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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的发展伴随了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鄂托

克旗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已有350多年的建旗历史。千百年来，由于深受草原

游牧文化的浸润，这片土地上传承的蒙元文化独具魅力，至今仍然散发着草原泥

土的清香。这里是成吉思汗大营地、圣火传承之乡，这里是鄂尔多斯歌舞之乡、

祭祀文化发祥地，这里是文化遗存聚集地、宗教文化兴盛地 。 从恐龙足迹化石群

到桌子山岩画，从阿尔寨石窟到国家级珍稀植物自然保护区，从"纤维宝石"阿

白山羊绒到"螺旋藻之都"无不承载着鄂托克各族群众的聪明和智慧，构筑了

鄂托克文化之厚重基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1 年，仅是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却在鄂托克旗发

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6 1 年里，鄂托克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人民群众生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精神文化生活，也

伴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建设而变得丰富多彩。近年来，鄂托克旗大力实施"文化

品牌化"战略，文化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阿尔寨石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拖雷伊金祭奠

文化、别力古台祭奠文化、泉水祭奠文化、 "鄂尔多斯乃日"等被列入内蒙古自

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鄂托克旗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旗和全国文物

保护先进旗。这些都为有效地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鄂托克旗文化大创

新、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史修志历来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代代相

承，历久弥新。为了总结建国以来我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旗文化工作者组织力

量编篡了内蒙古自治区首部旗县文化行业志，以文载史，以史传文，其善大焉。

《鄂托克旗文化志(1949-2010年) ))以翔实的资料性、严密的科学性和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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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记述了从 1949年到2010年鄂托克旗文化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发展历

程。统揽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时代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其编篡出

版，是我旗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对我旗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我还了解到，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编篡人员坚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

度，搜集了大量的宝贵历史资料，辛勤笔耕，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成书后，又

邀请专家和老文化艺术工作者进行论证，补充修改后定稿，以踏实作风认真完成

了这一系统工程。在这里谨向他们和所有为志书编写、出版作出努力和贡献的人

们深致谢忱。

历史永远是将来和现在可资借鉴的一面镜子 。 我们相信， <<鄂托克旗文化

志》也必能发挥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多重作用，助力鄂托克旗文化事业走

向辉煌!

Tff7月在rfLt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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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经波澜壮阔的自然变迁和历史演进，孕育出

异彩纷呈、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以草原文化、遗迹文化、民族文化、祭

祀文化、民俗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的鄂托克文化体

系，展示出多样性、珍稀性、差异性、唯一性的风格特征，是鄂尔多斯文化重要

分支，是草原文化中一颗璀琛明珠。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鄂托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个领

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焕发

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健全形成了 "旗乡村户"四级文化基础网络，编

排创作了一批文化精品力作，倾力举办了内蒙古第三届乌兰牧骑艺术节:首届中

国·阿尔寨艺术节等一批文化节庆活动，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地区文化建

设，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提升鄂托克影响力、美誉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鄂托克旗文化志(1949-2010) ))全面、客观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鄂托克

文化事业发展历程，为今后发展提供了大量生动、真实的参考资料。鉴往观今、

存史资政，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国家、自治区和鄂尔多斯市关于文化事业发展

的战略部署，创新文化发展思路，大力加强基础建设，培育发展文化产业，传承

发扬好鄂托克文化，努力谱写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篇章!

欣闻该志付梓在即，应编者之邀，为之序 。

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旗长

二0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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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鄂托克旗文化志》时间段限为 1949年9月至2010年 12月 31 日 。

二 、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客观地

记述 1949年 9月以来鄂托克旗文化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发展进程及现

状，着重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变化、新事物，力求做到思想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

三、本志坚持修志为用原则， 着重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力求较

完整地记载全旗文化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发展历史 。

四、本志述、 1己、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并用，以志为主。

五、志书结构分章、节、目、子目 层次，共十一章。 大事记以编年体

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

六、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人物传者系本旗籍在文化文学艺术

界有影响，事迹突出的己故人士 。 排列以卒年为序 。 对文化文学艺术界有

建树的，本旗籍人物及曾经或现在本旗工作多年的客籍人物以人物录附录

于后。

七、有关数据以部门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

八、本志资料主要有鄂托克旗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及所属事业单位，

鄂托克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同时参考了有关报刊、资料、档案及鄂

托克旗旗志、文物志 。 各种资料均己考证、审核、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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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鄂托克旗是古老神奇、美丽富饶的地方。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

和谐相处，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多彩的鄂尔多斯文化。

在旧中国，鄂托克旗没有专门文化、广播设施和专业文艺团体。解放后，在

党和政府的关怀及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民族文化事业从无到有，从封闭落后走

向日益繁荣。 1953年建起了文化馆， 1956年建起了新华书店， 1957年成立了第一

支电影放映队， 1959年成立了广播站， 1963年成立了旗电影管理站 1955年建

立了鄂托克旗晋剧团， 1959年3月建立了鄂尔多斯第一支文艺轻骑队一一鄂托克旗

乌兰牧骑。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建队50多年来，坚持"队伍一队多用、队员一专多

能、节目小型多样、装备轻便灵活"的特点，长期活跃在广大的农村、牧区，为

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繁荣和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做出突出

贡献。成为全区著名的乌兰牧骑。

改革开放后，鄂托克旗开展农村、牧区文化建设，到 1982年，在全旗农村

牧区均建立了苏木、乡、镇文化站，并配备了流动文化车，定点、定时、定线过

文化日，活跃了农村、牧区群众文化生活 。 1985年在全旗普遍开展了创建文化苏

木、乡、镇活动，各苏木、乡、镇文化站做到"四有" (有图书室、游艺室、影

剧院、体育场)、 "四落实" (人员、经费、房舍、活动落实) 90%的嘎查、

村建起文化室，在分散居住的牧区大力提倡建设了家庭文化户 。 1985年建成全区

第一个文明苏木一一额尔和图苏木。 1988年，鄂托克旗《鄂尔多斯蒙古族草原文

化展》在北京展出。 1989年，苏米图苏木牧民文艺队，应国家文化部邀请晋京演

出，被誉为"草原文化灿烂的明珠" 。 到 1990年，全旗己建成5个文化苏木、 6

个文明文化站。嘎查村都建立了文化室 。 文学艺术创作有了新的发展 。 1981 年，

成立鄂托克旗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金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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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正式成立了鄂托克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从此，文学艺术创作队伍不断壮

大，从事文艺创作的业余作者由 1986年的 65人，到2010年发展到303人。全旗共

有 100余人在全国及地方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或参加全国、全区性

比赛，有的获得自治区、盟市级奖励。鄂托克旗乌兰牧骑多次代表伊克昭盟、鄂

尔多斯市参加自治区文艺会演，多次代表自治区乌兰牧骑参加全国巡回演出、全

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全国乌兰牧骑式团队会演、中国艺术节，并多次获奖。鄂

托克旗乌兰牧骑首创的歌舞节目《鄂尔多斯婚礼)) ，己成为蒙古族著名的艺术品

牌。本旗30余名业余文学艺术工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专集(辑)。多年来，鄂

托克旗还为各级文化部门和各地专业文艺团体输送近 100名专业人才。

1995年起 ， 全旗实施 "1995-1999年农村牧区小康文化工程"、 "萨日纳艺

术创作工程"和后续的"四项文化工程" (农村牧区小康文化工程、 "萨日纳"

艺术创作工程、文物保护发展工程、文化产业发展工程) ，从 1998年开始实施了

"广播电视村村通" 工程。 2002年起实施"生态立旗、工业强旗、开放兴旗、文

化塑旗"的发展战略。随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投入加大，城乡文化、广

播电视设施、档次、活动内容向高层次发展。到2010年，本旗乌兰镇有文化科技

教育发展中心(乌兰宫)、图书馆楼、书店楼、地质博物馆、西鄂尔多斯文化主

体公园、乌兰广场、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标志性文化广播电视设施，占地面积2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 2万平方米。还有更现代、高标准的新文化设备正在兴建

中 。在棋盘井和蒙西工业园区大型企业入驻的同时，通过加强文化建设，也配套

建立了高标准的多功能文化体育中心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2 002年 ，原查布苏木

建起全区第一个苏木乡级自然博物馆一一查布恐龙博物馆，标志着鄂托克旗农村

牧区文化基础建设的品位和档次 。 2009年，鄂托克旗在全市率先实施了农牧民免

费收看数字化电视工程。

在现今的鄂托克旗 ， 无论是干部职工，还是农牧民，都具有强烈 的文化表

现欲望和参与意识，热衷于自己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或组织自己的文艺

组合、文化协会(如 ， 草原蓝色乐队、老年哥大友会、马文化协会、骆驼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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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并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文化、体育活动，陶冶情趣。 2000年以来，本旗每年

举办节庆文化活动和各类广场文化活动，校园文艺会演、农牧民文艺演出、送文

化下乡活动、社区文化活动一年有十多次，参与人年平均约3 000余人。 2005年，

鄂托克旗承办了第三届全区乌兰牧骑艺术节。这是，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首次

在旗县举办。而且将这届乌兰牧骑艺术节办成了历届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

富、层次最高的艺术盛会。

鄂托克旗的文物遗存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载体，有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尤其

是被誉为"草原敦煌"的阿尔寨石窟佛教文化遗址，通过前人留下的形象资料和

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及当地人的信息传递，逐而成为科研工作者的热门话题，受到

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重视。阿尔寨石窟200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阿尔寨石窟文化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其维修、保护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鄂

托克旗分别在2006年7 月、 2008年9月承办了"阿尔寨石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

和"阿尔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

鄂托克旗还有很多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民间民族文学、传说、节庆、礼仪、祭祀、传统表演艺术、手工艺技能等。这些都

是鄂托克旗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源泉 。 这些都得到进一步保护。

鄂托克旗 1993年 7月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边境文化先进旗"称号:

1995年 5月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先进旗" 2005年 12月被国家文化部、

国家文物总局评为"全国文物工作先进旗"。

鄂托克旗乌兰牧骑， 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 1981年参加全国农村

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国家文化部表彰 1990年被

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艺术表演团体" 1991年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评为

"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 1997年8月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乌兰牧骑先进团

(队) "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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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5 主大 事 记 ，

大事记

1949年

9月 7 日，鄂托克旗临时人民自治政府政务委员会成立，下设民教科(有管理

文化工作职能)。

1951 年

是月，在乌兰镇设立广播收讯站 l个。同时在全旗十五个区乡设立了 15个

广播收讯点。

12月，鄂托克旗人民委员会设文教科 。

1952年

7月 11 日，绥远省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放映队来鄂托克旗巡回放映电影，本旗人

民群众第一次看到电影。

1953年

年初，鄂托克旗文化馆建立。

8月，伊克昭盟新华书店派孔占荣到鄂托克旗在乌兰镇设立了图书流供点 。

1954年

鄂托克旗有了第一支牧民业余文艺队一一五区(注:后来的布拉格人民公

社)业余文艺队 ， 该区供销社售货员热喜编导、排演了蒙古语歌剧《把一切献给

党》、 《章文轩》等剧目。

苏米图苏木伊连陶勒盖嘎查达尔雇特人斯旺道尔吉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蒙古

源流》最早手抄本捐赠给内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

1955年

是月，鄂托克旗晋剧团成立。

1 0月，鄂托克旗民间舞蹈艺术家吉格登表演的《筷子舞》在内蒙古自治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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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观摩演出会上获一等奖。

1956年

8月，鄂托克旗新华书店建立。

是月，伊克昭盟文教处决定以旗为单位固定电影发映队。本旗青年郝金才、

多希到内蒙古自治区电影放映训练班学习，本旗有了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组建文物调查队赴各盟市进行历史文物调查。伊克昭盟

队由张郁带队， 一行四人，对伊克昭盟各旗县历史文物进行调查，期间，张郁一

行曾考察过阿尔寨石窟、百眼井。

12月 9 日，将本旗达尔息特人祭祀守护的拖雷伊金祭奠、别力古台祭奠、阿拉

格苏力德祭奠、布日耶庆祭奠有关文物移至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

12 月 17 日，旗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历史文物管理的通知》 。

1957年

1 月 18 日，旗人民委员会向各区、苏木、乡、镇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文物保护

政策，严禁盗掘破坏古墓的通知》和《转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严禁挖

掘古生物化石的通知》 。

2月，鄂托克旗第一支电影放映队成立。

是月，鄂托克旗晋剧团解散。

1958年

是月，鄂托克旗成立二人台歌剧团 。

是月，本旗建成大约500平方米的小礼堂(旗人委礼堂)。

3月，鄂托克旗乌兰牧骑成立。

11 月，建立鄂托克旗广播站。

1959年

1960年

6月，旗乌兰牧骑被评为盟、自治区先进单位，热喜代表全队出席"全国文教

战线群英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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