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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钱 智

阅读了州党委史志办送来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志稿，感触颇深。这部昌

吉州有史以来首部志书，纵记千古，横述百业，为州内外人士了解昌吉铸就了一

个亮丽的窗口，堪称一部具有深远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资料库。他的出版问世，必

将以其独特的功能对昌吉州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庭州(昌吉)大地，自古迄今，就是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块沃土，地理位置、资

源、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勤劳淳朴的各族人民开创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并铸

就了今日的辉煌，在祖国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使得今天的昌吉在新疆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千百年的历史长河

中，昌吉州各族人民在反侵略、反分裂、反封建、反剥削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前

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

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各项事业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特别

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昌吉州各族人民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前进，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康乐景象。历史以铁的实事证

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新昌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昌吉的发展和

稳定；没有全州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就没有昌吉今天的繁荣昌盛。

编修地方志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地方志作为一方之信史，是记载一个地

区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具有“资政、教

化、存史”的作用，古人说的好：“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一部

好的志书，将为社会提供一部翔实可靠的地情资料，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

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正基于此，昌吉州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kl{党委、

州人民政府都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修志人员

辛勤努力，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历经十几年的笔耕，终于完成了这部浩繁卷帙，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是自治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取得的又一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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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翔实、丰富的资

料，较为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西汉时期至20世纪末庭州政权的变革、自然

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的完整面貌和发展演变轨迹，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前昌

吉州境域贫穷落后、战乱频仍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经济腾飞、文明昌盛的现

实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丰富、文字简朴，是了解昌

吉、研究昌吉历史和现状不可缺少的地情资料书，也是一部对各族人民和子孙

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对“昨天”和“前天”的昌吉有了深刻的认识，才能担

当起“今天"和“明天”昌吉州建设和发展的重任。了解、认识昌吉州的历史与现

状，读志用志不失为一种主要的途径。要通过读志用志，鉴古知今，扬长避短，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激励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建设家园的工作热情，使《州

志》在加快昌吉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钱智，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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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李福元

《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付梓出版，标志着昌吉州文化建设有史以来最为宏大

的一项工程告竣，令人振奋，使人欣慰。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昌吉回族自治州继承这一传统，在自治

州改革不断深入，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持续稳定的十多年来，始终把《昌吉

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工作做为一件大事来抓，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坚持开

展修志工作。历经十余载，一部记载昌吉州纵横两千年自然、社会发展历史，着

重记述建州近50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创造光辉业绩史

实的首部《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一幸事说明，“蛊世修

志”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并在昌吉州得以发扬光大。

昌吉州历史悠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块富饶、美丽、昌盛吉祥的沃土。

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西汉神爵二年(前60)，汉朝设西域都

护府后，历朝历代中央王朝均在此设官置守。幅员辽阔的境域是举世闻名的古

代“丝绸之路’’新北道通往北疆各地及亚欧诸国的必经之地，素有“门牌要冲，黄

金通衢”之誉。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休戚与共，共御外

辱，共建家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州人民意气奋发，万众一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庭

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昌吉州地处天山北坡，位于新疆辐射东西南北的黄金通道，与自治区首府

乌鲁木齐市联襟相依，具有良好的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一
北疆铁路、乌奎高速公路、吐乌大高等级公路、312国道、216国道、亚欧光缆横

亘州境。境内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航空、铁路运输方便快捷；通讯、邮电畅

通无阻，发展迅猛；自然资源丰富，已发现具有较高开采价值的矿藏资源50多

种。广大农区盛产小麦、玉米、水稻、棉花、油料以及各种杲蔬，是自治区粮、棉基

地和瓜杲之乡，也是自治区畜牧业大州之一。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具有恢宏博大、雄伟壮丽、历史悠久、丰富深遂的特点，发展旅游产业得

天独厚。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昌吉州作为天山北坡经济带率先发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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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州，正在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与

时俱进、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昌吉回族自治州志》编纂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和对历史负责、对全州人民负责的精神，贯通古今，

详今略古，认真分析研究庞杂浩繁的古今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面地记

述了昌吉州的历史与现状，浓墨重彩地再现了庭州各族儿女开发建设昌吉的历

史画卷，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又反映了时代风貌，是一部科学、

严谨、全面、系统的州情资料著述，不失为昌吉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百科全书。

《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作为一部地情资料书籍，为我们学习、了解昌吉州历

史，熟悉昌吉州现状，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教材，必将在自治州两个文明建设中发

挥“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作用。“鉴古而知今，温故而知新”，我们要抓住《昌

吉回族自治州志》出版发行的有利时机，大力倡导社会读志用志，尽可能使各界

人士更多地了解昌吉，使每一位昌吉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州志》，

了解、熟悉州情、地情，更好地从昌吉州实际出发，共创昌吉州更加美好的未来。

《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字里行间凝结着为史志事业辛勤操劳的领导和甘于

寂寞、笔耕不辍的修志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是州党委、州人民政府以及区、州

两级地方志编委会正确领导和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这一成果的问世，得

益于州党委、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重视与支持，得益于全体编纂人员的不懈

努力，他们以编纂好《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为己任，以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心，

倾力笔耕，数易其稿，几番修改，实属不易。籍此志书付梓之际，我向所有为《昌

吉回族自治州志》编纂事业默默奉献的同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昌吉州繁荣昌盛，文明吉祥，正凭籍西部大开发之东风，展翅奔向更加美好

的明天。值此《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告竣之际，热忱欢迎各位读者和有识之士莅

临昌吉，与我们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昌吉州的美好未来。

李福元，中共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副书记，昌吉回族自治州州长。



凡例

凡 例

一、《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为准绳，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原则和要

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公正地记述昌

吉回族自治州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昌吉回族自治州志》略古详今，立足当代。上限因事而异，据所存史籍

而上溯，下限至1995年12月31日，其中人物编下限延至2000年。续编收录

1996---,2001年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概况。

三、《昌吉回族自治州志》采用编、章、节、目式结构，以述、记、志、图、表、传

等为记述形式。以志为主，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同类事物，不为现行行政管理系

统所圆，均归类于相应编、章、节、目中。全志共设45编，编首设无题小序。

四、《昌吉回族自治州志》所用资料以史籍、档案、文献、报刊为主，辅以口碑

资料，资料经考证鉴别入志。引文一般不注出处，必须说明的加括号缀后注明。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以州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为准。统计局无据可查的

数据，以行业部门提供的数字为依据。

五、《昌吉回族自治州志》纪年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当时通用

纪年，括号中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皆用公元纪年。年代表述均

指20世纪各年代。书中“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是指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六、《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中的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昌吉回族自

治州地名图志》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沿用当时地名，其地名在书中首

次出现时以括号加注今地名。书中少数民族人名采用档案、史籍中称谓一致的

译法。各种名词、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括号注明其后简称。“昌吉回族自

治州”简称为昌吉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为自治区。

七、《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中数字除引文、定型词、词组、惯用语、序词及清代

以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

八、《昌吉回族自治州志》中计量单位的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资料

中的计量单位保留其原单位，照实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料中的计量

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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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按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运用。

九、《昌吉回族自治州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不分主、客籍，

以率年先后排列记述。

十、《昌吉回族自治州志》行文为语体文记述体，除引用原文外，均以现代汉

语书面语直书史实，述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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