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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株左旗志·

人杰

《巴林左旗志》的问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在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栖息的巴林左旗，是“富河文化一

的故乡，距今约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在这块肥

美的土地上，不同程度的留下历史的足迹。契丹族建立政权后，在

这里设置上京临潢府，成为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元代这

里是鲁王分地，归全宁路管辖。成吉思汗十八世孙达尔罕诺颜苏巳

海时，始号所部为巴林部。一六二八年，归附后金。清顺治五年(一

六四八)，将巴林部分为左、右两翼，封苏巴海曾孙满珠>--j礼为札

萨克固山贝子，掌管左翼，始置巴林左翼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了．这里，曾是勤劳勇敢的契丹族，蒙古族人民游牧的天然牧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蒙古族、汉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并肩开发，共同生活的美丽的家园。

巴林左旗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文化灿烂，五业俱

全。然而，在解放前，各族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皮鞭下呻吟．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之

后，巴林左旗漫长的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阳光驱散了乌云，各

族劳苦人民喜获新生，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解放以来，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巴林左旗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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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马奔驰在草原上，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民族团结，五

业兴旺的崭新局面，进入了鼓舞人心的最好的历史时期。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优良传统， 即所谓

搿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目以志为鉴”。所以，每逢太平盛世，必

然编志修史。旧地方志是为适应旧的社会制度的需要而编的，我们

今天编纂新地方志，是为了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搞好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

标。现在编纂和出版的《巴林左旗志》，会使人们了解巴林左旗的

历史和现状，了解巴林左旗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情，借

鉴历史，总结经验，发展优势，面向未来，更好更快地建设自己美

丽富饶的家园。这部蕴含十二编四十三章七十多万字的《巴林左旗

志》之所以能够在今天问世，是中共巴林左旗委员会和巴林左旗人

民政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加强领导和大力支持的

结果，是全体参加编纂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晶。对此，我作为一

名三十八年前曾在巴林左旗从事党的工作政权建设的老兵，怀着故

乡情、赤子心，表示由衷的祝贺。 ．

“人杰地灵展新容一，这是巴林左旗今日的壮丽新貌。那么，

明天的宏图美景又是怎样的激励人心呢?让我们各族人民肩并着肩

共同奋斗，手挽着手奋力去描绘吧!明天的巴林左旗将是祖国北疆

内蒙古自治区更加妖娆的新天地!

赞 f-．f-．f-．f-．f-．f-．f舞1
∥卜 田

一九A．g-q年十月于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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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志·

巴林左旗隶属于内蒙

临潢府故地，今名林东镇。

又包括其他十几个少数民

本旗地处祖国北部边

百一十八度四十四分——

四十八分之间。 全旗南=f

里)，总面积为六千六百

宙F旗界东与阿鲁科尔沁

旗连边。南距祖国首都北京七百六十一公里，西至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一千四百多公里。

．本旗属大兴安岭余脉，境内多高山丘陵。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呈现出不规

则的缓坡形， 平均海拔在六百米左右。 旗内最高峰为自音罕山，海拔一千七百二十四

米。北部乌兰达坝、米力吐坝、黑里黑坝等山峰重峦叠嶂．连绵起伏，形成一道东南走向的

天然屏障，阻挡住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为发展畜牧业，林业、农业创造了有利条

件。不仅如此， 其战略地位尤其重要， 历来为兵家所注目。史称这里“地沃宜耕值，

水草便畜牧"和“天险足以为固黟不是虚言。

本旗全部土地中，川地约占百分之二十，山地约占百分之六十四，丘陵占百分之十

六。按各业用地区分。 农田占百分之十一点二七， 草牧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九， 林

地和宜林地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五，城乡村镇及其他占地百分之七点四。人均占有土地三

十一亩八分，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四亩二分．

本旗现有河流十三条，主要的是乌尔吉木伦河、沙尾河、乌兰达坝河、浩尔吐河、查

干白其河、乌兰白其河。其中乌尔吉木伦河最长，在本旗境内的一段长达一百二十四公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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