥寒交迫，各业生产、各项事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下，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以支援抗联等各种方式为

抗日救国、祖国光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应有的贡献。

民主革命时期，莫旗达斡尔等各族人民较早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等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于．，夕彳6年建立人民政权，翻身解

放。J『9彳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金色灿烂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于』"8年8月．『J日成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莫旗各族人民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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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振奋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经济”为己任，以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

完成“两大历史任务”、提高两个文明水平、建设农业强旗、“走进前列”为目标，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抢抓

机遇、稳中求进，团结一心、锐意进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自治旗的各项生产突

飞猛进，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古老的莫力达瓦大地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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