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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昌明，修志乃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

就的时刻，《察右中旗志》问世了。这是全旗二十二万各族人民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

历史越是前进，事业越是发展；我们越是感到急需编纂一

部能够反映察右中旗历史全貌的旗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对得起革命先烈，才对得起全旗各族

人民，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宗先贤和子孙后代；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才能更好地适应全旗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的需要。

察右中旗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

日战争期间，李井泉、姚拮、张达志、杨植霖、苏谦益等老一辈

无产阶段革命家或老前辈，辗转大滩、金盆、乌兰哈页、科布尔

一带，指挥游击战争，领导人民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蒙汉人民为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枪枝

弹药、布匹皮毛、日用百货和医药器械，送粮运草，掩护党政军

领导干部和伤病员，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军队和人民鱼水相

亲，团结战斗，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

验，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反

法西斯战争付出了代价，作出了贡献。许多革命先烈把自己的

鲜血洒在了察右中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浇开了革命胜利之

花，为察右中旗历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察右中旗虽是1 954年旗县合并时新建，但其辖境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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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人杰地灵，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元

太宗)1 231年在本地练兵习武时曾用过的“兵器库"和“点将

台”遗迹，迄今尚存；民族风情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的灰腾锡

勒和黄花旅游胜地誉满塞外；灰腾锡勒世界级大型风电场部

分机组已经建成投产；1 973年起，连续17年，年产黄金超万

两，跨入全国黄金生产先进旗县行列；大麦种植面积和产量均

居内蒙古自治区之首。各族人民敦厚诚实，勤劳俭朴，好善乐

施，崇尚公益，热情好客，团结友爱。新中建立前，由于日伪残

酷统治和兵燹匪患，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各族人民过着衣不

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新中国建立后，这个老少边贫地

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

苦奋斗，创造了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旗各族人民改革创新，奋

力开拓，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日

趋富庶，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真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察右中旗志》凡11 O万字，横排门类记百业，纵述古今载

千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以《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坚持论从史出，实事

求是，立足当代，详近略远、详独略同、详主略次的原则，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全旗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等发展变化情况，作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对地

质资源、地理环境、民族人口、自然风貌、民情风俗等方面的演

变过程作了认真的核实和记载，对各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人

物都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作具体的分析，删繁就简，去伪存

真，通察旗情，探求规律，突出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地方特

色，实事求是地描绘了察右中旗地方史的本来面目，为今人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后人了解、认识、研究、开发和发展察右中旗提供了科学依据

和借鉴，为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国情、旗情教育提供了极

好的教材。其保存的资料信息，功在当代，惠及后人。只要在全

旗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形成读志、用志的风气，就能

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之功效，就能够达到经世致用，服务社

会的目的。

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本志得以成书，是中共察右中旗委

员会和察右中旗人民政府的重视与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地方

志办公室和乌兰察布盟地方志办公室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

支持与指导，旗和苏木乡镇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及企事业

单位的资助与合作，以及编纂人员不辞艰辛、忘我笔耕的成

果，是伟大时代的产物，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借此，谨向为旗志

擘画周详、殚精竭虑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察右中旗各族人民既能为过去写下光荣而自豪的一页，

在今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必将进一步团结在中

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

愿察右中旗的山山水水，沐浴时代光辉；愿全旗各族人民

承先辈之志，葆乡土之誉，和衷共济，为建设经济繁荣、文化昌

盛、科技进步、环境优美、安定团结、生活，J、康的察右中旗而再

创奇迹，再续青史。

本志虽已成书，但因资料不足，水平所限，疏漏谬误在所

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中共察右中旗委员会书记 云有威

察右中旗人民政府旗长 曹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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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察右中旗志》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例

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察右中旗的

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相统一。体现改革精神，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

二、志书坚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反映地方特色、

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三、志书统合古今史料编写i上溯不限，追溯到事物的发

端，下限至1996年底，重大事例延至完稿。 ‘j

四、志书结构分编、章、节三个层次，内容比较单纯者分

编、章两个层次，内容比较复杂者分编、章、节、目四个层次，目

以黑体字标明。概述、大事记冠于卷首，纵贯古今，展示全貌，

总领全书。主体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

水利、工业、交通、乡镇企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购销、

财政税收、计划统计审计、工商物价技术监督、金融、政党群

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民政扶贫、劳动人事、军事、科学技

术、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出版、医疗卫生、体育、民族宗

教、民情风俗、方言谣谚、国有资产、人物共35编、1 68章、505

节，各编章节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各书其要。 、：

五、志书的体裁，以记、志为主，表、’录为辅，图照为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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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协调，相辅相成。各编为记叙文体，只作客观记叙不加评论，

寓观点于记叙中，个别也有画龙点睛之处。

六、人物立传坚持“生人不立传"的史学原则，对察右中旗

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人(包括反动人物，以资借鉴)，以本籍为

主，兼收长期活动在察右中旗的外乡人，立传人物只记事迹，

不加评述；革命烈士按出生地分别录其英名；在世人物，本籍

全国劳动模范，地师级以上军政要员、高级知识分子、出国留

学人员以及成绩卓著的能工歹了匠、名医良医，记名人简介，其

余名人以表记录；所有传记均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为序排

列，述记人物一律直书姓名，不加职务、职称，不加褒贬词。

七、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规范语体文，，并用国家

统一公布的简化字。个别人名、地名，有特殊含义的文字，仍用

繁体字。

八、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的历史

习惯称谓。历史纪年，新中国建立前均标汉文，并加注公元纪

年；新中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标阿拉伯字。 。

·’ 九、数字表述的各种名称、成语、顺序号和少数不确切的

数字(如六七百)用汉字，其余均用阿拉伯字。

十、度量衡单位，按当时的历史习惯或法定计量单位记

叙，有代号的只在表中使用。
‘

t

十一、资料来源，绝大部分录自旗档案馆和内蒙古自治区

档案馆以及旗直各部门编写的资料，选用时不注明出处，对于

其它来源和少数有争议或多说并存的一些专用名词，均用括

注或脚注说明。

十二、按照“记述政治运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历次政治

运动不列专章记述，有关情况散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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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十三、对于由不同语言转译、音译而来的地名，一般不简

称，以防谬误。但对包括地名在内的一些字数较多的常用词

汇，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如再次出现则用简称。

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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