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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先后移驻于此，敖汉成了热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辽沈大地烽烟

弥漫之时，敖汉人民用血肉之躯和粮米物资支援了革命战争，演奏

出一曲激越雄壮的支前之歌。

抗美援朝期间，以敖汉蒙古族青年为主体组成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炮兵第二一。团，雄赳趔、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给美帝国

主义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胜利地完成了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书

写了一首发扬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不朽诗章。

敖汉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山河共存、日月同辉。

我们更为敖汉人民的勤劳质朴而感奋。

敖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在家乡的土

地上绘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画卷。1985年全旗工农业总产值

达18 777万元，是1950年的6倍。其中农业总产值3 110．2万元，

是1950年的5倍；工业总产值2 987万元，是1950年的104倍；大

小牲畜55．44万头(只)，是1950年的3．6倍。林业、水利、交通、

邮电、商业、文教、科技、卫生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1985

年，全旗人均收入仅250元，尚未摆脱贫穷的困扰，但同1949年

相比．仍有大幅度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已如知时的好

雨滋润了广大农牧民的心田，改革的大潮冲破了传统的小农经济

思想，脱贫致富的桅船业已驶近．正在扬帆鼓浪，朝着“小康”的

目标奋勇前进。

敖汉虽开发早、进步快，然而自岱青杜棱率众来此建部，迄今

已逾350年，却仍未有一部地方史乘问世。民国18年，旗人张滋

大曾呕心沥血，纂修了一部《建平县志》稿，对敖汉这块史学处女

地有所耕耘，唯惜未得付梓即因战争束之高阁。

所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欣逢盛世，百业兴旺。为弘扬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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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标示，括号内注出公元纪年。1945年以后均采用公元

纪年。

九、度量、地积等单位采用国际通用的计量标准标示。

十、历史延用地名与今不同者均在括号内加注今地名。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有关档案、图书和经过鉴别、考证过的口碑资料。

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和记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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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林业生产的发展。

本旗交通运输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只有几条能通马车的乡间大道，如今

已是公路、铁路纵横，运输较为发达的地区。呼(和浩特)～海(拉尔)铁

路横贯旗境北部7个乡镇，境内设有8个站点。锦(州)～乌(丹)公路直

穿旗境南北，赤(峰)～通(辽)公路横跨旗境东西。旗内有县级公路30余

条600公里，建有桥梁60座，达2 797延长米。解放前没有机动车，平川地

的货物运输靠勒勒车、铁木轮畜力车，山区则靠畜驮人背。1985年全旗已有

机动运输车1 501台(辆)，全旗30个乡(苏木)、镇中有85％的村屯通有客

运汽车，年客运量达139．1万人(次)，是1952年0．1万人(次)的1 391倍；

客运周转量5 573．6万人／公里，是1952年4．9万人／公里的1 137．5倍。货

运量13．8万吨，是1952年0．1万吨的138倍；货运周转量879．7万吨／公里，

是1952年8．2万吨／公里的107．3倍。好路率达79．76％，公路养护质量居全

市之首。

邮电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本地只有几处由商人代办的信柜。1985年发

展到1处邮电局和23处支局(所)．，邮电专业工作人员达248人。邮路单程

长575公里，农村投递线路2 158公里，电话明线线路长1 567公里／对，电

缆62．4皮长公里。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2 010门，并开始使用了载波电报机、

电传打字机、载波电话终端机等先进的设备。2 152平方米的电报、电话楼业

已建成，l 000门自动电话正在调试安装。全年业务额为48．7万元。函件74．9

万件，是1949年2．2万件的39倍；订阅报刊，111．2万份，是1949年2万份

的205．6倍；汇票2．5万张，是1949年252张的99．2倍。新惠镇设有东北

地区通往关内及呼和浩特市长途线务枢纽站。

敖汉旗城乡自古皆用油灯照明。1958年新惠镇始有柴油机发电照明。70

年代从北票、建平县马场、赤峰市河南营乇红山水库输入66千伏高压线路，

从而形成了东南、西北供电网络。到1985年，全旗有高压输电线路2 872．3

公里，低压输电线路3 020公里，97％的乡和86％的村已经用电照明，同时

也为工、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敖汉旗资源丰富。全旗总土地面积82．94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4．8万

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8％；有林面积18．42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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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占耕地面积的14．66％；水田0．26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1．76％。全

旗有适宜农耕地18．84万公顷，占总土地面积的22．7％。人均土地1．96公

顷，人均耕地0．29公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旗经济建设发展很快，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积极兴

办地方工业，大力发展城乡贸易的建设格局已经形成。1985年，全旗工农业

总产值达到18 777．1万元，约是1950年3 138．9万元的6倍．其中工业总产

值为2 987万元，是1950年28．7万元的104倍；农业总产值为15 790．1万

元，是1950年3 110．2万元的5倍。

本旗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从大甸子墓群出土的麦粒、谷壳可以证明早在

商代这里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农耕活动。及至清代，康熙皇帝认为这里“田土

甚佳，百谷可种’’，若农牧并举“自两不相妨”，遂有大批移民涌入垦荒，敖

汉地区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农区。解放前，由于封建制度的制约，耕作技术

粗放，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敖汉虽有大片良田，但95％的人口仍是半年糠

菜半年粮。新中国建立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人民的生产热情空前

高涨，物产亦随之大增。1950年粮豆总产9 253万公斤，人均粮食364．3公

斤。农业总产值3 110．2万元，比1943年增加了1．3倍，占工农业总产值

3 138．9万元的97．5％。1958年起开始兴修水利，到1985年共兴建中、小型

水库22座，总库容达23 048万立方米；共建灌区400多处，配套机电井830

多眼；修建扬水站6座，实灌面积1．8万公顷。农业机械化也发展很快，全

旗已有农业机械总动力96 464马力，各种机引机械哇896台(件)，农用拖拉

机发展到1 015台、36 775马力。 ，

在农业生产中推广了深翻、草田轮作、配方施肥、地膜覆盖等技术，使

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75年，全旗粮豆作物产量已达15 103．5万公斤．是

1950年的1．6倍。人均粮为322．7公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逐渐

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化时“一大二公竹、“大锅饭"的管

理体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1985年，全旗播种面积13．8万公顷，其中粮

豆面积9．8万公顷，总产达21 734．7万公斤，是1950年的2．3倍；人均粮419

公斤，比1950年增加54．7公斤。其它经济作物及牧、副、渔业亦有长足的

发展。全旗农业总产值达到15 790．1万元。占全旗工农业总产值18 77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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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84．1％。其中种植业总产值9 979．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3．2％。全

旗社会总产值22 592万元，是1984年的118．5％；净产值14 858万元，是1984

年的129．9％。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250元。

牧业生产是本旗的重要产业。解放前由于疫病流行，饲养粗放，品种不

良，牧业生产发展缓慢。伪康德十年(1943年)，全旗大小牲畜仅有246 828

头(只)，人均0．99头(只)，且产毛量少，出肉率低，产值不高。新中国建

立后，旗人民政府积极改良畜种，建设草原，并认真开展了畜群防疫和科学

养畜工作，使牧业生产不断发展。先后培育出敖汉细毛羊、草原红牛和乌兰

哈达猪。以敖汉命名的“敖汉毛肉兼用细毛羊’’(简称“敖汉细毛羊’’)誉满

全国。敖汉细毛羊是敖汉种羊场、敖汉各人民公社与兄弟旗县协作区经过30

多年的杂交选育、培育出的新品种，1982年获国家农牧渔业部的新品种培育

研究技术改进二等奖。1985年，全旗细毛羊已发展到33．5万只，并推广到辽、

吉、黑、京、晋、冀、桂、赣、皖和新疆等十几个省区饲养。草业发展较快。

全旗建草库仑1．5万公顷，年打贮草1．35亿公斤。全旗大小牲畜达554 360

头(只)，人均1．I头(只)。牧业总产值3 058．1万元，是1957年524．9万

元的5．8倍，占农业总产值的19．4％。年平均商品率达20％。本旗是全国商

品羊基地。

敖汉旗大部分地区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1950年以后，全旗各族人

民开始了封山育林的活动。但由于多年“左一倾路线的影响，加上造林技术

落后，管理不善，形成了“造林不见林、成林不成材"的局面，到1979年底，

全旗森林覆盖率仅为10％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北"防

护林工程开展以来，全旗的林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85年已营造各种林木

18．4万公顷。其中中、东、南部地区人工营造的油松林4．5万公顷，山楂、山

杏林1．3万公顷；中、北部营造的0．13万公顷速生丰产林已郁郁葱葱，快成

栋梁之材，活立木蓄积量达140万立方米。林业总产值已达1 630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的10．3％。出现了罗家杖子、刘杖子、大五家、吴家窝铺等种树种

草的先进典型，昔日的濯濯童山，如今已变成了草木森森、郁闭成荫的绿色

宝库，生态环境正在向着良性的方向转化。敖汉旗人民政府被国家林业部、

“三北"防护林领导小组授予“林业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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