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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呼和浩特市郊区委员会文件

郊党发(1 995)42号

★

关于调整《呼和浩特市郊区志》编纂．
委员会暨成立编辑部的通知

●

●

区属有关部门：
r 1 985年7月，郊区委发(85)86号文件，成立了

《呼和浩特市郊区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0年来，

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区志》二稿(征求意见

稿)100万字已发到有关领导及专家手中。区委、区政府

研究决定，明年6月以前正式出版《呼和浩特市郊区志》。

为此，现成立《区志》编辑部，并对《区志》领导小组

(今后改名为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呼和浩特市郊区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博勒特 ．

副主任：石琳刘香芸 ·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张瑞庭雷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呼和浩特市郊区志》编辑部名单

主 编：雷 忠

副主编：张瑞庭

编 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白凤俊 史林峰 刘文秀 李信功

阎世鹤 武 征 武忠贵 高 钰

曹 俊

呼市郊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

报：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市地方志办公室

送：《区志》编纂委各成员、编辑部各成员

(共印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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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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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二

盛世修志。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下，历经十载，四易其稿，《呼

和浩特市郊区志》出版了，这是令人欣喜的大事。

每一个地区都有其不可忘却的昨天、撼动心扉的今天和令人遐

想的明天。呼和浩特市郊区的昨天可谓曲折而漫长。两千多年岁月

里，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生活，辛勤劳作，有苦涩，有甘甜。经过世世

代代的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终于走向共同发展的今天。

志属信史。志书是-个地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实践的真实记录。

本区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如实地概括了郊区地区几千

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风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35年间，这

里的经济、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作了重点记载；对1956年本区正式

成为旗县级建置以来史事的叙述，其篇幅占了全志书的四分之三。志

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详略得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地方志的功能“非示观美，将述其实用"。本志书诞生在呼和浩特

市郊区社会变革最活跃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人民得到实惠

较多的时期。毫无疑问，它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必将增强郊区26

万各族人民热爱、建设、振兴郊区的信念和决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会提供有益借鉴。

本区志的问世，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全体编纂人员通力合作的

结果，是各有关专家和友好人士真诚帮助的结果。不必说区委、人大、

政府、政协领导是如何重视编写工作的，也不必说区属59个部门和

驻区26个单位是如何一齐动手，收集资料，分专题撰写的，更不必说

全体编纂人员十年如一日，博观约取，披沙拣金，殚精竭虑，清苦劳

作，光是上级各有关领导和专家、八方人士的大力关怀和指导，就使

我们感动不已!我们感谢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办公室、内蒙古大学的周清澍教授，以及在本区工

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和对这部志书提出过宝贵意见的朋友们。我们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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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为本志书的编写、审阅、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和朋友致以诚挚

的谢意。 ‘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为本志书题诗，原甘肃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杨植霖为本志书题词，中央民委副主任文精为本志书作序，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白音为本区志题写书名，

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前志不当，后志改之，宜存互证"。本志书的出版；已成为客观存

在。尽管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编纂人员的水平

有限，遗漏、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真诚希望各方人士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在续志时得以互证、补充、完善。

中共呼和浩特市郊区委员会书记

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

彳弘妙

1995年10月18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和

可读性的统一。 ．

二、呼和浩特市郊区前无旧志。为使本志贯通古今，上限因事而

宜，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底。1986年至1995年间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摘其要者附录于志末。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中华人民

国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记载的重点。

三、志书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志、附录等五部分组成，分

设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教科文卫、人物等6编。按编、章、节、目4

个层次编写。编即为一个分志，每编分若干章，每章分若干节，每节叙

述以且为纲，目以汉字一、二、三、四⋯⋯表示。个别节内不设目直接

叙述。目下子层视内容具体安排，不求整齐划一。大事记系以时记事，

个别处采用记事本末体，其余均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四、表述方式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图、表、照片等。文字表

述以语体文为主，历史资料和引用之古文不易读懂的，尽量译成语体

文，不便译释的以原文言体直录，必要之处加注。“概述”有叙有论，其

余只叙不论。

五、立传人物不论职位尊卑，均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者为

要。本籍人士为主，兼收个别长期工作在郊区的外籍人士。生不立传。

六、纪年。中华民国以前用朝代帝王年号纪年，年、月、日用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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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括号内以公元纪年对照，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以后则

一律以公元纪年，世纪、年、月、一Et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农历用汉字

书写。

七、计量与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用旧计量制，以后一

般用公制，个别约定俗成的用旧制表示，如亩、石等。比率中的体积、

面积用国家标定的字母表示，如“11131秒”、“人／km2’’等，百分比、千分

比用“％”、“‰’’表示，成数用“几成”、“几分之几”表示。其余显示性数

字和叙述性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八、数据。以呼和浩特市统计局和呼和浩特市郊区统计局提供的

为准。个别或缺的，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

九、图、照片集中排莅卷首；表格一般集中排于章末，个别随文。

必要的图、表加提示性文字。
’

十、正文中的引文出处，必要的随文夹注在括号内，其余历史取

材和引文均不注出处。

十一、志书叙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呼和浩特市郊区"、“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词出现甚多，为方便起见，除开卷第一

次用全称外，其后均简称为“共和国”、“呼市郊区”、“十一届三中全

会”等。

十二、资料来源：各档案馆档案，图书馆藏书，正史，统计资料，有

关报刊和专著，历史文物，经考证、甄别过的野史及私人笔记及口碑

材料等。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呼和浩特市郊区志》勘误表

页、行数 误 正

区划图 (太平庄)古贤村 (太平庄)吉贤村

(±左旗)南双村 (土左旗)南双树

序一文末 1995年12月20 1995年12月20日

P5倒12行 其中、乡村及个体⋯ 其中，乡村及个体⋯

P12第19行 1890百户 1890户

P89饲3行 生育期 生长期

P91第6行 不落泣 不落粒

P103倒13行 万年嵩，狭叶青嵩 万年蒿，狭时专蓠

P105倒14行 草麻草 草麻黄

P117倒11行 脊鸟鸫 鹅鸫

P118第2行 迁涉鸟 迁徒鸟

同上倒6行 涉禽 徒禽

P196表格 钟 钻

P201表格头 计总 总计 。．

P301倒13行 反应阻性率 反应阴性率

P330第4行 车洲风机厂 丰州风机厂

P345倒13行 匠辅 匠铺

P350第9行 机械业部 机械工业部

P387倒10行 常年借勤代表工 常年借勤民工

P449表格7 站员 社员

P453第2行 共有党有 共有党员



页、行数 误 芷

P460倒9行 1963年和各项任务 1963年的各项任务

P465饲2行 张 。陈

P473第17行 予 璜

P480第14行 钱 线

P488第12行 南京军区司令员 武汉军区耐司令员

P491倒8行 和和 和

P497第7行 蒙 汉

P504第ll行 汉 ’蒙

第514倒9行 ’蜜蜂 蜂蜜

P516第15行 124788万元 1247．88万元’

同上第2l行 有都有 都有

P519倒10行 距市区公里 距市区6公里

P568表年 拔 拨

P599第9行 农试验杨 农事试验场

同上第16行 观铃薯 马铃薯

P611第6行 撤消 撤镑

P615第3行 蛙 葫

P628饲lO行 达翰尔 达斡尔

P671第6行 枯讫钉 枯圪钉

P673第12行 撅 橛

P836末行 剪
‘

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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