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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张秀成

，是中外诸多探险家、考古学家纷至沓来的地

班-吐鲁木的故乡。自然景观独特，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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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布局。新的农业栽培技术和种植模式已被广大农牧民接受，反季节蔬菜、瓜果

正形成一种新兴的产业链。大力发展生态效益良好经济效益显著的人工大芸种

植，64"“30万工程”稳步推进。农村“五好建设”有了新突破，防病改水和农网改

造已到村入户，农业经营“五服务”管理模式深入人心。社会治安形势良好，农村

社会政治稳定。城市经营理念初见成效，城市道路、城市设施、城市功能曰臻完

善。旧房改造、城区改造取得成效，县乡道路初步改造，村村通公路，机动车拥有

量大幅提高。邮电通讯设施良好，电话、手机走进寻常百姓家。“双基”教育蓬勃发

展，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实施。

围绕“文化立县、科技兴县、旅游强县”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和招商引资力度，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各项事业发展，推进了政治文明、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于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正确的政治观点，准

确翔实的资料，完备合理的体例结构，真实记录于田县数千年来的发展变化。特

别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于田县志》文字流畅，

纵贯古今，横列百科，是一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百科全书。是重温

历史。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教材。

沙漠公路的全线贯通，为于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西部大开发的号

角已经吹响，通过多方联营，互动开发，，必将带动于田韵林、牧、农、副业的全面发

展。我们要紧抓机遇，团结奋进，开拓创薪，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使人

民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

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各项事业大发

展的额于田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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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何军

如云的牛羊、品种优良的骆驼、闻名遐迩的麻鸭、丰富的矿藏和甲天下的美玉，而

且素有“大漠人参“之称的红柳大芸已成为于田的新兴产业。食用玫瑰、优质杏子

已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新亮点。早在西汉时期。扦弥国太子赖丹曾到京城长安

学习20年，代表朝廷管理轮台屯田事宜，为西域发展和屯垦戍边做出了贡献。46

年前。库尔班-吐鲁木带着对党对伟大领触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多次要骑毛驴上

北京见毛主席，受到了领袖的亲切臻囊l瘕j蜷羹竞．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
民族团结的典范。—I-iii—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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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麦提塞依迪·胡达拜尔地

《于团县志》的编纂工作在各

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关心和帮助下，在集思广益、众手

修志的基础上，经过编修人员的

艰苦笔耕，精心编撰，历经数载。

今天终于面世了。这是于田各族

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县

志的出版，为于田县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胴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和

现实帮助，是对各族人民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民族团

结教育不可或缺的、生动的乡土教材，亦为保存地方文献、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提供了难得的基础资料。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邑者以志为镜。”一部好的县志就是继往

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的资治书。《于田县志》翔实记录了于田县数千年来自

然、人文、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社会风情等方面的演变过程。于田自古就是多民

族聚居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族一

劳的光荣传统。特别是新疆和平勰放以后，于田人民在r

下。培养出了一大批各族优秀干部，他们鼓干劲，攻难关．2

}：作者系于田县委副书记、政府县出

蕾团结、文明、勤

产党的正确领导

剐能吃苦的好作



风。为建设于田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于田的各项事业都

整体攉进。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Et益提高。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在产业结

构调整中，对林牧农副给予了新的定位，使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依托

城市和小城镇建设调整和拉动城乡经济发展，初步实现“调优一产、调强二产、调

大三产”的目标。大叶紫花酋蓿和林果面积人均1．8亩，大芸、玫瑰花等特色产业

优势已初见端倪，减负增效取得明显成效，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妥善解决了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正确处理好了解放思想与转变观念的关系，纵向发展

与横向发展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领导方法

与工作方式的关系。做到户户有项目。组组有大户，村村有特色，乡乡有规模，韭

业有龙头：抓大户上规模，抓特色建基地，抓服务建体系，抓龙头促工贸，抓典型

带全面。使各行业、各产业经济得到全面飞速发展。通过集中整顿治理。依法加强

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

于田县旅游资源丰富，有浓厚独特的民族文化。民风、民俗较为独特的老城区

旅游项目正在开发．已确定昆仑瑶池、冰川群、火山群、高原村寨、龙湖风景区、沙

漠村庄等昆仑高山探险和沙漠探险两条线路。博靳坦稻区近几年已达3万多亩。

夏天碧绿的禾苗一派生机，金秋季节棉花吐絮、稻谷飘香，享有“塞上江南”之称。

于田妇女的小花帽和服饰别具风格。于田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

地位。吸引着许多专家学者和旅游者前来探秘访古。

于田依然是国家重点扶贫县，依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需要我们继续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于田的发展尽一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各项事业都呈现出好的发展势头。只要各级干部群众上下同心，开拓奋进，就一

定能取得良好成绩，就一定能让农牧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在此我衷心感谢关心修志工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凡 例

一、指导思想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

团结。坚持新方志的基本要求和质量第一的原则，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体例结构 志书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以先自然后社会，先经

济基础后上层建筑依次排列。概述、大事记冠于志首，附录殿于志尾，全书共设

30编。

三、资料来源 以档案、史籍资料为主，辅以口碑及调查资料。志书中数据

除参照县统计局提供的国民经济资料汇编外，同时也采用各业务部门的有关

数字。

四、记述时限 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物的发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

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

况，下限为2002年。

五、记述方法 以语体文记述为主，部分资料引用古籍原作。全书以志为

主，横列门类，纵写史实，记、传、图、表、录穿插其中，力求达到文图并茂。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 ．

六、计量单位 一般采用公制，个别沿用旧制或习惯单位。货币的计量单

位一般按原始资料录载，不作换算。

七、纪年 民国和民国以前采用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年代不特别注明的，限于

门



·2· 于田县志

20世纪之内。

八、名称 政区、机关、宫职名称按历史称谓。地名中属历史地名，用史籍

中通常写法，并注明现代地名；新地名以1984年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地名

为准。‘人名中少数民族人名尽量书写全名；历史人物姓名，均以史籍上通常写

法为据。文中对于田地名的记述在汉代称扦弥，后称拘弥，1882年后称于阗。

1959年将于阗改为于田；“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县委”指中共于田县

委员会。

九、立传原则 生不立传。人物编中的传主按生年顺序排列，不分主籍、客

籍，均予立传。在地域中有一定影响和有突出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人物简介

的形式绍介。离休干部及华侨、先进模范人物，以列表方式记述。

十、文字图表 依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与《简化汉字总

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行文通则(试行)》之规定，力求做到书写规

范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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