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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序 一

铁木尔·达瓦买提①

《托克逊县志》的出版，了却了我和故乡人民的一桩夙愿。

托克逊县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这儿有我无限的魂牵梦绕的爱。无论走到哪

儿，我永远也不能忘却故乡的一草一木。多年来，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回故乡看

看，故乡一点一滴的发展变化都在我的视线中，忧于斯，乐于斯。

我爱故乡。所以我一直盼望家乡早日能出一本反映托克逊县历史变化的

志书。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很高兴。

我国地方志渊源流长，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因而被古人视

为资治、辅政之书。一个不懂得总结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善

于吸取经验和教训的领导班子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班子。

志书无声，却用有力的史料述说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经千洄百折的，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考验中走过的中共托克逊县委、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领

导班子更加成熟、自信、坚强。

编修县志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县情，发展县域经济。当前，我国正处于与国

①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托克逊县志

际经济接轨、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

希望中共托克逊县委、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切实用好此书，使之为

其提供更多的决策帮助，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引领家乡人民进入一个繁荣昌

盛的时代!

易乞7如L，，≥孓．2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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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巫文武① 吾买尔·艾力②

《托克逊县志》即将付梓出版，成为我县又一项丰硕成果。

她的出版问世，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现任党政主

要领导，既欣慰又感慨。志书对于加强县情教育并以之提高知名度、使托克逊

人更加热爱托克逊、让更多的区内外朋友了解托克逊，都将产生重要作用，值

得祝贺!

托克逊县位居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西端，处于北疆、南疆和东疆的结合

部，北倚天山，南控南疆，地理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托克逊人祖祖辈辈在

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世代相沿，辛勤劳作，共同经营和开辟了这片家园。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愚公移山之志改

天换地，移风易俗，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族人民在邓

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锐意改革，深入

开展社会主义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建设，大力实施战略转移，全县政治稳定，

社会安宁，国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县委、县人民政

①作者为中共吐鲁番地委委员、中共托克逊县委书记。

②作者为托克逊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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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将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努力构建和

谐社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托克逊的历史发展过程，堪称一部奋斗史，但托克逊历史上却从未有

过一部地方志书。1984年成立修志机构后才开始着手编修县志。多年来编纂

人员本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广征博采托克逊的变迁和发展资料，探

求托克逊县社会百业兴衰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托克逊县自然、社会的

历史和现状，再现了托克逊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传统和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

风貌。

《托克逊县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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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删繁就简以昭重

点，详异略同以彰特色，求规律于兴衰之内，寓褒贬于史实之中。该书的编纂出

版为我们摸清县情、发挥优势、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也为各级党政领导和教

育、科研、文化工作者及县内外关心托克逊的友人提供了一部全面认识托克逊

县发展和建设的科学资料性著述。当前，托克逊县经过历届党政班子的勤奋工

作和全县各族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已经到了一个大发展的前夕。县志的出版

必将在县级经济活动和各项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同时也为我们进行的社会

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提供一部极好的教材。

该志是托克逊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文化著述工程，此书的出版，全仰社

会各界之力，是全县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各方专家、学

者的热心指教、兄弟县市修志同仁们无私支持的结果。值此《托克逊县志》付梓

之际，我们谨向为这本书的编纂出版付出辛劳、给予过帮助的所有单位、同志

致以衷心的谢忱!

祝愿《托克逊县志》在托克逊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发挥积极重要

的作用1

2005年10月1日



凡 例

一、总则 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记述

托克逊县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全书忠于历史事实，注重反映事物的本质

和主流，为托克逊县社会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主

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以科学研究和保存地方史料为宗旨。

二、体裁 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7种。概述综述县情，统揽全书；

大事记纵贯古今，以编年体结合纪事本末体，提纲挈领地记述境内大事要事；

专业志横排竖写，务求突出地方、专业和时代特色；人物传采用“生不入传”原

则，荟萃县内古今影响较大的人物，地区、县级拔尖人才记入人物简介中，其他

有贡献的人物则采用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编内。

三、结构 本志以编、章、节、目四级层次为主结构，共设32编164章591

节。概述、大事记置前，丛录、附录置后。

四、断限 本志为县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其上限追溯到事物初始有

史料可据的年代，下限为2000年。为了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资料适当下

延。2001---,2004年的重要史料辑入附录。

五、纪年方式 新中国成立前用当时通用的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文中年代如70年代、80年代均指20世纪。用汉文数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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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月、日为农历，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为公历。文中所提“新中国成立”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10月1日。

六、称谓 机构、组织及单位名称和专用名词一般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

称，以后再出现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托克逊县委员会简称为县委，托克逊县

人民政府简称为县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为自治区或区，吐鲁番地区简

称为地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为“三反”等等。古时地名、官职

等称谓用当时名称，古地名一般括注今地名及方位，乡镇等名称1991年前用

当时名称，1991后用《托克逊县地名图志》中标准名称，山脉、河流等均采用

《托克逊县地名图志》中名称，第一次出现加注惯称，如托克逊河(白杨河)。

少数民族人名的书写亦力求统一，并尽量使用全称，以免混误。

七、计量 新中国成立后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使

用当时计量单位，必要时括注现用计量单位数量，不做统一规定；货币除人民

币外，标明货币名称，1953年3月1日前的人民币括注旧人民币。

八、资料依据 主要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吐鲁番地区统计局、

吐鲁番地委史志办、托克逊县档案馆和统计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数据资料以

吐鲁番地区统计局出版的《跨世纪吐鲁番》(1949""2000)统计资料为准，2000

年资料以《2001年吐鲁番地区统计年鉴》资料和《吐鲁番地区2000年人口普

查资料汇编》为准，辅以托克逊县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国家、自治区

组织的大型勘测数据资料，经考证后使用，如土壤普查耕地面积数据、农业区

划数据等；一般资料凡未注明驻县单位资料的，均为县属单位资料，统称为全

县资料；凡包含驻县单位资料的，统称为县境资料。

个别人员任职时间因资料来源不同，在无法考证的情况下仅录入一种提

法作为参考。

县志采用的《托克逊县行政区域图》、《托克逊县地形图》，其县界依照《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2004年版)》绘制。县内乡镇界线不作为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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