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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锡林郭勒盟政党志》编纂成书，是锡盟的一件大事。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比较完整记叙锡盟有关政党方面的

志书。她的问世，于当今有用，于后代有益。为此，我对

她的问世表示衷心的祝贺l
， 锡林郭勒盟这片富饶美丽的大草原，过去长期受封

建王公贵族统治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日伪汉奸卖国贼的

欺压掠夺，到解放前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里人民遭

‘受的苦难，要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其他许多地

。方还要深重。这部志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告诉人们，只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草原各族人民才能走上民族、民

主解放道路。解放以后：锡盟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为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为祖国

北部边疆的繁荣昌盛，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历尽千辛万

苦，才使得千里草原旧貌换新颜。

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然而，锡盟

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如此深

刻的社会变革和飞速的社会进步，难道是偶然的吗?是什

么原因，是什么动力?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各政党、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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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各族各界人士走过了什么样的历程?从中该汲取些什

么经验教训?有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所有关心这些问题

的人们，都可以从本部志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因此说，

这是一部珍贵的志书。

志书千古事，得失众人知。我愿这部志书在锡林郭勒

盟的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达小康的新的历史进

程中，日益显示出她的价值和作用。

谨此为序

中共锡盟委书记 移日彰。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凡 、例

一、本专业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历史上的察哈尔

盟和锡林郭勒盟内的政党活动，分则分写，合则合述。

二、本志遵循●横排竖写"的编纂原则，力求横不缺

项，竖不断限。记述中略古详今，用第三人称，只记述，

不评论，以“序"开篇，以“记"综叙大事，以“志"分

事详述。
’

志书以“文"为主，记“述”记志，展观全貌，以图

表、照片等穿插为一体编写而成。

三、本志按志书体例，设“章"、“节"、“目"。全志

共设四章、九节、三十三日。各章、节、目自成体系，

“章"辖“节"，“节”辖“目"。“目"为最基本的记述层 ．

欢，不求划一，视内容而设置。

四、本志书上限根据史料记事为1924年，下限截止

1990年底。主要记述1945年一1990年间有关政党的活
■

动。 ，

五、志书纪年方法采用公元纪年，，记叙性数字用汉

字，其余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

六、文中所用的地名、机构名称及专用名词，第一次

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如“中国共产党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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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勒盟委员会’’，简称为“中共锡盟委"。地名如有变动，

使用时仍采用历史名称，但第一次出现时加注。

七、入传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外籍。生不立传。立

。传人物按生平事迹分类收入。(1)在锡盟革命斗争中有影

响、有代表性的革命烈士I(2)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

特殊贡献的共产党员，(3)有影响的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和

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八、本志的资料来源，主要是锡林郭勒盟、张家El地

区、账家口市和盟内太仆寺旗、多伦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其次还有征访蓟的其它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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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锡林郭勒盟地处祖国北部边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中部。全盟现辖12个旗县市．总面积20．3万平方公里。

截止1990年底共有人口88．9万，包括蒙、汉、回、满

等24个民族，其中蒙古族25．2万人，占全盟人口28％。

(一)

锡林郭勒草原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1206年，成吉

思汗统一全蒙古，锡察地区属左翼察哈尔万户管辖。1271

年忽必烈统一中原，定国号为“元’’，兴建了举世著名的

元代第一都城——元上都(即兆奈曼苏莫)。1368年，元

顺帝妥欢贴木尔从北京退往上都(今正蓝旗东上都河北

岸)，史称北元。1616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创建金国，初

称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清兼并蒙古后，将原蒙

古社会的区分和领属关系取消，最早建立了“旗’’这一行

政区划组织。清朝将内蒙古分为六个盟，锡林郭勒盟当时

辖五部(乌珠穆沁、浩洛特、阿巴哈纳尔、阿巴嘎、苏尼

特)，每部分左、右旗，共十旗。原察哈尔部所辖八旗，分

左、右翼。右翼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在民国

初划归绥远省，今属乌兰察布盟范围)；左翼为镶白、正

白、镶黄、正蓝四旗，驻牧察盟地区。察盟各旗由清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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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总管治理(总管旗为清朝直属的领地)。锡盟各旗设王

公札萨克。此时的锡察两盟均设盟长、副盟长。直到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锡察地区仍沿用清朝管理制度。

一 1914年，民鼠政府设察哈尔特别行政区，锡察两盟归

其管辖。1915年，国民政府颁令，锡察地区沿用清朝管理

制度后，原有的满、蒙待遇条件继续有效。1919年德穆楚

克栋鲁普加冕，就任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都隆亲王。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察哈尔特别区改为省，锡察两

盟归察哈尔省管辖。1937年lo月将坝上张北、崇礼、尚

义、康保、商都、多伦、宝源、化德等八县划归察盟管理。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察哈尔。1936年唆使德

穆楚克栋鲁普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在

化德成立“蒙古军政府"。1937年第二次蒙古大会在归绥

召开，并在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于张家口成立，随之锡察地区由该

．政府管辖。1941年此政府改称“蒙疆联合自治邦"，到

1943年又改称“蒙古自治邦"。1945年。八·一五一后，

“蒙古自治邦"垮台。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锡

察地区归属内蒙古自治区a

直到民国末年，由于长期受封建王公贵族统治，锡林

郭勒盟一直是处在封建割据，在封建专制之下缓慢发展。

历代封建王朝的更迭，并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的实质。在黑

暗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下，锡林郭勒盟牧区贫苦人民

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在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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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式的艰难处境中。

、

(二) ‘：

在黑暗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直到1945年解放

前，锡林郭勒草原人民所受的苦难，要比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旧中国其他许多地方还要深重。

历史上，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干多年。但广大牧

区直到解放前还残留着奴隶制。那些贫苦牧民没有人身

自由。每一个贵族都有供其使用的奴隶，多则二十几人，

少则四、五人。这些奴隶生活在王公贵族的任意凌虐之

下。王公贵族实行世袭制。奴隶的身份也是代代相传。
’

长期黑暗的封建统治，导致大部分牧民贫病交加，人

口逐年下降，清末至解放前的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人口年

递减率为6．8 oA。曾有人断言，在封建统治下，草原人民

贫穷愚昧，疫病流行，人口减少速度加快，50年后，这个

民族要自行消失。这一断言并非危言耸听，人民确已贫弱

不堪，长年挣扎在死亡线上。

国民党统治时期，草原人民的苦难更加悲惨。中国国

民党曾在1928年于张家I=l设察哈尔省党部。当时派人到

察盟部分地区开始活动，并在多伦县、宝源县建立党部。

多伦县党部到1933年已发展到20多名国民党员。宝源县

党部到1929年只有7名国民党员，到1946年，国民党员

，和三清团员发展到102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在察哈尔盟、锡林

郭勒盟，分别成立了察哈尔盟党部和锡林郭勒盟蒙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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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这些党部都发展了党员。组织了反动武装。锡察两盟

当地反动上层人员也勾结国民党，利用拼凑起来的叛匪，

对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

武装，妄图把草原人民进一步推向苦难的深渊。

(三>

。锡林郭勒盟各族人民富有爱国主义和革命斗争可歌

可泣的光荣传统。

，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落后的、倒退的、有悖于历史

前进的反动统治终究会灭亡的。为了反抗封建统治和压

迫，最终推翻这种黑暗的统治，曾经有很多优秀的锡盟草

原儿女、蒙古族仁人志士，探求草原人民解放的道路，试

图改变贫苦牧民的命运。如清朝末年，察盟太仆寺旗左翼

牧群(正白旗人)恩和巴图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

同盟会。民国初年，恩和巴图和李大钊等5人以北方代表

身份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象恩和巴图这样去探索、寻求草原人民解放道

路的先进分子很多，但最后均未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草原各族人民才最终获得

了彻底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非常重视，

逐步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1924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

了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一批优秀蒙古族青年为中共党

员，并成立了党的组织。1925年，“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

团一成立。同年10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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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占领察哈尔。为反抗日军的入

侵，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锡察地区秘密组织过“牧民

会"，发行过《蒙古农民报》，并动员青年参加民族武装，

反抗日本侵略。同年，在张家El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事

委员会"，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发表《坚决
。

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中共党员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

前敌总指挥，率师北上，在爱国军民的共同抗击下，接连

收复宝昌、沽源、多伦等，将日寇全部逐出察哈尔境，沉

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1945年8月，苏联、蒙古对日宣战，配合中国人民给

予日本侵略者毁灭性打击，被日本侵略者践踏12年之久

的锡察草原获得新生。同年9月，内蒙古解放委员会派苏

剑啸、田户(又名乌力吉)前来宝昌着手开展察盟工作。

同年10月，乌兰夫同志受中共中央派遗，率领共产党员

组成的工作队，到锡盟苏尼特右旗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区

域自治主张，争取民族上层进步人士，再次召开了内蒙古

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了由原蒙疆高级官员补英达来等组

织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主席。

同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1：3成立。同年

12月至次年初，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先后派苏剑啸、陈

炳宇、云世英、潮洛漾等人到锡察地区开辟工作。1946年

4月，锡察地区分别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道英海日罕支部和

贝子庙支部。此后，相继建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

盟分会、察盟民主政府，还组建了察盟警卫队；建立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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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盟分会和锡盟民主政府。同年8

月，锡察两盟普遍建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各旗支会和旗

民主政府。1946年10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战略撤

退到贝子庙。同年10月察锡工委宣布成立。为适应当时

形势和斗争任务要求，主要进行了宣传党的政策；建立统

一战线；组建和加强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培养

民族干部；牧区开展反封建和民主改革；建立实业公司、

财经处，增加财政收入，保障物资供给等工作。从此，历

经磨难的锡察人民终于找到了一条民主民族解放的正确

道路，掀开了千里草原崭新的一页，草原人民开始谱写了

一曲曲壮丽的战歌。 ．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

导下，锡察地区各级新生政权诞生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又

挑起内战。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察哈尔，反动气

焰器张一时。锡察地区的一些反动民族上层分子也蠢蠢

欲动，相继叛乱投靠国民党，并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骚

扰、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后方机关。锡察人民与全国人民

一样，．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选择。为了贯

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丢掉包袱，保存力量"的方针，同

年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根据锡盟人民深受苦

难，阶级基础好，群众易发动的政治背景，根据锡盟草原

东临三省解放区，北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友邦，便于

转移，再加地理环境复杂，敌人不易进攻等有利条件，毅

然决定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战略撤到锡盟的贝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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