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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克昭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端，东，西、北三面黄河环绕，北与巴彦淖

尔盟、包头市隔河相望，西同宁夏回族自治区、乌海市毗邻，东临乌兰察布盟、山

西省偏关县、‘河曲县，南接陕西省神木县、府谷县、榆林县、靖边县。地理位置

坐标为：东经106。42740"至III。27720Ⅳ之间，北纬37。35’24Ⅳ至40。51’40Ⅳ之间，东

西长约400公里，南北宽约340公里，总面积87428平方公里：伊克昭盟是内蒙

古自治区12盟市之一，盟公署设在东胜市。盟辖7旗1市，129个乡(苏木)，11

个镇。总人口120余万。 一 ·

一

伊克昭盟地处内蒙古高原之一部，称“鄂尔多斯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至

1500米之间，最高处为西部桌子山主峰，海拔2149米，最低处为东部马栅乡，海

拔850米。地貌类型有：黄河河漫滩冲积平原、黄土丘陵沟壑区、波状高平原区、

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区。气候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从南到北跨越半干旱

暖温、干旱温凉、干热、极干热四个气候区。东部年降水量300--400毫米，蒸发

量2000一2300毫米；西部年降水量190至350毫米，蒸发量2200--3000毫米，气

候干燥，风大沙多，光照和风力资源丰富。植物区系种类丰富，主要植被是沙生、

旱生半灌木为主的干草原和荒漠草原，植物盖度40％，从东南至西北划为典型草

原、荒漠草原、草原荒漠化三个亚带。 ．’

伊克昭盟地处干旱与半干旱的过渡地带，其界限大致是：北起杭锦旗锡尼镇，

经桃力民西界、桃楞、纳林淖、毛盖兔庙以西、三段地、北大池南直至盐池以西

地区。此线以东为半干旱区，属干草原栗钙土地带，线西为干旱区，属半荒漠棕

钙土地带，其植被亦表现出自然地带交替过渡性特点：。
‘+

．

盟境内有南北两片沙区，具有土地沙漠化特点。据1978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

漠研究所考察成果表明，全盟中度以上沙漠化土地面积为45550平方公里，其中

已失去生产能力的强度沙漠化土地为27666平方公里，占全盟总土地面积的

32％。北部库布其沙漠、横贯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准格尔旗北部，东西长约365公

里，南北宽30一65公里，总面积16757平方公里，约占全盟总面积19．4％。南部

毛乌素沙地，分布在乌审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伊金霍洛旗和陕西省北部，

伊盟境内沙地南北长约220公里，东西宽约100公里，总面积25164．6平方公里，

约占全盟总面积的29．13％。．
=’

1

伊克昭盟林业发展史源远流长，古鄂尔多斯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距今

大约3．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河套人就生活于萨拉乌苏河(今乌审旗无定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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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森林草原环境中。古鄂尔多斯气候温暖而湿润，生长有茂密的松柏大森林和广

袤的灌木林。当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开始向鄂尔多斯地区迁徙人口，伐林垦殖，

加上战争毁坏，森林火灾，封建王公筑宫室、建召庙等原因，原始森林日趋减少。

到了近代，毁林垦殖，乱砍滥伐森林，大面积森林破坏殆尽。到解放时，伊克昭

盟天然林只剩下673770亩。这点残林除在准格尔旗阿贵庙自然保护区内有油松、

侧柏、杜松片林20000余亩外，其余零星分布在各地的是一些灌木柳、沙地柏、鼠

李等灌丛。

鄂尔多斯人工植树活动有记载始于战国时期，秦昭王修筑长城自窟野河进入

鄂尔多斯，直抵准格尔旗十二连城，沿长城种植了1条榆树林带称“榆溪塞”。之

后，各召亩上的喇嘛们种植少量的文冠果、榆树于召庙旁，被当作“神树"保护

下来。民国20年(公元1931年)在东胜县(现东胜市)南门外设立的伊盟第1个

国营防沙林场曾栽植杨柳树300余株。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林业工作，1950年5月即建立了绥远省东胜

苗圃，10月又建立了张铁营子苗圃，开始了国营育苗工作。1952年，在东胜成立

“绥远省伊盟林业分局”，部分旗成立“林业办事处"，负责管护解放前遗留下的天

然残林和发动群众造林。1956年3月，团中央、林业部、黄委会在延安召开五省

(区)青年造林大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绿化祖国"伟大的号召，伊盟开始了大

规模地治沙造林运动，相应的建立了林工站、林场、治沙站和苗圃国营林业单位，

1958年就完成了人工造林20万亩。同期，在“大跃进”浪潮冲击下，伊盟第1次

开始大规模毁林毁草开荒种地。在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急于解决粮食问题，2

次大规模地开垦沙地，引起大面积土地沙化。1964年，盟委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

验教训，提出“种树种草，建设基本田’’的方针，制止了开垦沙地、毁林草种田

之风。以后，又贯彻了“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控制了土地进一步沙化，

保护了造林治沙成果，群众造林积极性得以激发，出现徐治民，苏巴音等许多林

业模范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正确的林业方针、政策被否定、被废弃，

提出“牧民不吃亏心粮”的错误口号，又鼓起毁林毁草大开垦沙地之风，出现了

．1970年至1973年连续4年的第3次大开荒，沙地植被多被破坏。伊盟3次大开荒

导致1000多万亩土地开始了沙漠化，流沙由解放初期1575万亩增至5250万亩，

水土流失面积增至32000平方公里。农牧业生产受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危害，农业

产量下降，农牧民生活处于极度困苦之中。盟委、盟革委根据伊盟实际情况和农

牧民意愿，於1974年制定《以治沙为重点，农牧林水综合治理规划》并指出治沙、

治山是伊盟建设的主攻方向，重申以“牧为主，全面规划，禁止开荒，保护牧场，

农林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谁造林归谁所有”的政策，掀起群众造林治

‘沙高潮，4年造林400万亩。粉碎“四人帮”之后i在清理“左倾”思想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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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全盟农牧林布局，确定了“以林牧为主"的生产方针。党十·届三中全会

后，“包产到户一、搿畜草双承包一的责任制贯彻实施。1978年11月25日国务院决

定在“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建设大型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伊盟全境都

列入工程建设规划范围内。“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实施科学造林，工程管理，按

项目投资，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和验收，达到集约经营，提高效益的目的，加

快了伊盟造林步伐，提高了造林质量。1981年10月，伊盟盟委、盟公署明确指示，

植被建设是伊盟最大的基本建设。“种树、种草、种柠条一是改造自然，治穷致富，

造福子孙的千秋大业。随即开展了林业“三定一工作，把“五荒地"(荒山、荒滩、

荒沙、荒沟、荒坡)划拨到户，鼓励种树种草，谁种谁有，允许继承。。三定"即

稳定林权、划定造林用地、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山林权属，整顿了林权

混乱不清局面，也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山林纠纷，减免了毁林隐患。这些，

都极大地调动起群众造林积极性。1982年6月提出“三种"“五小一建设，全盟出

现年种树种草300万亩高速度。1983年开始贯彻实施了。个体、集体，国家一齐

上，以个体为主"的造林方针，出现了干家万户抢治荒沙植树造林的可喜局面，个

体造林面积占到全盟总造林面积的80％以上，涌现出5386个林业“重点户一、“专

业户一。

近年，在全面改革的大气候下，林业建设，除在方针、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外，

在体制和经营管理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抓了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更

换，配备了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其次，改革了国营林业事业单位经营体制，推

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人合同制，取消工资制，实行经费、任务、土地大

包干。改革林业投资办法，民营造林采用合同制形式投放造林补助费，投放重点

是林业重点户、专业户。提倡家庭兴办林场、苗圃、果园。

1986年，伊盟全面实施工程造林。“八五"期间营造工程造林191万亩，乔木

林质量显著提高，加速了科学化、规范化造林进程。
7

伊盟林业由单纯注重生态效益而改为生态、社会和经济3大效益兼顾。尽快

由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项目、基地化发展很快，实施中的6大基地建设项

目有：黄河沿岸阔叶树用材林基地；百万亩油松用材林基地；百万亩樟子松用材

林基地；乌审旗大苹果基地；准格尔旗海红子(水果)和药材种植基地。

伊盟地域虽较宽阔，但是，大地植被稀疏，盖度只达40％左右，“七五"末森

林覆被率仅为11．68％。裸沙秃岭，历历可见，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水土流失严

重，自然灾害频现，不时制约农牧业生产发展，困扰着伊盟人民。绿化伊盟、整

治国土、改善生态环境条件，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治穷达水康’’，仍任重而道远。

在各级党、政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林业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伊盟人民建设

伊盟家乡的积极性，投资投劳，齐心合力，奋斗不止，则伊盟林业振兴时期指日

。毒。，夏J≥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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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待，伊盟经济也将跃入一个崭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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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伊克昭盟行政区划与人口

第一节。历史沿革’

伊克昭盟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是在清代顺治年间出现的。“伊克"为蒙古语，

汉意为“大"；“昭"系藏语的译音，指供奉释加牟尼的佛殿；“伊克昭"译为“大

庙”，又指境内著名寺庙“王爱召”

“鄂尔多斯"汉意为“很多的宫殿"i这是因为明代天顺年间，鄂尔多斯部落

将成吉思汗陵寝移到今伊克昭盟地区，以“八白室"为祭奠陵寝，每年按时举行

祭祀，久而久之，这个地区就称为“鄂尔多斯"。它与“伊克昭盟"具有某些相同

含义，范围略大于伊克昭盟。
‘

鄂尔多斯地区的各族人民，历来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组成人员。历代统治

者在境内设有行政管理机构和军事重镇。 ’

．

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在这里封王建旗、实行盟旗制度，将鄂尔多

斯部落划分为六旗：鄂尔多斯左翼前旗、鄂尔多斯左翼中旗、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合为一盟，日“伊

克昭盟’’。因各旗扎萨克会盟于王爱召，故取名为伊克昭盟。雍正年间，又增设鄂

尔多斯右翼前末旗。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仲冬，命中蒙事务调停大臣刘巴

雅会同伊克昭盟贝子齐旺班珠尔，召集各旗扎萨克会盟于囊苏喇嘛庙，明确划定

了伊克昭盟七旗疆界，并绘制了地图。民国时期各旗地域面积见表1一l。

民国期间各旗地域面积

表1-1 单位：公里、平方公里

旗 名 最长 最宽 面积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 200 200 9000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250 200 21250

鄂尔多斯右翼后旗 160 210 12500

鄂尔多斯左翼前藏 160 120 8500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 90 ． 70 6250

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120 50 6250

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 · 30 20 600

清末又实行“旗厅并存’’、“蒙汉分治”的制度，在伊克昭盟增设东胜厅。民

国初年，改东胜厅为东胜县。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伊克昭盟和平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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