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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英

五年中，我曹两次到乌恰县。第一次是1989年11月初，到县上检查修志工作，当时，《乌

恰县志》只写出了一两节试写稿，检查的重点还是资料工作。第二次到乌恰是在1994年10

月底，同行的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如滨、自治州史志办副主任贺

继宏和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地县志工作室主任郭德滏。这时，《乌恰县志》稿已经过评审，县

上的同志要求我们对这部稿子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两天里，大家边翻边看边讲，把志稿从

头到尾过了一遍。我们离乌恰后，仅三个月，主编张福任便将修改后的稿子送到自治区地方

志编委会，要求审查验收。1995年3月，经微机排出的一校稿，就摆到了我的书案上。速度之

快，出乎意料。

百万字的《乌恰县志》，我用了十几天时间，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编修志书，讲究抓特

．点。这部县志的特点很鲜明，其大者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记载了乌恰县的柯尔克孜族。乌恰县是柯尔克孜族聚居区。柯尔克孜族人口占

全县人口的70％vX．k_。县志记述柯尔克孜族人西迁定居乌恰的历史，讲到这个英雄民族为

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边疆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讲到柯尔克孜族人淳朴善良、勤劳乐观、尊敬

老人、团结互助、热情好客、反抗压迫的种种美德和民族精神；讲到柯尔克孜族民间广为流传

的著名的长篇史诗——《玛纳斯》。志书对于柯尔克孜族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文化

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法、宗教信仰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

二、《乌恰县志》较全面地记述了乌恰边境的历史和现状。乌恰县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接壤，边境线长400多公里。这条边界线是根据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确定的。19

世纪中叶，浩罕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南部，沙俄乘机侵占我伊犁一带。1881年，沙俄强迫清

廷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划走我国新疆西部领土七万余平方公里。其后，根据这一不平等条，．

约，签订几个勘界议定书。《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贪得无厌的沙俄，

并不曾按照界约划界，而是强行按照他们所划红线划界。即使这样一条超出原订不平等条约

的边界线，沙俄及其后的苏联，仍不断越界侵入我方，强占领土，在边境上形成一个又一个的

所谓。争议地区”，乌恰县的马里他巴尔就是一个较大的“争议地区”。志书详细记载沙俄及苏

联越境入侵的事实。这些记述，是对侵略扩张者的控诉，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志书告诉我们，落后和贫弱，就要受人欺凌宰割，就要被蚕食鲸吞；中华各民族人民要

努力奋起，自强不息，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乌恰县有许多通往中亚的山口，曾是丝绸古道必经之地。如今，较大的边境口岸有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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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特和伊尔克什坦，是重要的边贸往来通道。《乌恰县志》对这两个口岸的位置、历史、交通和

海关、检疫、货场、商店、旅社等设施都作了记述。

三、志书重点记述了乌恰县的牧业经济。乌恰县有广阔的草场，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60％，1990年，有各类牲畜27．78万头。在农牧业总产值中，牧业曾占70％(1988年)。50年

代初，在喀什一带农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时，在乌恰，则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

两利，保护和发展牧业经济的政策。其后，一方面提倡牧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建立互助组和牧

业生产合作社I另一方面引导牧主建立公私合营牧场，逐步转为国营牧场。1958年，在人民

公社化的高潮中。全县农牧业地区共建人民公社四个。1968年，全县牲畜存栏总数，曾达到

26．95万头(只)，是1949年的8．57倍。印年代，乌恰县进行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由生产承包

责任制到牲畜折价归户饲养放牧。志书对于草场状况、草场建设、各类牲畜和品种的特征及

其改良、牧事活动、畜病防治，都作了详细记载。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南疆牧区的缩

影。

四、对地震的记述。乌恰县以地震频发而闻名于世。乌恰县处于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

结合部，两大板块的挤压，巨大的能量一经释放，每每形成强烈地震。历史上有记载的强震，

就有50余次。志书详细记述了1985年8月23日在乌恰县发生的7．4级强烈地震。在这次

地震中，乌恰县城被夷为毁墟，毁坏房屋8 802间，22．8万平方米；受灾户1 081户，受灾人

口4 401人，受伤120余人，重伤33人，死亡20人，财产损失6 000余万元。在中共乌恰县委

领导下，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救灾，震后仅16小时，即恢复供电供水，并开始广播。许多共产党

员和国家干部不顾个人安危，不顾tl家损失，抢救受伤群众，抢救国家财产。人民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首先从外地奔赴灾区抢救被压埋的群众。抢救粮食和其他财产，帮助搭盖防震棚和帐

篷，安排受灾群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乌恰地震受到举国的关怀。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自治州的领导同志亲临慰问灾区

群众。自治区、自治州和其他县市向灾区捐款捐物。党和国家迅速决定重建一座新的乌恰县

城。乌恰新城总投资5 282．66万元，总建筑面积14．01万平方米，大小建设项目74个，单位

建筑物653个。新城的建设，从选址、设计、施工到搬迁，只用了三年时间，应当说这是一个很

高速度。县志对于抗震救灾，对于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城，都作了详细记述，充分反映了

中国人民在灾害面前不屈不挠的豪迈气概和团结互助，相互关怀的美好风尚。

五、对人物的记述有独到之处。人是事业发展的主体，志书应当多记人。《乌恰县志》的

《人物编》收入人物传记17篇，18人．包括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的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

夫，曾参加蒲犁革命的沙衣提伯克，著名的“玛纳斯奇”艾诗玛特·买买提，汉族党员干部张

金龙、王祜周、李万贵、秦统一、何主义，党培养的本地优秀民族干部赛依甫克力其白克、阿西

木·苏来曼．还有劳动模范、公安战士、好社员、好青年等。

《乌恰县志》所列人物表，有先进个人表、乌恰县籍人在外地任县级以上干部表、离休干

部表、中级以上职称人员表，以及科部局级干部名录。

‘乌恰县志》在有关编章中，作为该编章的附录。还收入四位县上的优秀人物的事迹。他

们是全国劳动模范、劳动致富带头人霍加·卡孜，人民的好公仆、现任自治州州长阿山伯

克·吐尔地，柯尔克孜族第一位女法官尼沙汗·吐尔地，柯尔克孜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拓

者、著名学者阿不都哈德尔·托合塔诺夫。以篇章附录的形式，记述县上突出人物的主要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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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比“以事系人”，更为全面而突出。

六、把改革作为重大政事之一加以详记。《乌恰县志》所记的体制改革，包括农牧区改革、

县级机关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在事业单位中，重点记述了卫生和教育的体制改革

问题。

关于农牧区改革．县志详细记述了1979年实行的“五定一奖”和1981年实行的。定奖

惩”、。铁畜群”责任制。1978---,1981年，全县牲畜总头数由16．4万头，发展到23．1万头，增

长83％。1983年6月，又在牧业上推行大包干责任制。1984年9月28 El，中共乌恰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联合制定《关于推行牧业大包干责任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完善大包干责任

制。1984年，全面推行和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

19．24％，农牧民人均收入增长8％，达到233．34元。1985年1月，乌恰县在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基础上，实行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并制定“六统一”措施。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

466万公斤，年末牲畜存栏27．78万头，农牧民人均年收入470元，均创历史新水平。《乌恰

县志》对农牧业体制改革的记述用了2．4万字，准确、详细，有措施，有效果。志书显示：要振

兴乌恰，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

关于县级机关机构改革及事业单位的改革，《乌恰县志》的记述比较简要，但在各节之

后，作为附录，收入了县上两个文件，即《乌恰县县级党政群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乌恰县事

业单位一九九三年体制改革初步意见》。两文件对县级机构及事业单位的改革讲得很详细具

体。

‘乌恰县志》的编纂，历时10年。乌恰县党政领导同志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历任县委书

记和县长，多次主持召开编纂委员会，决定修志中的重大事项。县上各单位及时提供资料。自

治州对这部志给予了极大关怀。这些都是《乌恰县志》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同时，还应该特

别提到的是县志编辑室全体同志的努力。去年10月底，我在乌恰县时，副县长周贤华对我

讲，春节他去县志主编张福任家拜年，发现这家的春节静悄悄。原来，张主任在关门改稿，他

的妻子及女儿都在埋头帮他誊抄志稿。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春节场景。由此可以看出张福

任是怎样在为县志而呕心沥血的。在乌恰县志编辑室工作过的几位同志。如呼海润、表明贵、

刘联社，因工作需要先后调离。但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仍然继续完成所担负的志稿编写

任务，并不因工作岗位的变动而撂下不管。他们既有日常工作要干，又要挤出时间为修撰县

志尽力，其艰辛可以想见。

历史将永远记得为编修新疆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而辛勤劳动的人们l

注：《序一》作者钟英，原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现离休。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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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新

《乌恰县志》经过几年编修，即将付梓成书，这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是我县文

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乌恰县志》是在“盛世修志”的大好形势下编修的，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在

县史志办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出版问世的。编修县志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是需要大量

翔实可靠的资料做基础的，然而《乌恰县志》却是在1985年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本来不足的

档案材料又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着手编修的，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有志者，事竞成”，事业的成败，不全在条件，还在于有没有一个乐于为此项事业拼搏、

奋斗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坚强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乌恰县志》的编修成功，正是因为乌恰

县有这样一个坚强班子，有一批在史志战线上默默耕耘的有识之士。县志主编张福任同志从

1984年组建史志机构至今，由普通编辑到史志办主任、县志主编，坚持在编修县志的岗位

上，呕心沥血，十年如一El。这期间，他究竟加过多少次班，熬过多少不眠之夜，是无法统计

的。他埋头苦干的吃苦精神，一丝不芍的认真态度，在乌恰县是有口皆碑、人所共知的。原史

志办副主任呼海润同志，调离史志办后，仍坚持为县志撰稿，直到退休离开乌恰，几年来从未

间断。原党史办副主任袁明贵同志不仅在史志分设后，继续为县志撰稿，在调任县委办公室

主任以后，还担任县志副主编，为县志写稿、改稿。原史志办编辑人员刘联社同志，在担任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以后，仍担任县志副主编，为县志写稿、改稿。正因为有这样一班人

的奉献精神，才有这部著作的问世。《乌恰县志》的出版，与自治区、自治州修志部门的关怀与

指导也是分不开的，原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编审钟英同志，以七旬高龄两次亲临边

城指导修志；自治州史志办副主任贺继宏同志几次来乌恰，与县志办的同志共同研究修改志

稿。此外，还有不少同志为《乌恰县志》的编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应该说《乌恰县志》是一

项集体成果。在此，我谨向给予过《乌恰县志》关心、帮助的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地方志的作用在于资治、存史和教化，《乌恰县志》横列百科，纵贯古今，是了解乌恰县情

的百科全书，“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县志中记载的人和事，对于我

们来说，将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将会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县志付梓之时，县志编委会托我作序，感奋之余，成此数语，以为序。

注：《序--)作者王国新，系中共乌恰县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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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

《乌恰县志》，历经10载艰苦编纂，终于成书。这是乌恰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是乌

恰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成就，是传之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乌恰县是生我养我的桑梓之地，是我可爱的故乡。少年时代，我在家乡就听到不少有关

乌恰历史、文化，特别是有关柯尔克孜族英雄的种种优美神奇的传说。成年后，我被分配到乌

鲁木齐工作。参加工作后，我十分关心家乡乌恰县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介绍乌恰县的各种

书籍资料，我都悉心收集，哪怕是报刊上的一篇短短的消息，也不放过。

前几年，在乌鲁木齐听说全疆各县都在修志，我想如果能有一部详细介绍家乡历史、文

化、社会、经济的《乌恰县志》该多好。从此，我就盼望着能看到家乡的志书。

1993年，我调回乌恰县工作，蒙家乡父老的信任和厚爱，选举我为乌恰县的县长。上任

以后，每当做出一项决策之前，我总想寻找一些历史资料作为参考，为此我就更想到应该有

一部县志，更加体会到县志对资治作用的重大意义。我经常去县志办了解编修情况，并翻阅

已写出的一些县志初稿。县志办的同志们说我关心修志工作，其实我是在尽量用县志资料为

现实服务，以便做出更加准确、更加符合县情的决策。

《乌恰县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我本人的愿望，也是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乌恰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乌恰县的历史和现状，其内容包括历史沿革、

自然环境、政治、经济、军事、体育、卫生、文化、科技、人物诸方面，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以柯尔

克孜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在乌恰县这块边疆大地上，披荆斩棘、辛勤劳动、戍守疆土、忘我工作

的壮举，尤其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真

实地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它是反映乌恰县各行各业古今历史

全貌的百科全书。

《乌恰县志》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乌恰县地处祖国最西部边疆，境内各族人

民有着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民族分裂的优良传统。县境有两个对外开放的通

商口岸，发展边贸有极大的优势。乌恰县群山起伏，有广阔的牧场，柯尔克孜族从事畜牧业

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发展畜牧业有广阔前景。矿产资源较丰富，发展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柯

尔克孜族民间文学丰富多彩，特别是英雄史诗《玛纳斯》为世人所瞩目。凡此种种，尽在县志

之中，地灵人杰，天宝物华，汇于一册，展卷可得。

《乌恰县志》存古代悠久之历史，展当代多彩之新姿，不失为一部资治、存史、教化之书，



6 序 三
=t=j_--j=目==，__ll目==；j=_-l●l=≈===j__llIl==E=======-●---__E，

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教材。

在编纂《乌恰县志》的过程中，除了乌恰县史志办全体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外，还得到全

县各单位领导和退休老干部的大力支持，乃成此书。我代表县人民政府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但由于修志人力不足，有的资料残缺，加上修志是一项全新而浩繁的文化

工程，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注：《序三》作者买买提乌斯满·阿依特巴义，系乌恰县县长，柯尔克孜族。



凡 例 7

凡 例

一、《乌恰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乌恰县的历史和

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乌恰县志》以编、章、节、目为基本框架，以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形式，横列门

类，纵写史实，以横为主，纵横结合，每编开头有综述。概述、大事记置于卷首，附录置于卷末

(不入编章序列)。专志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宗教、畜牧、农业、水利水电、工业、交通

邮电、商业、经济管理、财税金融、城乡建设、政党群团、政权政协、重大政事、公安司法、劳动

人事、民政、外事侨务、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风尚、人物等27编，计117章

383节。

三、《乌恰县志》记述时间，上限不限，有资料记载的均予记述，但主要从建县时开始，下

限为1990年，个别资料收至1991年。

四、《乌恰县志》以档案、史籍资料为主，辅以调查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各种数

据，以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辅以档案资料及业务部门提供的数字。

五、《乌恰县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生人只列名表，对有重大贡献者用以事系人的方

法记入有关章节。入传人物皆为在乌恰县有一定影响或有突出成就者。个别历史人物因社

会评价一时难以统一，暂不收录。

六、《乌恰县志》中的少数民族人名，尽可能记全名，以免混淆；地名以《乌恰县地名图志》

标准地名为准，历史地名加括号，标以今名对照。年代书写，民国和民国以前用旧纪年，加括

号注以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文中出现的“解放前”、“解

放后”，系是指1949年9月25(26)日前后。

七、1955年以前的旧人民币币值，一律换算成现行人民币币值。

八、《乌恰县志》付梓之时，北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已独立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但

因本书下限为1990年底，故志书中有些地方仍沿用苏联名称。 -

九、《乌恰县志》中领导干部的任职时间记至1990年12月，1991年1月后的任职不写。

十、《乌恰县志》中的“南疆”，系指新疆天山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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