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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品
内蒙古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自古以来，匈奴、羌、鲜

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汉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活、

奋斗过。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历史后院"的地方，演绎

过无数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秦赵魏燕蜿蜒而行的长城穿

越内蒙古大地，金界壕、元上都、明互市、清衙署⋯⋯见

证着昔日的繁荣与辉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这里相互

撞击、融合、发展，孕育出独具特色、内涵丰厚的民族历

史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

1947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怀下，我国

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祖国北

疆宣告诞生，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成为内蒙

古历史发展的新起点。

以乌兰夫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

治区历届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锐意进取，

开拓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解放思想，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顽强拼搏，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实

力明显增强，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城乡面貌显著变化，人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

新局面，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做出了重

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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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深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

变，努力加快新型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大力发展优势特色

产业和服务业，全面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积极推进民主法

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政治更加稳定，经济更加发展，

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内蒙

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共同创造各族人民的幸福

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奋斗。

《内蒙古通志》的编纂问世，正值内蒙古自治区六十

华诞，是献给大庆的一份厚礼，也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取

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此，我对《内蒙古通志》的出版表

示祝贺!

杨 晶：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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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引 言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内蒙古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古证实与典籍记

载，远在50万年前，内蒙古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入主云中算起，2 300多年来，匈

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汉

等各民族的祖先在这片辽阔的膏腴沃土上生息、繁衍、

拼搏、融合，共同创造着这方热土的文明。

内蒙古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在这“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茫茫草原上，上演过一出出群雄争霸、

百花斗妍的大戏，唱响过一支支豪杰擎天、英才济世的

长歌。在历史的记忆中，有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史诗，一幅幅悲喜交集的壮美画卷。在这里，有狼烟

四起、刀光剑影的鏖战血腥，也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的莺歌燕舞；有醉里挑灯看剑的冲天豪气，也有久别忆

相逢的似水柔情；有天灾人祸、生灵涂炭的悲辛凄怆，

也有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的千古绝唱。时间的流淌会冲

淡记忆，历史的泥沙会掩盖真相。拂去岁月的浮尘，看

到的是先人留在历史河床上的寻觅、探索、攀登的足迹，

那夸父逐曰般的顽强精神，那愚公移山似的百折不挠，

让我们肃然起敬，让我们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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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需要继往，发展仰赖承袭。回首60年前的内蒙

古，犹如临刀俎之鱼肉，任人宰割。帝国主义列强、封

建王公、派系势力为着各自的利益，疯狂争夺、掳掠。

时而分崩离析，将其切割成若干块块；时而息鼓言和，

将其揉和成貌合神离的团团。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

内蒙古各族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啼饥号寒；大好

河山惨遭蹂躏，满目疮痍。当共和国第一个以蒙古族为

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成立后，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内
蒙古从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

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全国最早
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实践，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

问题创造出一个范例，为在其他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

自治探明正确的道路，积累下宝贵的经验，因而也是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实际相结合

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这片古老土地更加

焕发出勃勃生机，进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清明、经

济繁荣、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新时期。如果说共和国

前进的历史是一部震古铄今黄钟大吕般的交响乐的话，

那么内蒙古革故布新的变迁就是这交响乐中一部动人心

弦的华彩乐章。

方志有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和职责。清代史志

学者钱泳说：“郡县之有志，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

书因革之变，掌褒贬之权，发幽潜之光，乘久远之鉴，

非志不可。"本《通志》尽达此意，就这方热土之上的自

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详志之，以鉴

古知今，俾益后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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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蒙古礼赞

内蒙古自治区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它横亘于祖国北

疆，东西两端相距2 400余公里；南北直线距离为l 700

余公里。鸟瞰全境，呈弯月状。东、南、西依次与黑龙

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八个

省区相连；东、北与俄罗斯、蒙古两个国家接壤，有4 200

公里的边境线。当东边的呼伦贝尔天己破晓，西边的额

济纳旗还在沉睡；当河套地区已春暖花开，大兴安岭还
是冰天雪地。境内平均海拔l 000米左右，辖区面积118．3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近八分之一。人口密度20人／

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值的15％；人均耕地面积4．3亩，

是全国平均值的2．9倍。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自

己美丽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无愧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内蒙古自治区位置优越，得天独厚。境地东起呼伦

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渐次迤逦向西至阿拉善盟额济纳

旗，辖12个盟市、101个旗县市区。拥有满洲里和二连

浩特等18个陆路口岸。在国内，可直接与东北、华北、

西北广袤的“三北”地区沟通；在国际上，被誉称为“欧

亚大陆桥之桥头堡"，可同亚洲、欧洲各国就近交往、贸

易。内蒙古独占“地利”之便。

内蒙古自治区寒暑皆备，四季分明。境地处于中纬

度地区，受地形、地貌影响，形成亚洲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全区年平均气温在0～

8。C之间，呈从东北向西南递增的变化态势；大部分地区
全年日照时数大于2 700小时，阿拉善西部地区在3 400

小时以上，光能资源丰富；风能资源总量54亿千瓦，占

全国风能总量的30％；水资源总量518亿立方米，人均

占有水量2 370立方米。据考证，这里人均寿命指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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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国的平均值。境内宜人的气候条件，造就全区各地

均为避暑胜地、旅游胜地。可谓独得“天时”之惠。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丰富，资源富集。境内地下有丰

厚的资源蕴蓄，拥有金属矿藏上百种，分布于4 000多

个矿点，其中42种金属矿藏的保有储量位居全国前十

名；除居世界首位的稀土矿之外，还有硫铁、铜、铅、

锌、磷、天然碱、盐、芒硝、石墨、云母和珍稀宝贵的
巴林石等矿藏。就连那望而生畏、看似不毛之地的毛乌

素大沙漠之下，也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和煤。蕴藏丰盈

的地下资源宝库，再加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风力资

源和太阳能资源，似神力无比的巨手，将内蒙古高高托

起，让国人瞩目，令世人仰视。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辽阔，世界之冠。内蒙古拥有世

界上最大的草原，境内草场分布均衡、合理。著名的有

呼伦贝尔草原、乌珠穆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

草原、乌拉特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其中呼伦贝尔草原

是国内最大的无污染源动物食品基地，并与锡林郭勒草

原跻身于世界四大草原之列，享誉全球。全区草原总面

积8 666．7万公顷，。全区可利用草原面积6 818万公顶，

占全国天然草原面积总和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首。如

此水草肥美的大草原，自然形成牲畜繁衍的摇篮和增殖

的基地。2000年牧业年度统计，全区牧畜总数为7 300．5

万头(只)；2005年牲畜总数达10 615．29万头(只)，

为全国之冠。正如歌中所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

“我的天堂”，看似平常的歌词，唱出的却是内蒙古人的

骄傲和自豪，是内蒙古人热爱、眷恋家乡心声的自然流
^目岢

路。

内蒙古自治区物产充盈，天然粮仓。民谣有“黄河

百害，唯富一套”之说。八百里河套灌区，一望无际的

土默川平原，秀丽富饶的西辽河两岸和大兴安岭南麓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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袤的黑土地，都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磴口的华莱

士，托克托的葡萄，兴安岭的野果，呼伦湖的大鲤鱼，

驰名中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解决了历朝历代都难以解决的吃饭问题。至20
世纪末，内蒙古粮丰草茂，五谷盈登，人民安居乐业，

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太平和谐盛世。2000年，全区播种

面积591．4万公顷，粮食总产量1241．9万吨；2005年，

全区播种面积621．57公顷，粮食总产量1 662．15万吨。

内蒙古自治区森林广布，全国第一。内蒙古是国家

重要的林业生产基地，全区森林面积占全国十分之一，
居全国第一位；以被誉为祖国绿色宝库的大兴安岭为主

的林业用地面积已大幅度增加到3 182万公顷，名列全

国之首，森林面积2 080．7万公顶，覆盖率17．6％，林

木蓄积量12．9亿立方米，活立木蓄积居全国第五位，人

均有林地及人均蓄积量均居全国第二位，人工林面积和

人均造林面积均居全国第一位。那首20世纪50年代唱

响全国的《高高的兴安岭》，已让世人知道这里是林海涛

涛，绿野茫茫。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灿烂，积淀深厚。境内有多处史

前文化遗址，如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文化，赤峰境内的

红山文化，蜚声世界的河套文化，呼伦贝尔地区的扎赉

诺尔文化等。还有散见的文化遗存比比皆是，如东部区

莽莽林海中鲜卑人的发祥地嘎仙洞，西部区战国燕、赵、

魏及北朝、金、元、明时期的长城遗址与古汉墓壁画等。

更有那些记录着始于新石器时代，历经殷商、周、秦、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夏、金、元、明、

清，直至近代的阴山岩画，宛若在阴阳裂变之中，向世

人展示着祖先的嘱托，同时将祖先自身的经历刀刻斧凿

成气贯长虹的无字史诗，印拓着民族的忠魂。它们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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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世纪的风雨侵蚀与战火洗礼，缄默无语，永远向活

着的人坦露着花岗岩土黄色的胸膛，催人发奋，令人坚

强，更令人遐想无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是先

民留给后人的一笔凝重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祖先勤劳和

智慧的结晶。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运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和自治权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呈现出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一个崭新的内蒙

古展现在世人面前。60年前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工业、交

通、通讯、电子等产业得到飞速的发展，也推动着文化、

教育、卫生、旅游和其他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资源优势正在转化为经济优势。内蒙古自治区以煤、

电为主的能源输出给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

撑。从15年前开始，就有“北京每四盏电灯中就有一盏

是内蒙古点亮的’’之说。今天，内蒙古以每年400多亿

千瓦时的外送电量稳坐全国第一把交椅，每年约1．5亿

Ⅱ屯的煤炭输出即能解决全国大量火力发电厂的用煤问

题。能源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内蒙古依托资源优势

谋求快速发展的梦想。从2001年开始，内蒙古经济增长

速度连年在全国名列前茅，经济总量增至4 790多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20 047元；全区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1 534

亿元，比“九五"时期增加898亿元，是“九五"时期

的2．4倍，年均递增28％。2005年，全区101个旗县市

区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旗县由2000年的28个增加到

2005年的79个，其中有11个旗县(区)财政收入超过

10亿元。

工业发展出现良好的态势。半个世纪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的工业发展，虽然遭受过文化大革命和极左

路线的干扰、阻滞和破坏，但是，“骆驼队依然在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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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效益

提高、后劲十足的良好态势。200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

为1 206．11亿元，比1995年增长近一倍。2005年，全

区工业生产总值完成3 861．5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6 917．8亿元，超过2000年前历年投资的总和；全

区工业产品鲜明地突出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传统优势；

拳头产品之乳品Sn孚LN品产量达66 516．70吨，为全国

之最，首府呼和浩特市被国家正式冠名为中国乳都。至

2006年末，内蒙古煤炭产量超过3亿吨，电力装机容量

近3 000万千瓦，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七位。其他主要

工业品产量：原油146．92万吨，原盐215．84万吨，粗

钢627万吨，钢805．49万吨，生铁922．69万Ⅱ屯，水泥
1 632．25万吨，木材340．96万立方米，电视机239．09

万台，服装l 980．72万件，昵绒611．76万米。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从秦直道到旅蒙商

之路，从勒勒车到客货公交车，从黄沙路到高速公路，内

蒙古的交通事业走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至21世纪初，全

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公路建设跨

入现代化新阶段，建成一批国道主干线和重要经济干线，

110、11l、208、209、210等国道与首都北京并全国各

省区形成“三横九纵”公路网，公路线路总里程8．33

万公里。境内有14条铁路干线、12条国有支线、5条地

方干线，京包、包兰、京通、集通、通霍、包神、丰准

等铁路干线贯穿东西南北中，形成沟通华北、东北、西

北的西煤东运、海铁联运的路网结构。铁路正线延展里

程达到7 813公里，综合运输能力显著增强。全区有9

个民用机场，开通国内国际30多条航线。国内通达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29个大中城市，国际直接通

航俄罗斯、蒙古国。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海拉尔机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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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场，成为中国对俄罗斯、蒙古国的航空前沿。

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据统计，2000

年，全区有普通高等学校18所，普通中等学校2 218

所，普通中学1 707所，小学10 147所，各类学校全

部在校人数370．68万人。到2005年，全区共有普通高

等学校33所，小学5 850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362．45万人。2005年，全区有科研机构114个，从业

人员10．64万人；艺术事业机构156个，从业人员5 700

人；艺术表演团体113个j其中乌兰牧骑58个；全区

有电影事业机构1 174个，有各类电影放映单位1 071

个，有文化馆103座，公共图书馆108座，博物馆28

座，档案馆140座；全区有广播电台13座，中短波广播

发射台和转播台55座，广播人口覆盖率90．4％；有电视

台14座，一千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80座，电视

人口覆盖率88％；自治区和盟市两级全年出版报纸

2．86亿份，其中蒙文版1 798万份；出版各类杂志1 41 1

万册，其中蒙文版115万册；出版图书6 298万册，其

中蒙文版852万册；全区共有卫生机构3 775个，其中，

医院471个；农村牧区卫生院1 330个，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147个，妇幼卫生机构117个。试管羊、试管牛等

高科技项目成绩填补着世界科技领域的空白：一大批体

育健儿在国内外大赛上夺冠。通讯和信息的发展日新月

异，2000～2005年底，全区邮电业务总量276．1亿元，

其中电信业务267．2亿元，全区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1 239．6万户，全区电话普及率(包括固定和移动电

话)52部／百人。内蒙古各项社会事业逢勃发展，正大

步向前跨越。

还需一提的是，在共和国三年困难时期，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几十个孤儿院里的孤儿，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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