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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武川县志》正式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武

川是我的家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个文化比较落后的

地方。这部志书的问世，是文化进步的一个标志．因此，我表示

衷心的祝贺o

’武川有着光荣的历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各族人民，保

卫家园，战胜灾害，农耕牧养，生息繁衍，度过了艰苦漫长的岁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于1925年建立了中共武川县工委。武川人民

为着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不怕牺牲， 投身革

命，其问志士仁人，层出不穷。1938年，八路军开辟了大青山抗

日游击根据地。武川人民跟随共产党，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者，踊

跃参军参战，创建民主政权，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英勇

悲壮的业绩，可歌可泣的人物，都应该载入史册，让人们知道今

天的生活来之不易，进而激励后人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争取

更大的光荣o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川人民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破愚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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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使山川更加秀丽，城乡．

一派生机。在这种形势下，武川编修县志，堪称远见卓识之举，

实为有战略眼光的一步棋。武川人民必将继往开来，昂首阔步于

振兴中华之新潮流o．
’

看了《武川县志》，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这部志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方针，备述全县地

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内容丰富，

叙而不论。
一

，

二、体例完备，表达准确。作为“一方之全史’’，一县之百

科全书， 这部志书纵述千年史，横记百业事，篇目规范而有创

新，表述严谨而无衍文。记、志、传、图、表、录，相辅相成，

编、章，节、目层次分明。取事繁简适当， 用语简练流畅。

三、资料性强，适用性广。作为一部科学文献， 《武川县

志》以大量的数据、确凿的事实，系统地记录了武川的环境资源

和社会状况。 “鉴往事而资治道”，为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

据，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四、富有特色，深蕴垂训。这部志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民

族特色和时代气息。所载事业的盛衰得失，人物的是非功过， 对

当代及后世均有借鉴价值、启迪作用。

抚卷再三，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往事尽收眼底，感慨

遥寄乡梓，愿武川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箱神文明建迓

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内蒙古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郝秀山’
，‘‘ 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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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武川自北魏置镇始，迄今一千五百五十多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1903年)设厅建治以来，历时84年。其间风雨春秋、沧桑巨

变、繁纷世事及祖宗贤达，向无专著。每言及此，我们深感遗憾。

现在终于写成了《武川县志》，这是武川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

可谓我县文化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工程。

《武川县志》80多万字。 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力图系统地记载本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存

往事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成为一部科学资料书，以便今人后

代鉴古察今，兴利除弊，励箱图治，建设武川。 ·

武川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千百年来，敦厚善良、勤劳朴实

的武川人民，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表现了特有的品格。当年的豪杰时事，散见

于史册典籍，今存的文物遗址，遍布于县境山川。现代史上，军

阀混战，匪盗蜂起，外敌入侵，豺狼横行：正值生死存亡之秋，，-

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大青山，于是匹夫尽责，烈士尽忠，武川人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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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三座大山，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凡此种种，本志概予直书实录。

古人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必

将被未来称作历史。我们这代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担子，如实记

录当代的经济状况及社会人物，以免被时问的流水冲淡、湮灭，

使来者“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实为责无旁贷之务， 于今于

后，皆有“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o
’

历来修志，工程浩繁。我县于1981年8月开始，历经两年多

时间，搜集整理大量资料后停顿。1986年10月又重新组建专

班，发动各行各业写专业志稿，提供资料数据。志办编纂人员寒

暑易节，昼夜伏案，集一千五百余年之史实；汇编成册，其问翻

阅资料，韦编三绝；查证核实，数易其稿。方方墨染小字，洋洋

数十万言，乃数百人心血之结晶，其苦心劳作当与志书共荣。书

成再看，又觉尚存缺憾，殊感修志艰难。挂漏之处，恳请有识之

士指正，后续志者补缺o

《武川县志》成稿之时，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喜

庆之日，谨以此作为献礼；祝贺自治区更加繁荣、昌盛。武川人

民当以本志为乡土教材，深入进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共

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锐意改革，艰

苦奋斗，以振兴中华的光辉实践，谱写新篇章，载入新史册：

． 中共武川县委书记】隶汝正▲ ⋯⋯。⋯。’一一

武川县人民政府县长赵国玉
‘

1987年8月3日



凡例 l

凡例

。 一、本志为通志：记事溯源，力求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阶段，下限至

1986年底，取事以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为原则，着重记述当代历

．史及现状。

二、编纂本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针是求真

存实，力图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o

‘三、本志篇首设概述、大事记，简要介绍本县的基本情况及境内有史以

来的大事要事；主体部分设地理、农牧林水、工交邮建、商粮财金、党政群

团、军事、抗日游击根据地、教科文卫、社会，人物，计10编、58章、250节，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篇末附录，辑收地方文献、碑帖艺文等单项资料。概

述、大事记，附录和本志编修始末不入编。
。

四、篇目的拟定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适当考虑各行

政单位的体制、机构及其业务范围。总体上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 目

到一，二，三⋯⋯除部分章节外，一般不再分子层o’
‘

五、表途，‘以文字为主，辅以图、表、照片。文体用现代语体文。概述

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以时系事，

其余皆用记叙文体，叙而不论，寓褒贬于材料之中。

六。入志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或有较大影响者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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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籍的j群众中的、近现代的为主。遵循惯例，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卒

年先后为序；列表人物不以生死为限，主要是自治区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各

行各业中成绩卓著、颇有声誉的劳动人民，籍隶本县的县团级以上千部、高

级知识分子和出国留学人员，以成名或出生先后为序，英名录以牺牲年月先

后为序，其他人物确有可记事迹者，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入予以记述。

七，选录艺文的标准是，著名人士、作家写武川或在本地期间写下的作

品、题词。文化艺术章中所载的文学作品选目的标准是，本籍人在自治区

(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包括展出、演出)的作品，以及获盟级奖励的

作品。

八，历史纪年，解放前，除记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军队和群

众团体的活动用公元纪年外，其余均用旧纪年，一节中首次出现旧纪年

时，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记“年代’’，均为20世纪

之年代，故年代前未加“世纪”字样。本志所称“解放后护，以1949年9月

19日本县解放为起始日。

九、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当时版图为限，解放后，’以现行版图为限。

十、地理名称、机构及官职的称谓，均依当时当地的称呼记录，必要时

夹注今名。

十一、数据，用本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统计局缺的，用有关单位提供

的数字。数据的表述，按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

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

专列章节，在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记述。

十三Ⅶ解放后历年的各项经济数字；除工农业总产值及工业、农业产值

按1980年不变价折算外，其余均为当年价。
’

．

十四、度量衡单位，一般均以国家标准计量法换算为公制。

十五，凡需说明，解释的事宜，或引文出处，都用脚注或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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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武川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属乌兰察布盟。县境南连巍巍青山，

北接茫茫草原，东邻乌盟的卓资县，西毗包头之固阳县。县城可可以力更

镇(正音蒙语为呼和额日格，译成汉语为青色的崖头)与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

市仅一山之隔，相距45公里，有盘山公路相通。县境地形南高北低，南山北

丘，总面积4 88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41．9％，丘陵占50．4％，滩地河谷

占7．7％。境内8条河流，多为季节性河流，雨大山洪暴发， 天早河床干

涸。海拔最高2 327米，最低1 240米，～般在1 500—2 000米之间。气候的特

点是：春季干燥风沙多，夏季短促气温高，七八月份雨量大， 冬季严寒时间

长：全年降水量少，温差较大，日照充足。年均气温2．5。C，年均降水量360．4

毫米，年均无霜期105天，历年最大冻土层深度2．5米，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

武川，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设厅，民国元年(1912年)改县，

沿袭至今。置县时，县境总面积两万平方公里，包括今之乌兰花、大滩、旗

下营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划逐步演变为现境。1986年未， 全’

县164 872人，其中，汉族占98％，蒙古族占1．8％，其他民族占0．2％。全

县人口中，农业户口150 199人，占91．1％。每平方公里平均33．75人。是个

蒙古族自治，汉族居多，还有回、满、藏等族的民族杂居地区。

1986年，全县设19个乡，1个镇，129个村(居)民委员会，有970个自

然村。县城可可以力更镇座落在县境偏东部的大青山北麓、昆都仑河畔，始

建于清雍正、乾隆年间，至1986年，建成区面积3．17平方公里，有大街小

巷56条，常住人口18 026人。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都设在县城，是全县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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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古代山川秀丽，地貌多姿。火青山区“草木茂盛多禽兽"(《

汉书·匈奴传》)，漫山遍谷古木参天，苍然如海，松柏连抱，无所用之：

山北丘陵滩川，广袤无垠，水草丰美，丛绿蔽野，实为北方游牧民族之天然

苑囿。北魏和金代汪古部人曾在此垦殖。元朝和明朝前期荒芜。明朝嘉靖年

问又有垦殖。清自乾隆开始，山西等地汉民时有迁入，租垦牧场。清末民初，

官方放垦，县地遂为半农半牧区。当时的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但囚

初垦，地力尚强，粮产甚丰，．故有“后山粮仓"之称。武川粮油收成好坏，

与前山民食关系甚切， “山后欠收，山前之粮价必昂”(《绥远通志稿》)。

乾隆年间修筑绥远城，后又广修堂舍庙宇，大青山之原始森林迭遭破坏。《绥

远通志稿》载： “绥远城工竣，大青山之木遂空。”日军入侵本县后，山林

被焚烧破坏更为惨重。尽管如此，大青山区仍为野物繁衍之地，几经滥伐、

焚烧的林地又有复，王。次生林区的杨，桦树和灌木遍布沟掌、陡坡乃夏山

顶。这些杨、桦树林，每年问伐可提供民jf{镓材8万多条，加之人工植树造

林，已能基本解决县内椽材的需要。野生的柳条、胡荆和再生桦条．不仅是

山区人民的燃料，而且可以编织多种家具和农具，销于附近旗县。

大青山区出没的青羊，其皮是上好的裘料，其血又是名贵的中药。还：i：‘

北山羊、岩羊、盘羊、土豹等，‘尤以狍子、狐狸、野兔为多。野鸡(环颈

雉)、石鸡、山鸽、鹌鹑、沙鸡、半翅等飞禽，肉味鲜黄，是古代的御膳珍
口

7

口口。

武川是药典中记载的黄芪的主要产地，清末民初已获“北芪之乡刀美称。

现已由野生发展为种植。1984年，黄芪产量40万公斤之多。本县的党参也闻

名东南亚。还有麻黄、狼毒、柴胡、黄芩、知母、秦艽、防风、赤勺、郁李

仁等近二百种野生药材。1970年以来，全县地产药材年销售量在30万公斤左

右。

武川，因其地域广阔，地质地形复杂，境内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尤以大

青山区为甚。现已探明的矿藏有26种，矿点200余处。其中，黑色金属有铁、

锰等，以铁矿矿点为多，储量在5 000万吨左右，有色金属有金、银、铅、锌、

钨、镍等，砂金矿基本遍布全县，脉金矿含金品位平均在12——15克／吨，

富者高达40克／吨；非金属矿有石墨、石棉、云母、石灰岩、大理岩、花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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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榴石、硅石、钾长石等。庙沟南山的石墨矿．巳探明的D级储量达

l 665万吨，而且矿体出露好，易开采。武川的褐煤资源丰富，开采年代较长，总

储量约1．68亿吨，其中，约5 000万吨的风化煤中，含腐植酸成份在50％以上。

武川现为半农半牧区。全县土地总面积732．75万亩，其中，宜林地50．6

万亩，占6．9％；宜牧地373．1万亩，占50．9％；宜农地263．3万亩，占35．9％。

1986年有耕地153万亩，全县人均9．3亩．其中，水地保灌面积5万亩，还有

少量二阴地和能浇洪水的拉沟地，余则全为常年不过水而靠天吃饭的旱地。

农作物以耕种粮食为主，品种主要是小麦、莜麦、荞麦、山药(马铃薯)和

胡麻、油菜籽，其次是豆类、黍类和少量的蔬菜、瓜类。以小麦居多，以莜麦

著称。莜麦是武川一宝，常年产量1 500至2 500万公斤。武川人民同莜麦相依

为命，人们喜吃愿种，粮草皆用。经科学化验，莜麦的营养价值要比小麦，

谷米、稻米，高梁，玉米等粮种高得多，其主要特点是植物脂肪丰富，食后

能分解出一种亚油酸物质，有防止高血压、动脉粥状硬化、冠心病等功效。

故武川莜面闻名区内外，仅呼和浩特市就开设武川莜面馆十几家。武川麦片

厂所产的麦片即莜麦片．销于国内24个省市区和香港。武川的荞麦， 以其品

质好、出粉率高而深受外商欢迎。进A．80年代，每年均有出口，1985年出口

55万公斤。

武川的牲畜，大畜有牛、马、驴、骡、骆驼，小畜主要是羊，家畜家禽

还有猪、鸡j兔。骆驼是解放前当地长途运输的主要工具，解放后，随着运

输工具的机动化，骆驼在武川县境已为罕见之物。

武川县城通往呼和浩特途经大青山顶有一蜈蚣坝，．古称“白道岭"，是

沟通青山南北的咽喉孔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时期，为拒匈奴人南

下，曾在这一带修筑许多城堡。北魏道武帝拓拔硅(鲜卑族)在县境山川要

地连败异族，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后设武川镇，为北魏“军事六镇"之

一。武川是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的故乡。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的先祖都

曾为武川镇将。

交通要冲蜈蚣坝，是旧时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旅蒙货商以粮油、杂货与

蒙古，新疆交换皮毛牲畜的必经之地，故武川在乾隆时期已成为青山南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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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纽带。至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商业逐渐发达，旅蒙货商经此往返于

归化、大库伦(今蒙古的乌兰巴托)、新疆者络绎不绝。民国初年，县城可可以

力更镇计有大小商号百余家，～条南北大街，车水马龙，尤以粮行最盛。伴

随农业、商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开始兴办小煤窑，随后出现土法开采水晶，

石棉和熬制食盐业。手工业历史较长。外蒙宣布独立后，通蒙商路阻塞。民

国十七八年连续大旱，又屡遭兵燹匪患，商号因此闭息，市面冷落。后虽有

复兴，但远不及往昔。

武川人民勤劳朴实，富有革命斗争传统。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

元1907年)，有识之士即陆续加入同盟会，为推翻封建王朝，实现民主自由

而奔走。1925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武川县工委。1938年，李井泉，姚酷等率

军挺进大青山抗击日寇，地方组织游击队紧密配合，在蜈蚣坝首战告捷。武川

人民参军参战、拥军拥政，同抗日支队并肩战斗，拼死于战场的英烈数百人。

因反抗而惨遭杀戮者为数更多。1986年，在可可以力更镇街心建起“大青山

英雄纪念碑”，以旌前教后。李井泉同志在缅怀大青山斗争时说： “武川是

大青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带"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7年来，武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进行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49年

只有1 542万元，1986年增至6 085万元，增长近3倍，其中，工业总产值1949

年仅17．86万元，1986年增至2 358．4万元，增长131倍c：人均国民收入1949年

为146元，1986年增-_至352元。

从1953到1986年，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7．78亿公斤，年均交售2 288万公

斤。1953到1983年，农民向国家交售菜羊128万只，年均41 290只l交售菜

牛63 457头，年均2 047头，交售生猪566 450口，年均18 273121，交售羊毛、

羊绒956万公斤，年均31万公斤。

预算内财政收入，1949年为51．6万元，1986年增为630万元。1957年

前，财政自给有余，9年上解国库723．1万元。从1958年开始吃国家补贴，

多]1986年国家共补贴8 309．7万元，此间上解国库878．4万元。纯吃国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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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7 431．3万元，年均256．25万元。

解放37年采，武川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起伏的过程。1950到1957年

间，完成了民主建政、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这8年，经济发展较快，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2 968万元

是1949年的192％，年均增长8．5％。其中，农业增长8．2％，工业增长22．3％。

1958到1965年间，初期由于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刮浮夸风·

和“共产风’’，违背了经济规律，后虽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仍未充分调动起来，故工农业总产值1965年2 275“

万元，仅是1957年的76．65％。如将这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加全平均计算，

与前8年的加全平均数相比，只增长了11．31％。1966到1975年，发生了“文

化大革命矽运动，对生产有很大的冲击，但经调整后的国民经济尚有活力，

加之贯彻农业“八字宪法黟，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工农业总产值1975年5 458．15

万元，仁h1965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9．1％。1976年，农业大丰收，带动工

业增产，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 303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从1977到1986‘

年间，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左矽的错误，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城乡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这10年间，尽管多数年份遭灾，但198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仍仁L1975年增长，

11．48％，其中，工业总产值仁L1975年增长94．21％。

。农牧林业是武川经济的基础。解放初，农业(包括林牧业)产值占工农

业总产值的98％，而种植业又占农业总产值的80％。经土地改革，农民摆脱，

了封建剥削制度，随后又步入互助合作道路，生产力得到解放，又值1954年和

1956年两个丰收年，故1957年与1949年相比，种植业产值增长近‘1倍，大小’

畜增长1倍多。达到208 108头(只)。1958年开始，体制公社化，生产“大，

跃进刀，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吃“大锅饭”，又刮“共产风”，挫伤了农民-

的劳动生产积极性。1962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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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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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种植业产值1965年仅是1957

年的72．49％。，1961年后，允许社员饲养少量自留畜。至z]1965年，大小畜增?7
。墨433 596头(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展农业学大寨，贯彻农业“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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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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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至1976年的10年间，投入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近3 000万元(国家投资

近1 000万元，社队自筹近2 000万元)，常年战斗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的劳力不

下万人。尽管许多工程不见效益或收效甚微，但仍建成15万亩水浇地，其

中，保灌面积12万亩，加之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科学种田收到明显效

益，至fJl975年，种植业总产值ELl965年增长81．92％，大小畜稍有减少，为

414 098头(只)。1981年，农村普遍实行“包产到户"形式的联产承包责

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次高涨，各种专业户、重点户象雨后舂笋，层出

不穷，农业生产出现新的生机。尽管连年干旱，农业总产值增加无几，但由

于乡镇企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却有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温

饱有了保障，穿破衣褴衫、住草房泥屋的日子巳宣告结束。1986年，城乡个

人储蓄余额1 661万元，人均101元，其中，城镇人均544元，农村人均54．5

元。
’

林牧业是武川之祖业。近一个多世纪，由于挤牧从农，搞掠夺性种植，

地力消耗殆尽，生态有失平衡。1958年后，虽大宗财力、人力投放农田，

但收效甚微。以粮食产量为例，按年代计算，60年代低于50年代，七八十年

代仍不及50年代。】981年开始贯彻自治区“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矽的方针，

。。打破“以粮为纲"的生产结构，畜牧业得到较快发展， 当年大小畜增到

482 268头(只)，创历史最高水平。占县境面积近半的大青山区，既是发展

林业的良好基地，又有四大天然牧场。1981年后，全县凡不适宜种植的坡梁

地、沙碱滩逐步退耕种草，还林还牧。县境西北四乡，按照开发建设大西北

的规划，已建成主副林带126条，种草6万亩，这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作用日

见明显。因1985年遭旱灾，1986年大小畜降至416 608头(只)，但改良种

畜和良种畜已占60％多，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4％，

上升到37％o森林覆盖率为6．4％。

武川工业起步晚，基础差。1949年，全县仅有手工业作坊76家，多为前

厂后家的冢庭手工业，且以修理服务为主，唯“曹铧炉刀一家属工场手工

业，其产品质高价廉，远销周围旗县。当年全县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1 6％。1958年，全县城乡大办工业，工业企业猛增到234个，当年投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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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77家。大办工业企业，虽有一时盲目

7

冒进之弊，后经调整有部分下马，

但已开创了武川工业起家立业的新阶段。，新建的发电厂1959年“五·一”送

电；县农机修造厂从70年代开始成为华北I号油泵的修复点，有几个公社农

机修配厂可以制造多种小型农机具，如机动饲料粉碎机、切草机、手摇播种

机、马拉收割机、整地机和装配小四轮拖拉机等，县水泵厂的生产已列入国

家计划；两个国营煤矿，特别是流通壕露天煤矿已实现机械化开采，，年产褐

煤突破5万吨，尤以砂金的发现和开采为最，对全县人民的经济生活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到1977年，全县工业产值增为1 700万元，恰是1949年的100

倍。
‘

1979年后，工业生产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行

各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发挥矿藏优势。联合开采

的石墨矿和铁矿成为本县的骨干企业，新建的现代化制粉大楼，年产面粉700

．万公斤，年产万吨的水泥厂正在扩建；乡镇工业企业增至-rJ52个，年产值达千

万元； “寿"字牌燕麦片， “武川老窖"、剪绒少帅帽、各式皮布鞋等轻工

产品，受到区内外用户的欢迎。到1986年，全县工业企业巳发展到82个，其

中，地方国营厂矿企业18个，即砂金矿、脉金矿、流通壕煤矿、石墨矿、铁

矿、水泵厂、水泥厂、砖瓦厂、大理石厂、农机修造厂、印刷厂、制酒厂、

麦片厂、粮油加工厂，水修厂、汽修厂、副食品加工厂和石棉制品厂，全县

国营工业产值近千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6 011元。

解放后武川商业开始复兴。1949年，全县私营商饮服务业有177家，其

z’ 中，夫妻商店和小摊贩占70％以上。1950年，国营、供销合作商业诞生。到

／ 一1956年，私营商饮服务业实现公私合营和合作经营，城乡市场已为国营、供

销合作商业所占领。从1958年开始，商业机构大合并，供销社并入商业局，

合作店、组改为国营，又割“资本主义尾巴刀，形成独家经营， 当年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706．7万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流通体制，实

行店、组承包，发展集体，个体商饮服务业，变独家购销为众家经营，商饮

服务网点遍布城乡。特别是1979年以来，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城乡物资交流

会，活跃了城乡经济，方便了群众生活，效益显著o 1986年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增垒Ij 4 64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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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武川的交通邮电已四通八达。到

1986年，县境内公路总长442．5公里，公路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09公里，每

万人27公里§有载重汽车241台，从事运输的大中型拖拉机335台，手扶车、

小四轮拖拉机1 163台，当年货运量23万吨，人均1．4吨；载客大轿车，每日

除由县城直达呼和浩特、集宁的4个车次外，途经县城的客车达30个班次，

客流量日均900人次，最高达1 500人次，基本实现了乡乡通客车，可谓南来

北往，畅通无阻；全县970个自然村已有743个通邮，60％的邮路实现邮运投

递机械化，全县19个乡和123个村民委员会都通电话；县城已使用拨号自动

电话，全县有载波主干线路5条，已构成电报网络。
、1

武川，文化开发迟缓，清末民初始有私塾。民国10年(1921年)在县城

建立第一所公办小学校，现已发展为153所。1956年，在县城建立第一所中

学，现已发展为22所。武川民性敦厚纯朴，素来勤耕苦读，人才辈出。20世

纪30年代，已有从事电影摄影和导演的文化名人。40年代有不少人考入高等

学府，从政从军登上社会舞台。六七十年代荣任教授、总工程师的人已有多

人。80年代，本县教育更上一层楼，每年向高等院校输送百余名学生，初等

教育的普及已达部颁标准。武川，素有“爬山歌海刀之称，相传已有百余

年，至今在劳动人民中随时都可听到彼伏此起的嘹亮歌声。早在1953年，武

川歌手就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央领导人献歌，受到赞扬。30多年来文化事业

发展较快，机构、设备、场地日益齐全。武川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农村

缺医少药的状况已经改变。县医院初具规模，技术力量雄厚，科室设备比较

齐全，能做颅脑等手术，被自治区命名为“文明医院”。1950年以来，鼠

疫、霍乱、天花无一例发生，其他传染病和地方病巳达到控制指标。武川是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进入80年代，人口自增率已稳定在5‰左右。

1982年统计，全县人均预期寿命64．4岁。

、 英雄一代千秋业i敢说后人胜前贤。总结近40年的建设实践，武川人民

正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靠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腾飞。如今，全县人民竭

尽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毋庸置疑，一个更加繁荣昌

盛的社会主义新武川定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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