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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鄂前旗委书记额尔敦仓 鄂前旗人民政府旗长于新芳

序言

在鄂托克前旗成立30周年之际， 《鄂托克前筑志(1991～2009年)》作为中共鄂前旗

妻置套、旗人民政府为鄂托克前旗30岁生目所献的一份厚礼，付梓问世了。这是鄂酋旗炭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旗垂、旗人氏政府以新理奄、新视野，秉承棒统的兴利之举，也是鄂

托克前旗残行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大成果，可毒可贺!

“前志不废，后志为续”。 《鄂托克酋旗志(1991～2009年)》作为一部续志，体现了志

书的建续性和完整性；记述了1991—2009年鄂前旗酋然、政治、经弃、军事、支化、人文、

社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进程，突出了地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连到了思想性、科学

性、簪抖性、可读性的统一；以改革、开放、创新为主线，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鄂托克

前旗在19年中各方面所取得的成蜻和发展状况。19年中，旗委、旗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旗

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套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蓐想为指导，

艰苦套斗，励精图治，为经济发展、社套跬步、人民幸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昔日贫孝落

后的鄂前旗已显现出盎然生机．让人们看到了鄂前旗巽好的明天。特别是近年来，旗妻、旗

人民政府根据鄂前旗的实际，提出集中发展、工业兴旗、开放带动“三大战略”，坚定不移

地走兵有区域特色的集中发展道路，优化区城布局，创新发展模式；更新指导农村牧区工作

的理念，通过实施巢牧诛牧、划区轮救，转移农牧民，致富农欺民。在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步

黛上。通过实施科教强旗、文化塑旗、生态立旗“三大工程”，为经济社套永续发展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和任障。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 《鄂托克前旗志

(1 991～2009年)》的出版是各单位志书供稿和编辑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编修工作坚持了

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专家修志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老专

家、老编辑的作用，部门供稿人员学习老方志人治学严谨、甘愿奉献、热爱事业的精神，努

力挖掘资料，辛勤笔耕。从组织形式到用人方法上，大胆创新，采取聘用编辑人员的办法，

既调动了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又节省了资金，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圆满完成了志书撰写任

务，在全区尚属首例。志书的内容、排版、印刷全面创新，整部志书采用彩色印刷，插图数

百幅，图文并茂，亦属全区首创。

在《鄂托克前旗志(1 991—2009年)》编写过程中，许多关心鄂托克前旗发展的旗内外

老干部、专家、学者、热心人士，一直支持着鄂托克前旗修志工作。我们代表中共鄂前旗

委、旗人民政府对关心《鄂托克前旗志(1991～2009年)》的各级、各界的领导和朋友们表

示真诚的谢意!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们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鄂托克前旗建旗30年，

正是ml家改革开放的30年，全旗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创

业，经济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漫

漫毛乌素，滚滚无定河，见证了鄂托克前旗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这部百万言的鸿篇巨著

可谓是记述了鄂前旗人民的创业史!

在鄂托克前旗建旗30年周年之际，我们希望全旗各族人民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跨越

式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全面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中，定会使鄂前旗的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进步。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个繁荣富

强、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的鄂托克前旗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让我们共祝鄂托克前旗的明天更加美好!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书记： 额尔敦仓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旗长： 于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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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志(1 991～2009年)》

编纂委员会成员

主 任：于新芳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副书记、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旗长)

副主任：钟乌拉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副书记)

赛希雅拉图(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常委、旗委办公室主任、财政局局长)

高荣堂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府办公室主任兼地

志办主任)

吉日木图 (鄂托克前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树禄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盛子荣 (政协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副主席)

委 员：千达布希拉图(鄂托克前旗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

金速楞太 (政协鄂托克前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主任)

王云山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卢建飞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柳天云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旗外事办主任、旗地志办

副主任)

王虎栓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兼旗地志办副主任)

徐凤梧 (鄂托克前旗统计局局长)

斯庆巴拉 (鄂托克前旗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

陶 迪 (鄂托克前旗档案局局长)

李巨义 (《鄂托克前旗志(1 991～2009年)》主编)



《鄂托克前旗志(1 991～2009年)》

编辑人员

主编： 李巨义

总纂： 李巨义

编辑室主任：套志龙

编辑： 余志龙曹蚋禾秦玉亭傅永飞 郭鹏春田志林

唐格什布仁 钟舂 郭永生 张虎成 康春生

刘蔚林冯建明李怀玉墓翠兰任志堂李支

摄影： 任志堂任海峰宋俊宝张桂福张布仁李巨义

金伊拉田布仁吉亚连来都仁莫日根毕力梧

封面设计：高荣堂

版面设计：李巨义

田标制作：纪那日毒李立柳瑜任海峰李文

英文翻译：梅刚于楠于琴马婕

数字棱柱：郭永生徐风括

责任校对：余志龙秦玉丰 郭鹏春傅永飞 郭永生 于文汉

前排左起：田志林钟森唐格什布仁曹纳木李巨义余志龙秦玉亭冯建明韩永生傅永飞

后排左起I李文王建成郭鹛春李怀玉刘蔚林康春生暮翠兰于捕于琴



《鄂托克前旗志(1 99 1～2009年)》

评审委员会成员

主 任：于新芳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副书记、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旗长)

副主任：查干浪涛(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译审)

曾 石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盟市旗县志编审室主任、副编审)

田 华 (鄂尔多斯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译审)

高荣堂 (中共鄂托克前旗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政府办公室主任

兼地志办主任)

刘树禄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委 员：侯丽娟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室主任、副编审)

冰 霜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盟市旗县志编审室编辑)

阿拉木斯(鄂尔多斯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李巨义 (《鄂托克前旗志(1 991—2009年)》主编)



《鄂托克前旗志(1991—2009年)》供稿与提供资料人员

(以姓凭笔吾排序)

马玉平马学良马学忠马志雄马彦江马聪燕马树有王虎辁王文彬王瑞山王秀

王永良王晓军王双喜王柱海王建成(大) 王建成王军王彦娥王彦平王鹏程王和平

王雪梅王进庆王成王小平王斌祥尤建兵巴雅斯胡良巴格那巴音吉拉嘎 巴图门克

毛富乌惶乌蓉花乌云鸟敦其其格云瑞彬卢建飞卢强卢耀荣白芳白能全

田军田玉春田华边子平边对成边怀忠布·鸟日图那顺布仁吉雅石晓燕石培新

包阿民东风叶芳冯勇刘治秀刘究维刘瑞峰刘艳荣刘建妹刘宝贺迭庆歌

迭来都仁达布祁迭采祁尚武任军任其梅纪雄纪占录纪丽萍许海发许颖峰

闰保治 闫树成 米虎成 吉日木图 吕晓利 吕勋映 阮小平 伊日贵 朱孝兵 朱毅宁

那仁达来李生才李宏李刚李林军李明李文飞李星宇李桂林李娟李玉奇

李林茂李树洋李生华李树军李波陈希杰陈昭陈招富陈文智孟克其劳杨文勇

扬文彦 杨智梅杨增德何孝叉何万霞 邵文起邵辉辛美香 苏都美日更 阿拉德尔

阿拉腾宝昊惶张爱玲张广斌张汉晔张·伊拉图张菊英张全喜张俊文张宇燕张雪梅

张海东张彦龙张志英张继承张旭梅宝斯尔娜布其玛罗彦鹏罗银强图门其劳

周士宇呼木赵治军赵青赵瑞峰赵强赵慧芬郝树明郝海其郝宝莫都云贵

胡凤岗胡吉拉图胡彬山胡万川 侯艳侯世平郜伟冒万盛哈斯布仁段广镘段永利

钟清霞郫旭繁郭晓君郭喜春秦岭峰秦占荣袁海强崔彩崔海青高家兴高彦

高广华钱占成橹生梅莫日根毕利格尉光明梅刚黄彬萨仁高娃银花常晓燕

粱富 谢傻梅谢占魁谢志强傅华傅晓星斯庆格日乐朝克国颉鹏霞满都拉(金安局)

满都拉蔡军额尔登图薛彩虹薛金花樊波曹红梅赛汗图雅





凡 例

凡例

一、《鄂托克前旗志(1991～2009年)》为断代志，是鄂托克前旗第一部志书

椰托克前旗志》(1995年版)的续编。也是全面记载1999—2009年鄂托克前旗建置、
自然、人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资料性文献。

二、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力求突出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以改革、开放、创新为主

线，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断限内鄂托克前旗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状况，以

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可读性的统一。为鄂托克前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服务。

三、志书上限为1999年1月，下限至2009年12月，为体现记述事件的整体性和

完整性，在连接上不出现明显的痕迹，个别章节的记述内容适当上溯。

四、志书记述地域范围以鄂托克前旗2009年行政区划为准。为体现断限期内事物

的完整性，历史上与鄂托克前旗有联系，但2009年底不属于鄂托克前旗行政区划内的

事物，择要记述。

五、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补、引等体裁进行表述，以志为主，

据事直书，述而不论。专志各篇以现时社会分工和相关学科分类为依据，按照“事以

类从、类为一志”、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原则设置篇目，原则上按照卷、章、

节、目、子目5个层次进行编写，图、表分别穿插于各篇章之中。综述、大事记、人

物、附录不列入卷的序列。

六、 “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内容较多不宜割裂时，辅以记事本末体。

所记事件凡有年、月、日可稽者，注明年、月、日；年、月、日不详者，或以“春”、

“夏”、 “秋”、 “冬”表示，或以“是年”、 “是月” 表示；同日或同期有多个条目

时，第一次注明年、月、日，其他各条均以“△”表示。

七、志书中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记述鄂托克前旗籍和在鄂托

克前旗长期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或有广泛影响的人士，以卒年为序进行排列(第一部

志书中已有的人物不再重述)；简介人物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重点记述鄂托克前

旗籍和1991．2009年在鄂托克前旗担任副县(旗)职以上级别的领导人物、正高级职

Q 7A∥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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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前旗志(7竹7—200q)

称的科技人物、各行各界、受省(自治区)部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以姓氏笔画为

序进行排列；人物名录中主要收录副高级职称以上的科技人员、鄂尔多斯市市级及以

上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当选时间先后为序

进行排列。

八、志书中所使用的地名、机关、官职名称时一律使用原名，必要时在历史地名

后括注今地名；使用人物称谓时直称正名；对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机关、报刊

等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为准。

九、志书中的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采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十、志书表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的使用以2000年lO月31日公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困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准。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

12月13日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十一、志书中的数字使用，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n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数据主要使用鄂托克前旗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统计部门

没有的数据采用各部门上报的权威数据。

十二、志书记述中尽量使用全称。使用简称时，在每卷第一次使用全称后括注简

称；各时期的特殊称谓均按当时的习惯称谓。

十三、志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旗内各机关单位、驻旗单位、苏木(镇)，部分资料来

自于史籍、报刊、档案及口碑资料。所用资料，不随文脚注出处。重要引文及难以记

人正文的重要内容，采用节后附或章后附的方式处理。

十四、志书中所采用的地图、示意图不作为行政划界依据。

十五、《鄂托克前旗志》(1995年版)中没有记述的内容，《鄂托克前旗志(1991—

2009年)》进行了适当补记，并对椰托克前旗志》(1995年版)中错记，错字进行纠
正。《鄂托克前旗志》(1995年版)记述内容与娜托克前旗志(1991～2009年)》记述

内容有出入者，以娉5托克前旗志(1991～2009年)》为准。

12●嘲AN 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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