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錾
篓蘩

篾嘉

：f栅‘
鬻霸i51}!!==≈目=!j==#＆＆自

强躺鹫蠹蕊舞瘟攀蔫藕
#=§{《=《}紫《；曼i#：目

巢签攫差雾磊鬻鬻藿凿鞭卷糍黼塞攀棼罄菪
02§{=兰=荆目《蒜；姜冀

垂羹羹=：=目∞∞=粼；iS!#===《鋈麓冀鬻搽鹫醴罄警嚣攀摧善黼雾夏雾嚣粼
崩醴蓥誊蕊麓蚌嚣兰鲞囊霹登蠢蠹蠹籀缫鬃鬻霾羹霪露鐾趟蛊∞*目a＆毒嚣=￡掣警；彗量

霎囊粪篓饔噩堂差墓誉煮蒜箍鍪溅
拦肇誉鋈拦骥麓鞲糍

≥妻_『≥爹；善≥≥

鲞鎏参!≤
雾黍鬻鬟鹫墨强嬖茬兰兰兰耋妻鼙晕兰兰妻篙孳=j磊i_≤i
爱蔓翼匿蕊霸苎型誊誊荽巍匹jj再哥羞璺兰兰

一
要重受誊耋盘．兰：一焉言耋叁生i茎菇嚣j至!耋·2曼三

≥要i：兰三i羔蔓兰兰：兰兰；妄i篱兰璺=a罟笠=墨三=

薰
罄塞

一篙



伦旗志
；

《
i

＼～。⋯⋯～～一一 ，． ⋯，，⋯ ⋯．。j。j

主 编 包福舜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顾

主任委

副主任委

委

名誉顾问

主 编王 编

副主编

编 纂

‘II

lI●■●■■■■●■



顾

主任委

副主任委

委

名誉顾问

主 编王 编

副主编

编 纂

‘II

lI●■●■■■■●■



序

序

库伦旗有史以来的第二部旗志《库伦旗志》，终于在深入贯彻“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

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编纂问世，这是一件慰籍前代、功在今世、惠及后

人的大好事；是时代的新篇、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成就；也是全旗各族

人民及本旗在祖国各地工作的同乡多年来的愿望，意义极为深远。

稿成时，编委会嘱我们作序，不胜感奋，浮想联翩。

库伦旗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征战

驻牧，此沉彼浮。自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设治以来的360年多

年间，库伦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清代，库伦旗

是内蒙古地区唯一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旗。库伦素负安代之乡、荞

麦之乡盛名。但因朝代更替、人事沧桑，先人又无志书存世，实为一

大憾事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特别是在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库伦旗委、旗人民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

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全旗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艰苦

创业、发奋图强，使全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发生了

令人振奋的可喜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昔日深受政教两权奴

役、压迫的穷苦百姓，如今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可谓政通人和、百业

俱兴。为了总结经验、探求规律，使全旗人民正确认识旗情，也为各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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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导机关从实际出发，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提供一些

历史经验和依据，更给后人以丰富的资料和借鉴，编纂了这部《库伦

旗志》。 ．

1984年，中共库伦旗委、旗人民政府组织专门机构、抽调专门人

员开始了《库伦旗志》的编纂工作。虽因历史年代久远，且无先志存

世、资料匮乏等不利因素，给修志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全体修志人

员在整个编纂过程中，不畏艰难、苦战十数载，本着贯穿古今，详今略

古的原则，搜集了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并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记载下

来，基本上达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体现时代风貌和地方

特色的要求。对库伦旗解放以后的史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如实地记载了我们前进中的胜利和曲

折。作为库伦旗一部近百万字的地方百科全书《库伦旗志》的编纂问

世，确实为库伦人民和研究库伦旗的人们提供了历史和现状的比较

全面、系统、科学的资料。

编纂旗志是一项浩繁的综合工程。《库伦旗志》的编纂，从资料

的收集到编辑成书，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各地专家学者

的热心指教；得到了区内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旗直各单位、各苏

木(乡)、镇的通力协作，全体编写人员迎难而进、辛勤耕耘、精心著

述，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此，我们代表全旗各族人民向为编纂《库伦

旗志》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Q

中共库伦旗委

库伦旗人民政府

书记梁志远

旗长么永波



凡例

凡 例

一、《库伦旗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评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尊

重史实，实事求是地记述本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篇、人物、附录组成。概述，设于志首，综

述旗情，统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重点记述本旗建置以来的大事、要事；专

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有政区、自然环境、人口与人口控制、农业、畜牧业、

林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食、综合管理、财税金融、政党群

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军事、民政、人事劳动、教育体育科技、文化、卫生、方

言、宗教、风俗、人物共计27篇、134章、437节。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史

料，并作详细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

有关专志。

三、本志按照贯穿古今、详今略古原则，取上限一般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

本旗建置开始，对有些需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截至2003年末。

四、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o

五、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不

论其隶属于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六、部分编首以短文提示梗概。

七、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

合；其余均采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具体材料之中。年号

纪年及农历的月、日，用汉字书写(年号纪年后括公元纪年)，民国纪年、公元纪

年的月、日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法。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采用历史名称外，均与

现行标准地名一致。

九、数字的来源及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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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中采用的数字以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主，统计局缺乏的统计数字，

采用有关部门和史料的数字o

2．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用名称

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采用汉字书写。

3．百分比用阿拉伯字书写，几分之几用汉字书写。

十、人物，生不立传，凡立传者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为主，

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人传者以本籍为主，人传烈士，有的虽非出生于库伦，但

为库伦解放而壮烈牺牲，且社会影响较大；对立传人物只记事实，不作评述。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自治区、盟(市)及本旗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和部分

外省、市的档案馆、图书馆等，对有关报刊、专著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经考证

鉴别后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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