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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超

《凉城人物，L-(续)》经过老促会各位前辈的合力编撰，现在出版了，这

是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又一件幸事、喜事。

2005年“岱海金秋文化节”前夕，我曾受朱老之托，为《凉城人物志》作

序．今逢《凉城人物志(续)}-r-,】印，我有幸再次应邀作序，感到十分荣幸。近

年来．在各族干部群众的奋力拼搏下．凉城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勤劳智慧的先进人物．谱写了一曲曲感人

至深的时代赞歌。可以说，凉城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他们是时代最可爱的人、最可敬的人、最值得赞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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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认识凉城发展的人文脉络，让更多的人记住那些杰出人

物的积极贡献，老促会各位前辈不辞劳苦修编了《凉城人物志(续)》，增补

了各个时期的人物547位，使人物志的体例更加完善、结构更趋严谨、内容

更为丰富，该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弘扬优秀的时代文化、更好的宣传凉

城、展示凉城．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聊叙数言，谨以为序。

中共凉城县委书记冯超

2008年7月



厚

王晓平

凉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数千年来得天地垂青，赖接力传承．盛于风

光，关于人文，为塞外一处难得的沃土。上溯悠远，凉城的历史与华夏文明

同源争流，无数翰墨文典记载了凉城的光辉往事．众多名士英杰照亮了凉

城的天空大地，留下了帝王将相、文人雅士、宗教领袖的活动足迹，使这座

塞外边城一跃成为华夏文明与草原文明激荡交融的前沿。近代以来．生于

斯、长于斯的凉城人民，在国难"-5头、民族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斩木揭竿，奋起反抗，前赴后继，众志成城，众多革命先行者战斗在南山

北山之上．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革命的火种撒

遍了凉城大地。新中国成立后，秉承千年积淀，凉城儿女兴农牧、强_T-商、

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绿山原、辟通途、富民生，涌现出一大批矢志不渝的社会主义勤劳建设者，

古老的凉城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凉城的发展又翻开了新

的一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工业、农业、旅游业三大

产业交相辉映，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山水更为秀美，经济强势腾飞，人

民安居乐业。2005、2006、2007连续三年蝉联西部百强县，一个新的凉城正

在崛起。

先人的开物启蒙薪火相传，祖辈的英雄业绩千古流芳。当代建设者的

奋斗足迹更值得永志。盛世修志，是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志书一成，便具

有很高的权威性，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凉城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必须慎

之又慎，确保人物志的撰写符合历史和事实真相，做到实事求是。本人物志

及续，共收录人物1900多名，年代湮久，资料飘零，成书殊为不易。好在本

书的各位编者，有的是多年在凉城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有的是熟悉历史

的当事人，有的是善于修史的内行，大家为了写好本书，以高度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千方百计查阅了各种相关的历史资料，并深入历史发生地寻遗事、

访故旧，努力探求历史真相，经过多方征询，终于写成这本述而不作、实而

不华、存而不论的志书。 ．

本人物志及续共追述了各时期与凉城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非

常完整的收录了上世纪中叶以来活跃在凉城大地上的党、政、军、文、教、卫

等各个方面的杰出人士，对入志人物的主要生平事迹均有较完整的记录．

是一部志序人物、补缀遗忘的好志书。《凉城人物志》及《凉城人物志(续)》

的出版，是我县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喜事、大事，足以记前贤今人行迹，使后

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将凉城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我祖籍凉城，今有幸服务乡梓，适逢《凉城人物志》及《凉城人物志

(续)》出版，得以侧身其中，今叉受托作序，幸何如之。

凉城县人民政府县长王晓平

2008年7月



前 言

朱暄

当这部《凉城人物志(续)554+印之际，需要重申我们的初衰：《凉城

人物志》并《续》的出版，其价值远不是为这1900多位人物扬名显后，而

在于为凉城乃至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建起一条增进友谊

的纽带，编织一张沟通讯息的网络，绘制一幅纵横关系的联络图，构筑

一个超越地区范围的人文资源库。它收录的是1900多位鲜活的人物．

唤起的却是这些人物及其背后更多的人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留下的是

一份可资珍重的历史财富。对入《志》者来说，既没有着意褒贬，也无浮

躁的渲染，不是标榜那些人有多大的社会作用，而是以其隽刻着深刻的

历史年轮，记述他们在短暂的人生中，或多或少地做过些有益于社会的

事情。这是一种认同，一种肯定，也是对未来的呼唤。他们是生长和工作

在凉城3400多平方公里这块土地上的一株株花朵，散发的香，结下的

果，将会流芳后世。记述的是这些人物的生平活动，也折射出一个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一段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乡

土气息。

本《续》所收人物，除了按《志》的既定范围拾遗补漏，收录了党政军

县团以上人物、高级科技人员、中小学校长和县乡地方政府组成人员

外，又增加了“离休干部”一部分。因为离休干部．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

年代。出现的特殊人群。他们虽然没有显赫的职务和耀眼的业绩．但正

是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打造了社会的未来

和历史的辉煌，创造了人们美好的生活；他们像高楼大厦上的一块块砖

瓦，像一部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为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们的作用，不是任何一个设计师和叱咤风云的英雄所能替代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啻也是一群有功之人。

当我们编完这本书的时候，重新玩味人生，反而觉得，什么职务、级

别，什么学位、职称并不值得夸耀。衡量人生的标准，也不是出身贫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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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的贵贱，真正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当他们身居公位，捧着国家的俸

禄，在那风光夺目的岗位上，是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社会，面对家庭，面

对工作．面对所承担的那份社会责任——大而至于国家、社会，小而至

于一地一方．做了些什么有益的事情，留给后人的是一串串什么样的脚

印和怎样的一种人生轨迹。真正值得后人赞颂的，不是职位的高低，而

是为人民的利益踏遍艰辛的脚印和洒向勤奋的汗水!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也有像张思德、施

传祥那些高山景行的烧炭掏粪工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群，不论职位高

低，身世贵贱。应当说是一个互相依存，相依为命的整体，只要他们做了

有益于社会的事情，都是值得称颂的。因为，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无数

个个人奉献的结果——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和平民共同创造的!

但是，在官本位盛行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官员，即或是职位相当的

无冕之王，总觉得高人一头。一旦同平头百姓站在一起，就觉得有失尊

严。其实，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在社会生活这个大家庭

中，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别。在老百姓眼里，并不在乎你官大官

小．而是看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只要为社会做出那怕是微小的贡

献，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赞许。做为官员，吮吸着人民群众的乳汁，享受

着国家的优厚待遇．理应为人民、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如果不

讲奉献．一味追求官高禄厚，追求安逸和享用，这种追求就会成为贪婪、

腐败和罪恶之源，甚至走向堕落的泥潭，到头来再高的官位，也终将会

被人民和历史唾弃!

凉城，自有了这个名字以来，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考古挖掘

证明．孕育着这块土地的辉煌，是6000年来仰韶文化和4500多年来龙

山文化的深厚积淀。在这块土地上，秦设参合、汉置桐过、沃阳，代置凉

城(郡)。辽设宣德、天成，元明因之，打造了厚重的历史画卷。不仅出现

过拓跋硅、郑天翔等许多叱咤风云的古今人物，也曾有过像汉匈争雄，

樊哙斩叛、乌丸鲜卑雄踞、参合陂大败慕容、拓跋硅建魏称帝以及隆庆

和议等一系列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达赖受封、班禅讲经，一代帝王康

熙，都曾涉足这块宝地。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开国将帅贺龙、聂荣臻、

杨成武、李井泉等，都曾率部驻扎转战境内。文革后期1971年，时任内

蒙革委会副主任的赵紫阳亦曾赴麦胡图金星大队进行调研。在这漫长

的岁月中．凉城人创造了华夏大地的北方文明，也谱写了草原文化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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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文化融汇的光辉篇章，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但令人遗憾

的是没有留下一部可资借鉴的完整的人文资料。为着不再给后人留下

缺憾，我们极尽搜索之能事，编了《凉城人物志》及《续》，以期为后人研

究凉城、了解凉城提供一些依据。尽管粗浅、简略．不如人意．但总比没

有要好些。所有缺陷，热切期待乡贤耆宿日后修订、弥补，不吝赐教!

感谢中共凉城县委、凉城县人民政府及各位领导的鼎力支持!

感谢为编撰本志辛勤工作做出奉献的所有同志、同事!也感谢所有

入志者的合作!

于2008年8月

注：①《凉城人物志》2005年8月出版，收录各类人物1414位，本《续》又收录

各类人物547位，加起来为1961位。

②参考资料：《汉书》、《魏书》、《岱海考古》(一)、《清史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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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翔给凉城县老促会的信

编者注：

凉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之初，曾就编写《老区凉城》和《凉城

人物志》等书．去信向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郑天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

教，同时附去杨伯涛所著《凉城史话》中的部分书稿，随之郑老于二

00三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用两天的时间，给本会会长朱暄写来一封

信。除了对编书的创意，给予充分肯定、支持和鼓励外，还着重指出凉

城在战争年代的重要地位和军民作出的重大牺牲贡献，对革命先烈和

老区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对凉城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培养，养成

读书学习风尚，造林种草，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特别是对岱海的保护

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希望，以急切的心情，希望家乡人

民尽快富起来。四年过去了，重读这封信，倍感亲切。不仅为编书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全县整个工作都提出希望和要求。这是一位九

旬老人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之情，也是一位老一代革命家忧国忧民的

高尚情操，对凉城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年来，凉城老促会体现

郑老的要求，编写了《老区凉城》、《凉城人物志》、《凉城史话》、《沧桑凉

城》、《凉城人物志(续)》五本书、共200多万字，在编书过程中，得到了

郑老的不断关心，并为《老区凉城》题写了书名。为了让读者了解信的

全部内容，现将原文也是墨宝，在此同大家见面，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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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暄同志：

得你来信并杨伯涛同志所著十余

篇文章，很是高兴。

杨伯涛同志对凉城历史地理的知

识丰富，他文中所写情况，我确是闻所

未闻。凉城已有一些考古发掘。再加上

文字记载及今人回忆．可能写出一本

县志。此事从容进行，务求合于实际。

改造岱海滩．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

▲勰朋一0荐；州；列；瓤引。弋钳∥o；，。歹川ii．．．．i¨¨¨¨．．．．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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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岱海边上，主要是西边吧，有沼泽

地。有候鸟起落，将来还得为候鸟留个天

地。望能多方研究。当然，种苜蓿之类可

能对过往候鸟有益．那种就更好了。

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凉城人民

付出很大贡献。对进军全绥远，凉城

是“跳板”。抗战最艰苦时期，归凉、丰

凉两块仍然坚持。一九四六年，顽军



突然进攻。凉城、和林一月间损失区

以上干部十余位。厂汉营那个烈士陵

园，我那牟去时，尚在草创，现在可能

充实了吧。用很大力气记录革命烈士

和人民的英雄事迹．是教育后代最重

要的材料。也要将日寇、汉奸、顽固

反动派罪行记录在案，以警来者。你

们抓住此事甚有意义。活人不必写。 j属用雕一靴_划一耕j训，㈡。嗣∥，㈡㈠㈡¨黼刊iiitiiliiiiiiii．．．．．O



反动派是非常毒的。丰西区长被杀

后．把头挂在丰镇城头。和林农会主

席被敌人活埋。北山上一个游击小

组。被敌人堵在屋里活活薰死。此仇

此恨断不可忘，写成文字教育今人，

也教育后人。

凉城经济不发展。如何促其发展。

想你们和县里已有安排。我只说一

件——充分保护和利用(开发)岱海。

岱海是凉城巨宝。首先，不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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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旅游的人多了，生活垃圾流到

海里．便是一大祸害。千万不能允许黄

色的东西．这比污水更害大。此事要落

实j不是只看有无布置。

县里技术人才少．岱海产品还

可以想法增加品种，增加产量。农村

里留不住大学生．是个普遍问题，望

与县里同志研究．如何打开这个局

面。

自一九五四年刘作山任县委书

记以来．历任县委领导均注重绿化造

林，成绩可观，望坚持不懈。据说．-j-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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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打杏仁的杏树。杏仁很贵，许多宾

馆用的是进口货。这方面可否做一

篇文章?听说，养牛业发展了。总要

抓住可行的项目，做出成绩，如此等

等。我情况不了解，所说的只是希望

引起同志们多方想法子．使人民富

起来。

图书馆能不能办起来?城内阅者

不多，如能予部也看，旧堂哪个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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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提倡好学之风。会影响久远。

凉城革命史上还有一个情节。一

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吕正操、孙志远

原冀中三纵队(四三年移防晋西北)更

名为东进纵队。进军途中经凉城，正是

毛主席到重庆不久。我去新堂那天，部

队驻井沟。我跟李云龙(县委书记)

同志去看望他们。吕、孙提出补充兵

力，当下，动员县游击队自愿报名。

就在井沟村北的路上动员．有二十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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