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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以来乡党委政府荣获的奖杯、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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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业绩赖长存
——《乌日图高勒乡志》序

《乌日图高勒乡志》经过修著者三年的倾注心血，在新

千年脱颖而出，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增添了锦绣一笔!

过去的一切我们难以忘怀，过去留给我们多少经验、智

慧、财富和启发。乡志追本溯源，分设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卫生、自然篇目，横记百业，纵览千年，由点点滴滴汇聚

成历史长河，客观记载了乌日图高勒乡的发展过程，意在处

今知古，昭示后人。

乌日图高勒乡经过50多年的建设，人民群众基本整体

脱贫，但仅仅是小康建设的起步阶段，现在全乡95％的人

民吃上自来水，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灯，移动通信信号覆盖全

乡，黑色公路网遍布各村，资源开发进一步加快。我相信西

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我们勤劳的双手，一定会把乌日图高勒

的蓝图绘制的更加绚丽。

展望新世纪的乌日图高勒前景美好，但建设不可能一

蹴而就，奋斗未有穷期。乌日图高勒的建设史，是党领导人

民改天换地、更新万象的历史。那些为这片土地奉献过真情

和汗水的人们，必将永载史册!我们要不懈努力，把青春岁

月和建设热忱贡献在这里，为乌日图高勒人民的幸福而奋

斗。’

中共川掌镇委员会书记 李秉福

二oO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凡 例

一、《乌日图高勒乡志》的编纂，本着存真求实，纂修一

代名志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观

察历史，记载历史，有史实有文采。

二、通过修志，让历史这幅渐渐褪色的画卷永葆本来面

目，一目了然。让今人和后人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不走或

少走弯路。

三、志书上溯鄂尔多斯青铜器时代，下限公元2000年

12月。

四、志书采用编、章、节结构，起凡例，立篇目，设有六

编。用志、记、图、表、录表述。

五、志书用现代汉语语体文书写，采用公元纪年法。统

计数字由乡政府和统计局提供。

六、入志人物，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业、工业、商

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界人士。有的入志人物虽未受到表

彰，但思想先进，业绩突出，志书给予记载，以嘉其德志。历

任乡党委书记、乡长志其简历，感谢他们为乌日图高勒乡所

做出的贡献，记载他们的功德业绩。

七、本志资料十之八、九出自档案、文献、史志资料，部

分出自民间口碑史料，但均经考证核对后入志。

八、地图为2001年撤乡并镇后川掌镇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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