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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平 努尔买买提·依布拉音

第一部全面、系统、详尽记述伊宁县历史的《伊宁县志》，经过编纂人员的

辛勤笔耕，今天终于问世了，这是伊宁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意义深远。

伊宁县历史悠久，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弓月城(遗址在伊宁县吐鲁番于

孜)是唐代在西域重要的军事、政治和商贸中心，也是重要驿站。清乾隆二十七

年(1762)，清政府筑城于固勒扎，赐名安远(后改宁远)，光绪十四年(1888)设

宁远县，县治宁远城。民国3年(1914)更名伊宁县。

1952年5月，由伊宁县析置伊宁市。1957年伊宁县党政机关由伊宁市迁

至吉里于孜。

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块6 253平方千米美丽富绕的土地上伊宁县的各族

儿女艰苦奋斗，努力拼博，为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家乡的繁

荣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伊宁

县各方面的发展更加迅速，成绩更加突出，全县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修志可知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明得失、察未来。我们认为《伊宁县志》以

大量翔实的资料真实反映全县历史，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服务于现

实，服务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通观全书，过去伊宁县的开发和发展，靠的

是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合作；今后伊宁县的繁荣和昌盛更加需要依靠汉

族与各兄弟民族的亲密团结和共同努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团结、稳定、统

一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

注；李宁平为中共伊宁县委员会书记。努尔买买提·依布拉音为中共伊宁县委员会副

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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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认真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伊宁县建设得更加富裕

和美好。 ．

《伊宁县志》上溯古代，下限至1990年，以编、章、节、目为框架，以记、志、

传、图表、录为形式，记载了伊宁县的建制沿革、自然地理、经济建设、政治军

事、文教卫生、文化科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并按照“详今略古”的

原则，重点记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变革和经济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

迅猛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过程中，将

为社会各界提供丰富的各类资料信息，为各级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和历史借鉴，为人们认识伊宁县、建设伊宁县提供宝贵的史料，它必将能够起

到鼓舞全县人民发奋图强、继续前进，促进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积极作用。

值此《伊宁县志》付梓之际，我们谨向为成功完成县志的编纂人员，各单位

大力支持修志工作的领导，评审志稿的专家、学者以及自治区、州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和兄弟县(市)的热心指导、帮助表示诚挚谢意。

2003年1月



凡 例

一、《伊宁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伊宁县经济、政

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二、本志以记、志、传、图、表、录为体裁，采用编、章、节、目结构。概述、大事

记、丛录不列入编的序列，部门专志横排竖写。部分编首设无题引言。共设26

编，108章425节。 ．

三、本志力求贯通古今，下限断至1990年。为备考查，1991"-2000年县内

大事及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收入丛录。

四、本志资料来源，以档案资料为主，也采用专业部门的资料，辅以历史文

献、图书、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统计资料以县统计局资料为准，部分由专业部

门提供。

五、本志记时，民国以前用汉字书写朝代年号，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均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律用公元纪年，世纪及年代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文中用汉字书写的月日为农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为公历。

六、历史人物、官职、地名均依当时习惯称呼，少数民族人名都加父名(个

别无从调查者除外)。人物立传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以对伊宁县历史产生影

响的人物为人传标准。烈士、离休干部县民政局和老干局已有专册，本志不再

记入。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名采用《伊宁县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

七、计量单位、币制币值，均按当时实用计量单位名称。

八、本志使用的专用名称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重复出现则用

简称。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中国共产党伊宁县委员

会，简称“县委’’等。

九、本志中的自治区、自治州、地区、兵团，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伊犁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简称。

十、志书中的“新中国”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一、书中地图不作为划界依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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