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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以存史，知史而鉴今" 。编篡志书是中华民族延续了 2000 多年的优良传统，党

和国家历来重视志书的编修工作 。 按照盟委、行署的统一部署，我们编篡了《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上限追溯至中国共产党到锡、察盟开展工作的 1945 年，下

限至 2010 年底 。 比较详尽地记述了 1945-2010 年全盟宣传思想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继承

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全盟宣传思想战线工作者为促进全盟各项事业的

发展、推进盟委中心工作做出的显著业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点、方针、政策。 既是全盟宣传思想工作日益发展的真实记录，又是具体阐述全盟宣传

思想工作与时俱进的历史佐证。故本志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资料翔实、内容全面、文风朴实、

语言流畅、图文并茂、互相印证，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志书。必将为推动全盟宣传思想工

作的发展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编志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是所有参与

编辑和提供资料人员共同心血的凝聚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编寨人员四处搜集资料，翻阅档

案，缤密构思，奋笔疾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此，我代表本志编篡委员会对所有付出辛

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诚挚地谢意 !

盟委宣传部作为盟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能部门，改革开放以来，全盟宣传思想战线

的同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

神塑造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守望

相助，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了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

化支撑，为建设繁荣、 美丽、文明、和谐的锡林郭勒做出了积极贡献。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盟宣传思想工作的发展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史为鉴，

承前启后，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努力谱写锡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篇章 !

中共锡盟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包丽玲

2014 年 8 月



凡例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是全面记载中国共产党锡林郭勒盟宣传工作发展历史

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上溯至中国共产党到锡、察盟开展工作的 1945 年 8 月 22 日，下限断

止 2010 年 12 月 3 1 日 。

二 、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

按照存真求实的原则，力求突出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和业务特点 。

三、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 坚持纵贯古今、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根据"以

类系事、 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 ， 努力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四、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采用述、记、志、 传 、 图 、 表 、 录等体裁 ， 采用横排竖

写的体例进行记述，横陈门类，纵述始末，述而不论 ， 不加褒贬。除概述和大事记外 ， 原则

上按章、节、目的层次编写 。

五 、 《锡林郭勒盟志 · 宣传志》的记述，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 用字以国家文字

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 、 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行的《第一批异体字整

理表》 为准 。

六、数字的用法，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7

月 29 日批准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执行。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 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执行 。

八、标点符号，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批准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九、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 采用朝代年号纪年， 后括注相应的公元纪年。

清代及清代以前的纪年采用汉字书写，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 如清宣统三年 (9 1 1)、

民国 5 年 (19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十、历史地名、机构、职官一律使用原名，在历史地名后括注今地名:对人物名称的称

谓，直称其正名:对少数民族的地名、 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为准。

十一、志书中所用资料大部分由中共锡盟委宣传部、锡盟档案局提供，部分资料由编寨

人员搜集的口碑经考证后入志，志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十二、人物入志标准:传略，记载在解放战争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宣传思想战线

做出独特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革命烈士、道德模范和己故文艺界名人:简介，介绍在锡盟宣

传思想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并受过自治区级以上表彰奖励的人员:名录，列入受过盟级以上表

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

十三、文中的"党"是指"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前(后) " ，即指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 。

十四、统计数据，以锡林郭勒盟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数据，使用盟委宣传

部现存档案资料。

十五、不同表格，按章从头到尾统一编号。 例: 一章节一图，编号为"表 1-1 " 二

章节五图，编号为"表 2-5" 。

十六、记述中尽量使用全称。 第一次使用全称时己括注简称的，以后直接使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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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4 年 1 1 片 2ï 日 ， 毛泽东主席(打一)
在北京接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
演山的演员和 |乌兰牧骑代表队全体队员

1988 年 ， 全同入人常委会副委.01 l天乌戈
犬 (正 1 1 1 ) 接见锡盟民族歌挪用

在建 |斗 35 周年庆祝大会入场式上 ， fH 
苏尼特，()乌兰牧骑组建的彩车进入天安门广
场

1 966 年 ， 问务院总理周恩来 (fï -) 
在北京1~ JA!. %吨牧驹代表队和各地文艺代
友队

10 1 0 年 ， 内蒙古向治区党委 H ì己 I\JJ ft.华
di -.) 在锡W，l盟伏张 |斗华 Uï 一 ) 陪同 F
参观倒林字IS"~VJ博物馆

JJ~尼付 '()1Jlt~一代乌兰牧驹氏途跋涉深
入牧区?m:j~



2009 年 9 月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 在正蓝旗召开。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荠翔(二排中) 、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二排左四) 、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副主
席郭荫(二排右四)等领导、 专家和自治区、 锡盟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2008 年 8 月 ，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
央常务副主席厉无畏(左二)在自治区、 盟、
旗领导陪同下考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

保存比较完好的元上都穆清阁遗址

2008 年 7 月 31 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
明康(前排右二) 到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指导申
遗工作

乌μ雪二平|

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全貌(20 1 2 年 6 月 29 日 ，
第 36 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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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6 月 7 日 ， 全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前排左四)与中育部部长刘云 IJ I (前
排左五)等领导在北京接见延·巴特尔先进事迹报告|咀(前排左三为延·巴特~J\ ) 

2002 年 6 月 19 日 ， 向治区党委主办的 2002 年 9 月 ，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披(前
延 ·巴特尔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 排左一) 至IJ 阿 巴 H豆腆萨茹拉图雅嘎奄视察、 平(
延巴特尔作先进事迹报告 望廷 ·巴特尔 (右一 )

2009 年 9 月，中共锡盟委举行 1新中|才成t以来感动中罔人物"延 · 巴
特尔参加全问"双轩" J宅谈会欢送仪式(的f.l1: h: 式为延 - 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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