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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资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勤劳淳

朴的各族人民在创造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曾谱写了一曲曲动

人乐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卓资人民为民族解放和国

家独立富强建立了丰功伟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I后，卓资人大胆涉足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开创了改

”革开放之先河。如今在县委、政府的带领下，正在为加快农业

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开创新的局面，已取得的卓越

成果引世人瞩目。凡此纷繁世事，祖宗贤达，辉煌业绩，理当

立之专著，有所记载，以铭记前辈之功勋，激励后代之奋进，但

向无专著，深感遗憾o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盛世修志，

志载盛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卓资县委、政府历届领

导都将编修《卓资县志》提到了重要议程o 1981年10月，县

委、政府就着手组织编修县志，多次调整编纂机构，充实编纂

人员，但因种种原因而未成书o 2001年9月，县委、政府再次

重组县志编纂机构，抽组专门人员，、重开修志局面，发动各行

各业编写专业志稿。特别是去年7月，、重新组建编纂班子以

来，编纂人员冒严寒，顶酷暑，昼夜伏案疾书，四易其稿，在短

短一年时间编纂出近百万字的志稿，到2002年11月底全部

送审稿编纂完毕，方方墨染小字，洋洋百万言之巨著，倾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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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卓资县志

编纂人员的汗水，乃数百人心血之结晶，他们的辛勤劳作当与

志书共荣o

《卓资县志}110多万字，该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准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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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对全县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教育等发展变化情况作全面的阐述和总结，对地质资

源、自然环境、民族人口、民俗风情等方面的演变作了认真核

实记载，对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出现的人物作了较完整

的记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卓资地方史的本来面目o《卓资县

志》纵贯古今，横排门类，详今略古，详特略同，详主略次，内容

翔实，力求存往事之真客，求发展之轨迹，堪称是一部科学资

料书，不失为良好的乡土教材，必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

作用o

《卓资县志》出版，是慰藉前人，利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一

．，．件大事，实现了卓资22万人民多年夙愿。是卓资县文化史上

的一大丰碑，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本志得以成书，

得益于中共卓资县委、卓资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

导，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和鸟兰察布盟地方志办公室

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悉心指导，乡镇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企

事业单位和许多革命老同志的大力支持。是编纂人员不辞艰

辛，忘我笔耕的成果，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产物，是广大人民

群众智慧的结晶。借此，仅向为《卓资县志》擘画同详，呕心沥

血，殚尽竭虑，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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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o

《卓资县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成书再读，

尚感缺憾，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因史料缺乏，记述

过简等等，深感修志之艰难，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识之

士指正，后续志者补缺o
’

过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必将被未来称作历史。卓资各

族人民过去的历史是光荣而自豪的，相信未来一定更加灿烂

辉煌。愿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精神指引下，

承光辉之业绩，扬乡土之美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建设更

加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卓资而不懈努力，谱写更加壮丽的新

篇章。

中共卓资县委员会书记 王 建 国

卓资县人民政府县长 冯 林 生



凡 ‘例

、

凡

． 一、《卓资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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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进行编纂。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史料性、知识性相统一，实事求是地记述卓资的历史和现

状，客观、具体地揭示卓资人改革开放的精神风貌。

二、《卓资县志》为通志。记事溯源，上限尽可能追溯到建

置之始或事物发端，下限至2001年底，个别专业志根据具体

情况下限可适当提前或推后，重大事项顺延至完稿。叙事坚

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的原则，力求地方

特点和时代特色o

三、志书结构：卷首(序，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分编、

章、节三个层次，编末有附录(地方文献辑存，报刊文章辑存，

轶闻传说，修志始末，编纂机构名录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内容比较单纯的分编、章、节三个层次，内容比较复杂的可节

下列目与子目。概述、大事记冠于志书之首，纵贯古今，展现

全貌，总览全书。全志主体内容设36编，各编、章、节以类系

事，以事系人，各书其要o
‘

四、志书的体裁文体，以记、志为主，表、录为辅，图照为

补，各体协调，相辅相成o．各编为记述文体，述而不论，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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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记述之中。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文体。

五、志书为历史纪年，清代及此前纪年使用汉字，民国纪

年使用阿拉伯数字，纪年之后括注公元纪年。解放前，记述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和群众团体，用公元纪年，其

余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志书所记年代，均为20世纪的

年代，故在年代前未加“20世纪”o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志书所称的解放后，

以1948年9月28日卓资县第二次解放为起始日。

六、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当

时版图为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现行版图为限。地理

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习惯称谓记录，为便于今人了

解，能够加注现名的一律加注现名。为了记述方便，一些地名

和机构名称，采取简称，如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简

称自治区党委；中共鸟兰察布盟委员会简称鸟盟盟委；中国共

产党卓资县委员会简称中共卓资县委或县委，行政机构亦同，

有些不常用的机构名称文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

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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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字表述的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和部分不确切的

数字用汉字，其余表示数量的均用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中

长度、面积、质量和容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_律用公制计

量单位o

八、为表述1949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概况，本着

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大事

例，专门列编进行记述，以便对整个历史有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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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资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中南部，东经110。51’一112。56’，北纬

40。38’叫1016’，西倚呼和浩特市，北靠察右中旗，东连察右前旗，南邻凉城县，
东南、西北、东北和丰镇市、四子王旗、察右后旗接壤。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卓资山

镇坐落在县境中部，1921年平绥铁路通车后，人口渐增，日趋繁华。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市镇建设加快，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市化水平提高，除了旧区进行改

造外，新区建设已具规模，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卓资山镇西至内蒙古自治

区首府呼和浩特市73公里，东至乌兰察布盟行署所在地集宁市52公里，为全县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卓资历史悠久，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繁衍生息。唐尧归冀州，虞舜时

属并州。西周时属并州代国，东周时为林胡、楼烦地。战国时期属赵国云中郡。

秦初分属雁门、云中郡。后为匈奴地。西汉到东汉属定襄、雁门郡，东汉末年到

三国归鲜卑。两晋南北朝初为鲜卑、柔然、突厥游牧民族争地，后为北魏王朝地。

隋朝属定襄郡，唐属单于大都护府，后属契丹应天军。辽金分属集宁路集宁县和

西京路丰州。元朝，分属中书省集宁路集宁县，中书省大同路丰州。明初属官山

卫，后为蒙古察罕右翼诸部。清初，属察哈尔正红、镶红、镶蓝旗。光绪十年

(1884年)属山西省归绥道丰镇厅、宁远厅。清朝末年，清政府为履约“庚子赔

款”，允许关内汉族迁徙垦荒，随后大量移民迁入。民国初年仍延用清制，将厅改

县。民国3年(1914年)属绥远特别行政区丰镇、凉城和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正

红、镶红、镶蓝旗。民国18年(1929年)属绥远省丰镇、集宁、凉城、陶林、武川和

察哈尔省正红、镶红、镶蓝旗，1937年旗县统归绥远省。是年秋，属蒙古联盟自

治政府巴彦塔拉盟o 1945年日本投降，恢复民国建制。是年10月，贺龙率领晋

察冀部队第一次解放卓资山，12月由凉城、丰镇、集宁、陶林四县析置为龙胜县o

1948年9月第二次解放，恢复龙胜县建制，隶属绥远省集宁专署，旗县并存，蒙

汉分设o 1952年5月经政务院批准改称卓资县至今，隶属乌兰察布盟o ·

2001年，卓资县辖9个乡5个镇，110个(原147个)村民委员会，947个

(原1274个)村民小组，9个居民委员会(社区)，227 06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2

300人。总人口中男性128 000人，女性99 06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73人。有

蒙古族2 002人，汉族222 917人，回族899人，满族l 212人，其他少数民族3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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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全县东西长92．6公里，南北宽67．7公里，总面积3 119平方公里。其中山

地占35％，平原占11．6％，丘陵占53．4％o总耕地面积(2000年)60 430公顷，

其中水浇地10 920公顷。森林面积361平方公里。草原总面积1 819平方公

里，可利用面积1．659平方公里。县内天然草场属低山干草原、丘陵草原和低洼

．地草地草原3种。地处西至淖尔梁、丁计梁，东至灰腾梁的北部“三梁”区，有天

然草场46 666．7公顷，加上荒地共58 445公顷，占全县草场面积的39．3％，是

卓资县牧业的主要基地，发展牧业潜力较大。

卓资县地处内蒙古高原阴山山脉东南麓，是个多山多丘陵，少平川地区，全

‘县滩川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2％o县境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全县最高点旗下

营镇柳背渠顶，海拔2 206米，最低点旗下营镇与呼和浩特市接壤的大黑河河

岸，海拔1 235米，全县平均海拔1 750米。境内山丘属阴山山脉的东延部分。

分大青山、灰腾梁、财神梁、铁炮山、(斧刃山)4个山系部分。大青山海拔1 500

米以上的大山43座，有奇峰23座。较为著名的有淖尔梁、通天柱、神葱垴、大南

梁、凤凰山等。灰腾梁海拔1 500米以上的大山有25座，有奇峰7座，为大平顶

山、黑山、牛心山、大脑包山、喇嘛孔岱山、平顶山、龙山。财神梁海拔1 500米以

上的山峰9’座，五黑明山较高。铁炮山(斧刃山)海拔1 500米以上的大山15

座，其中以斗金山、双耳山、南天门、粱山、神山、八棱山、明星山等较高。境内河

流(道)l 980多条，多为季节性河流，雨大山洪暴发，天旱河床干涸，常年有清水

的12条。分属大黑河、白银河和牛角川河三大水系。大黑河是县境的一条最大

河流，境内长87公里，年平均流量1．0549亿立方米。灰腾梁上有湖泊《当地俗

称早海子)近百，大者过顷，小者近亩，史称九十九泉，共222．3公顷。这些海子

”¨一⋯一．由予受地形|影晦，没有采源，只靠雨水和洪水补充，其中最大的尚属大狼素海子，

水面面积53公顷o

卓资县属中温带气候区，大陆性气候明显，季风影响显著。冬季漫长而寒

冷，夏季短促而温凉，春秋两季气候变化剧烈，温度年差较大，日照充足，年平均

气温2．5℃，无霜期短，为1lO～120天，最短年份只有∞天(1969年)o 1月最

冷，平均气温一16℃，极端最低气温一38℃(1968年12月31日)o最热月为7

月，平均气温18．3℃，极端最高气温35．2℃(1961年6月10’日)o最热月与最

冷月的平均气温相差34．3℃o绝对最高气温与绝对最低气温相差73．4℃o作

物生长期年平均llo天，全年降水量一般450厘米左右，极端降水量为588；9厘

米(1976年)o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野生动物主要集中在上高台、保安两个林场和淖尔粱、

灰腾梁草原。兽类有狍子、狐狸、狼、獾子、青羊、黄羊、鹿、豹子、松鼠、野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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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禽类有百灵、猫头鹰、雕、半翅、石鸡、沙鸡、野鸡、水鸭、鸿雁等。野生植物有云

杉、侧柏、小叶榆、白桦、早杨、河柳、山板榆、蒙古栎、山槐、暖条、胡榛子、海棠子、

文冠果、黄芪、甘草、大黄、防风、益母草、构杞、风仙花、蘑菇、蕨菜、黄花菜等o-，

卓资地质地形复杂，境内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20多种。金属矿有铁、锰、

铜、铅、锌、钨、金等7种。非金属矿有煤、油页岩、石棉、云母、石墨、石灰石、水晶

石、萤石、沸石、磷灰石、大理石、浮石、耐火石、膨润土等“种。黄金、大理石、白

云石、云母、石棉、石灰石、煤、铁矿石等颇有开采价值o

’卓资地区历经沧桑巨变，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各族人民，同样经历了凿

石为器、刀耕火种、结绳记事的原始时代；也经历了漫长的游牧生活和驰骋阴山

南北的风云时代；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衣不遗体，食不裹腹的“长夜难眠赤县天”

的痛苦时代；也饱受过外来侵略者蹂躏的战争年代，也有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走过的曲折

道路以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o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卓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主改

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变

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通过改

革开放。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发展势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

为65 407万元，比1978年的7 025万元增长7．3倍，人均达到2 880元，比1978

年增长1．1．9倍。工农业总产值1949年为3，897．8万元，到2000年增加到44

731万元(当年价)，增长10．5倍。农业总产值1949年为3 945万元，2000年为

26 022万元：，增长6．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965年为49元，2001年增加到1

862元。增长孙倍a财政收入1952年为154万元，2001年增加到4 008万元，

增长25倍o j
t

1949年以来，卓资经历了曲折起伏的过程o 1950～1957年，完成了民主建

设，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

7年经济发展较快，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达到7 365．5万元，是1．949年的1．89

倍，年均增长23．6％o 1958、1959年，搞“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违背

了经济规律，后通过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虽然纠正了一些“左”的

做法，但仍未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工农业总产值1965年仅是1957年99％o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了生产建设，工农业总产值1978年比

1965年增长25．65％o 1978--2000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

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城镇不断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鼓励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推进民营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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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推行股份合作制，扩大开放，加大内引外联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推进农村产业

结构调整，实施“进、退、还”战略，退耕还林还草，发展生态农业等一系列重大举

措，使全县经济得到振兴，社会进步，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农业卓资县在历史上属塞外牧区，到清末民初，山西、河北等地汉民不断

移居此地垦荒务农，经过长期演变，由游牧区逐步过渡为旱作农业区o 1949年

以前，农作物主要以莜麦、马铃薯和胡麻为主o 60年代以来，通过不断引进新品

种，逐步扩大小麦播种面积，形成了“两麦一薯加油料”为主的种植结构。农作物
’

主要有小麦、莜麦、大麦、荞麦、豌豆、蚕豆和马铃薯、胡麻、甜菜、蔬菜等。尤其是

马铃薯，栽培历史悠久，产量高，既是粮又是菜，还可加工多种产品，同时还出口

国外和内销上海、武汉、北京等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搞水利建

设，引洪淤澄土地，修渠打堰，平整土地，修建水平梯田，水浇地面积逐年扩大。

解放前，全县水利工程设施几乎没有一处永久性建筑物，仅有7条临时引水工

程，灌溉面积仅为630公顷。50年代之后，政府加大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相继建

成五龙、六苏木、福生庄、胜利南渠、哈达图、八苏木、牛角川、白银厂汉等灌区，修

筑了雷山等大型水库，1965年全县灌井发展到500多眼，灌溉面积6 000公瞬o

“文化大革命”中，1967～1976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即从

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增产措施上开展科学种田，常年战斗在农田水利

建设上的劳动力不下万人。尽管有许多工程不见效益或收效甚微，但仍建成4

000多公顷水浇地，保灌面积达到9 594公顷o 1980年后实行包产到户，调整投

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在巩固原有设施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农民兴修

水利的积极性，水利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到90年代，全县有完好机电井l 107

眼，筒井2 708眼，灌溉面积10 920公顷。由于水浇地面积的逐年扩大，使种植

业的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耕作制度通行一年一熟o“’
·

近年来，适应市场变化，为养而种，种植业结构调整，小麦、莜麦种植面积逐年缩

小，马铃薯、玉米、豆类、蔬菜、瓜果、药材种植面积增大o 2000年，全县农作物播

种面积60 026公顷，总产133 957吨，人均678公斤，分别比1952年的50 835

吨和423公斤增长1．6倍和46％o农业总产值(现行价格)40 867．7万元，比

1949年增长9．5倍。经济作物以胡麻为主，年产量1952年为2 098吨，2000年

增加到3 542吨，增长69％o 1995年以后，农民看好市场，蔬菜、瓜果、药材种植

面积增长很快，形成区域化发展态势。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培育，

生态农业，效益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格局，必将取代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

畜牧业明末清初，卓资人烟稀少，水草丰盛，牧业兴旺。此后，由于耕地扩

大，以农挤牧，牧业经济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疫病防治、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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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农民养畜积极性的提高，从50年代开始，引进优良种畜，改善了畜种结

构。到1957年大小畜达到155 882头(只)，比1952年增长46％o 1962年贯彻

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镧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农民的积极性仍不及人民公社化前o 1961年后

允许社员饲养少量自留畜，到1965年大小畜增加到211 557头(只)o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镧，牲畜作价到户，调动了农民养畜积极性，特

别是1992年以后，由于实行“进、退、还”战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的

推动下，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到20∞年家畜总头数年末(以下各项牲畜数均

为年末数)达到302 310头(只)，比1965年的243 017头(只)增长24％，其中大

畜50 484头(只)，比1965年的48 858头(只)增长3％，小畜(羊)207 316只，比

1965年的165 609只增长25％o生猪44 510口，比1965年的31 460口增长

41％，畜牧业产值达到8 947万元。家禽以养鸡为主，品种主要有来杭鸡、边鸡b

卓资山“熏鸡”以边鸡为原料而闻名于京包铁路沿线乃至全国。 “

林业全县天然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境内的蛮汉山山脉的保安林场和大青山

山脉的上高台林场一带，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分布o 2000年全县森林总面积36l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11．7％o主要树种有白桦、山杨、山榆、蒙古栎(柞树)、山

杏、山樱桃、胡榛子、沙棘等。卓资县林业发展，围绕“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经历

了三个阶段o 1978～1985年为一期工程建设时期，随着“森林法”的实施，林业

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出现了林业发展的全盛时期，全县出

现了2 000个林业专业户、重点户，8年造林34 933．3公顷。1986～1995年为二

期工程建设时期，这一阶段累计造林9 000公顷o 1995～2000年为三期工程，由

于加大了林业投入，先后启动了生态环境建设，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草)和天然

林资源保护等工程，从1998年8月至2000年8月，2年时间就造林4 826．7公
顷。到2001年全县人工林面积24 533公顷。全县有国营林场2个，苗圃2个。

境内中药材79个规格品种，其中家生药材5种。年收购总量30吨以上。常年总

值30万元。林业总产值2000年为2 625万元。

工业县内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部为手工作坊o 1949年全县有

个体作坊匠铺270多户o 1956年经改造组建为手工业合作社(组)30个o 1963

年国有工业厂矿发展到5家，产值430万元o 1985年发展到26家，同时建立起

多种形式的联合企业18家，对外引进项目13个o 1985年后，国有企业由于受

市场经济的冲击，多数不景气，通过实行改革，鼓励支持发展个体工商业，原属国

有、集体企业经过拍卖、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全部转制为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

业。在改革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卓资县委、政府充分利用县域和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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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以培育具有卓资特色的绿色食品产业、肉食品产业、建材工业、高耗能工业和

旅游业为重点，加大横联引进力度，广泛开展引资活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逐步

走出一条依托优势引项目，借助外力求发展的成功之路。一大批外来独资、合资

企业纷纷在卓资落户o 1995～2001年底，全县共引进合作项目34项，协议引资

6．18亿元，已到位2．44亿元。2001年全县城乡个体工业1 402户，从业人员6

046人。工业总产值41 475万元，销售收入37 842万元。工业企业主要有采矿

业，皮毛皮革，肉类、粮食、油料、木器、农林副特产品等加工业，建材业，稀土冶

炼，毛纺，燃料，化工，造纸，食品，酒业，印刷等项目，近l 700户。卓资县熏鸡生

产始于30年代初，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全县中小型熏鸡生产企业近百家，

从业人员600多人，年销售量100多万只，营业收入2 000多万元。乡(镇)、村

办工业始于50年代后期，2001年全县乡镇企业(包括商饮业、建筑业等)由1984

年的1 029家发展到7 638家，从业人员由1984年8 9t14人，增加到4．2万人，

实现总产值25．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6．94亿元，营业收入23．1亿元。展望未

来，卓资依赖其地理、交通、资源优势和开放的优惠政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必将加快，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必将到来。

电力 交通运输 邮政电信 1958年卓资建立小型发电厂，开始使用电

力，年发电量仅为20万千瓦时o 1969年建成卓资山变电站，并在县境建成lO

千伏的配电线路4条。随着经济发展，电力供应、输电线路也逐年增加，截止

2001年，县境共有35千伏线路101．3公里，10千伏线路1 070公里，配电变压

器629台，总容量32 093千伏安。全县14个乡镇，110个行政村，1 026个自然

村通电，行政村通电率达100％，自然村通电率达96．5％o全县年供电量2 751．

·，⋯。 幸万千瓦酵o loag*年卓资县境内能够遥车的简易公路孓条，总长200,多公岛
现境内有干线公路2条，计长146公里。呼市一集宁公路(原110国道改为

S305省道)，县境内长58．84公里o 110国道途经卓资境87公里，8个乡镇。有

省道公路2条，计长73公里。旗县公路4条，计长139公里。乡道公路8条，计

长235．26公里o 2000年货运量54．8万吨，客运量lO万多人(次)o铁路运输

始于1921年，京包铁路横穿县境4镇3乡，总长88公里，设有火车站11个o

1980年县内自动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市话拨号自动化。到2001年底交换机

容量达到9 144门，市话用户数达7 061部。随着联通和移动事业的发展，长途

电话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农村邮路总长230公里，农村投递邮路总长802公里o

2000年累计订销报纸‘573 552份，累计杂志期发数28 849份。国内长途电话

620 036次o ．

金融全县金融机构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4个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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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联社。非金融机构有人寿保险支公司，财产保险支公司，有邮政储蓄1

个，储蓄机构14个，信用社17个，2001年全县储蓄存款余额达到40 457万元，

比1978年增长673．7 96，人均储蓄1 781元o

商业外贸卓资县商业兴起较旱，早在清末民初就有成名挂牌的商号。

衡年代，卓资山、旗下营两个主要集镇有商号近百家，从业人员400多人。到

1953年商号发展到487家，1989年达到925家，有职工3 477人，全年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7 001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649万元。到2001年全县个体私营

商业企业发展到7 638家，从业人员增加到4．2万人口商业零售额11 433万元。

卓资县对外贸易起步于1966年o‘1972年兴建冷库1座，1973年成立外贸公司，

先后建成50万只家兔加工车间，容量200吨的地下冷库和千只水貂饲养场，以

及年加工土豆900万公斤的淀粉加工车间，年生产淀粉900吨。出口商品10余

种，有的远销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o 19绀一1985年共收购活家

兔245．6万只，出口冻兔肉1 638．6吨，销往新加坡土豆17 219吨。还出口传统

工艺地毯、优质貂皮、肠衣、蒸制骨粉、骨粒、亚麻絮、牛羊皮、羊毛、山杏杏核等。

旗下营制帽厂在70年代生产的“山丹花”全兔皮男帽等产品行销苏联、德国、法

国、荷兰、日本等国，创外汇227．05万元。腾达公司兼并外贸公司后，主要生产

加工牛、羊、家兔、熟制品共5大类40多个品种，销往深圳、广州、北京、呼市、包

头等地，年屠宰量lO万头(只)，年产量200多吨o

旅游灰腾梁众多旱海子古称九十九泉。草原风光迷人，星罗棋布的湖泊

点缀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每临夏秋之季，蓝天、自云、绿草、百花、蒙古包构

成一幅迷人的草原风光，骑马游草原使人乐不思蜀。不远处有战国时代赵长城

遗址，辽金时代的“点将台”，蒙古族祭神的“敖包”，更给这里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每到盛夏，国内外游人纷纷来此避暑观光、游览。旗下营镇五塔亥至红召乡厂汉

脑包的九龙湾，长约15公里，这里满坡白桦，山势险峻，绿树葱郁，奇花异草遍布

山野，深涧泉水，长年流溢，山峦碧潭，青溪翠涧，风景秀丽，令人神往。每到夏

季，山间草木葱茂，谷底流水潺潺，草丛兽群出没，树中飞禽啼鸣，真可谓色彩斑

斓。更有苍劲的落叶松，挺拔的云杉，茂密的白桦，满山郁郁葱葱，加之五颜六色

的山花点缀，更觉如织如锦，分外妖娆o 1984年开始，这里被开辟为旅游区，吸

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到此观光。此外座落在110国道卓资山镇西10公里处的卧

佛山，堪称一大景观，吸引过往行人驻足、停车观光，现正在开发。大榆树明星沟

风景诱人，很有开发价值o

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卓资县文化开发迟缓，清末民初始有私

垫，民国初年，只有小学8所，317名学生，14名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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