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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沁营镇志〉历届编篡机构及组成人员

2009 年编慕领导小组

组长:张月厚 (新城区政协副主席、成吉思汗大街街道

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副组长:杨祥麟 (办事处副书记、主任)

刘维祥 (办事处副书记)

王天元 (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党政办主任)

组 员:田全军 (党政办副主任)

李彦勇 (党政办副主任)

苏天水 (党政办副主任)

张广华 (办事处秘书)

张进 (文明办主任)

袁文清 (经委主任)

张玉书 (社区办主任)

王 智 (团委书记)

王志刚 (生产办主任)

胡双在 (安委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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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臻平 (信访办主任)

张凤珍 (财政所所长)

云俊平 (城乡建设办主任)

郝凤军 (环卫办主任)

张利君 (计生办主任)

赵利兴 (维稳办主任)

李兴龙 (综治办主任)

云海燕 (妇联主任、工会主席)

陈国柱 (文化站站长)

唐永目 (麻花板村书记)

范喜喜 (三合村书记)

贾全宝 (府兴营村书记)

|程志华| (一家村书记)

郑林锁 (南店村副书记)

王真威 (沙梁村书记)

刘满乡工 (讨思浩村书记)

刘忠旺 (生盖营村书记)

王大平 (乌兰不浪村书记)

卡双马 (塔利村书记)

张国华 (哈拉沁村书记)

李建国 (代州营村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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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云惠 (新城村书记)

卢文俊 (毫沁营村书记)

闰兵奎 (三|、树村书记)

闰明亮 (哈拉更村书记)

陈 胜 (上新营村书记)

陈 杰 (下新营村书记)

党云旺 (乡工山口村书记)

顾 问:张祥(原新城区政协副主席《新城区志》主编)

高全贵(原毫沁营镇副书记)

王石柱(原毫沁营镇副书记)

编篡小组办公室:

主任:王天元

副主任:高金贵

主编:王天元

副主编:范喜良

编辑:范喜良 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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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编篡领导小组

组 长:张月厚

副组长:杨祥麟 刘维祥 王天元

组 员:田全军 李彦勇 苏天水任利明

袁文清 张玉书 王 智

云俊平 郝凤军 张利君

云海燕 陈国非主 崔臻平

范喜喜 郑林锁 王真威

王大平 李建国 罗云惠

闰明亮 陈 胜 陈 木

l、双马

刘维维 (府兴营村书记)

李志毅 (一家村书记)

张铁军(哈拉在这村书记)

顾问:张祥

编篡小组办公室:

主任:王天元

副主任:范喜良

主编:王夭元

副主编:范喜良

编辑:范喜良王寅望李战

王志刚

赵利兴

张凤珍

刘满红

卢文俊

党云旺

张 进

胡双在

李兴龙

唐永目

刘忠旺

闰兵奎

范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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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编篡领导小组

组长:张月厚

副组长:杨祥麟 刘维祥 王天元

组 员:田全军 李彦勇 苏天水任利明 张进

袁文清 张玉书 王 智 王志刚 胡双在

云俊平 郝凤军 张利君 赵利兴 李兴龙

云:每燕 陈国柱 崔臻平 张凤珍唐永目

f斗巳}- 吾岳吾t 吾4吾t 刘维维 李志毅 郑林锁 王真成

刘满红 刘忠旺 王大平 卡双马 张铁军

李建国 罗云惠 卢文俊 闰兵奎 闰明亮

陈 胜 陈 杰 党云旺 范喜良

顾 问:张祥

编篡小组办公室:

主 任:王天元

副主任:范喜良

主 编:王天元

副主编:范喜良

编 辑:范喜良 王寅望 陈继来 王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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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年编寨领导小组

组长:张月厚

副组长:杨祥麟刘维祥王天元

组员:田全军李彦勇苏天水任利明张进

袁文清张玉书王智王志刚胡双在

云俊平郝凤军张利君赵利兴李兴龙

云海燕陈国柱崔臻平张凤珍范喜良

刘维维李志毅王真威刘满红王大平

张铁军李建国 罗云惠卢文俊闰兵奎

闰明亮陈胜

贾才渊 (麻花板村书记、主任)

何开通 (塔利村书记)

高月雷 (乡工山口村书记)

韩宝荣 (三合村书记)

杨全富 (南店村书记)
云兰锁 (生盖营村书记)

陈立科 (下新营村书记、主任)

顾问:张祥

编篡小组办公室:
主任:王天元

副主任:范喜良
主编:王天元

副主编:范喜良
主编助理:张万金 (原毫在这营乡副乡长)

编辑:范喜良王寅望陈继来王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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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村资料员

三合村:王寅望 董明华

塔利村、高俊郭贵忠

红山口:李根才

一家村:郝来旺

代州营:路长安 李秉文

毫沁营:徐 平

讨思浩:贾继忠

新城村:潘自力

晗拉沁:张平川

三卡树:闰文亮

生盖营:王智(兼)

沙梁村:郑月明

府兴营:贾润梅

晗拉更:赵致裕

下新营:陈凡陈建军

杜佳荣

上新营:崔三高 崔四虎

麻花板:刘国富 云粉莲

刘秀兰

乌兰不浪村:杨美俊

南店村:寇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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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沁营镇志》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正式出版了 O 这

是全镇各族人民的一件幸事，也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成就，我们表

示热烈的祝贺!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化建设，形成软实力，与经济建设相

辅相成、齐头并进，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组成部分。 经办事处立项，区委批准，2009 年党工委责成发起人之

一王天元同志总负责，主抓志书编撰工作。 七月，正式组成编篆领导

小组和写作班子，召开启动会议，开始了《毫沁营镇志》编修工作。要

求镇村两级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限期完成各项工作。特聘区志主编，

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祥同志为顾问，张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不辞劳

苦，进行了多次指导。 在编辑员、资料员培训中，志书写作过程中颇费

心血，为志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经在毫沁营镇工作过的老同志，十分重视《毫沁营镇志》的编

写，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有的领导同

志将保存多年的工作日记提供给编辑纽。 特别是上一届领导班子的

动议和在档案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对志书的编辑和后来的各项工作

十分有益。

2009 年，镇政府转变为街道办事处，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

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 经历了相当长历史阶段的"三农"工作转变为

街道社区管理。 党工委认为，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以史志的形式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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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史料进行归纳和总结，时机恰当，非常必要。

《毫沁营镇志》罗列的历史，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荒蛮时代

始，历经狞猎、牧养、农垦之变迁，至今天农工商学各业的盛况。 历史

上肥美的水草，苍翠的森林，丰盛的物产，哺育了中华民族的一支血

脉。 以地方志的形式系统记述历史变迁，让这片浸润着无数革命先烈

血液和世代父老汗水的土地上所积淀文化遗存，成为资政、育人、存史

的资料，是我们这一代责无旁贷的事情。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各族先民以特有的勤劳和智慧辛勤劳作，

不断探索，在改造大自然，创造生存环境的斗争中，造就了具有民族特

色的农业文明 O 承载着当地的社会形态由隶农制一一板升封建

制一一村落封建制一一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O

在革命战争年代，满蒙汉各族同仇敌，氏，共攘外侮，为了建立人民

政权，谱写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建国六十年，毫沁营人民跟

着中国共产党，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初步的

繁荣;改革开放三十年，解放思想，励精图治，续写了新的辉煌。 当地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正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华厦大地翻

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

综观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坚

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体例完备，内容丰

富，清新隽永，注重实用，真实地反映了历代各族人民在获取生产生活

资料，发展生产过程中的传统历法和发明创造。 也客观地记述了毫沁

营地区的自然资源，气候物候，交通通讯，农工商学之概况，为外界了

解当地开辟了一个窗口 O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

失"。地方志的出版，必将成为我们奋勇向前的渊源和动力，便于我们

掌握历史情况，借鉴过去的经验，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也将成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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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让后来人铭记历史，开拓奋

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志的意义和作用将会不断显现。

党工委和办事处十分重视《毫沁营镇志》的编撰，从项目确定、工

作布署，至人力、物力都作了详细、具体的安排。社会各界鼎力相助，

有许多离退休干部已是主玄之年，为志书提供了原始材料;也有不少

革命前辈的后代和中青年干部给予了热忱的帮助 O 实乃举全镇之力

众手完成。 借此机会，向这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我们正处在信息、技术与经济高度发达的时

代，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每一个中华儿女面临

着新的任务，肩负着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要传承历史，继

往开来，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沿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新城区政协副主席、成吉思汗街道党工委书记 1~付/圣

成吉叫道机主任 1~叫

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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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沁营镇地处土默川平原的东北，阴山之南，历史悠久，民风淳

朴 。 史前期水草丰美、森林苍翠、物产丰富，哺育了华夏儿女。 先民们

勤劳智慧、发明创造、和睦相处，造就了悠远的农业文明，堪称各族共

存共荣、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之楷模，有着极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淀。

新中国肇建，展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画卷。 在改革开放的

大潮中，优质高效农业和乡镇企业风生水起、日新月异，托起了小康工

程的脊梁。

我们在任期间就已经产生了编撰一部地方志的凤愿，使之成为存

史、资政、育人的资料以飨后人，但由于工作繁忙终未成行。 做为前期

工作，我们重建了档案室，尽力收集资料，分类妥存，以备修志之用 O

欣闻后任班子力举此事，深感欣慰。

预览初稿，共十五篇六十余万言 O 虽称不上卷轶浩繁，也属较为

庞大之文化工程。 可见毫在这营地区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

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诸如农事历法、耕作技艺、农具制作、

劳动组织等方面之方法和经验，可供后人通晓与鉴析。 地方行政之变

迁、机构之设置 、 民生之习俗、山水之地貌、风土之传承，尽编辑之能

事，尽力记录之。 又见笔者重笔记述了新中国六十载，改革开放三十

年当地行政建置、地理自然、农林牧付、科教文卫、电信交通、风土人情

诸多内容之历史变迁，兼有史记与资料之内涵，弥足珍贵。

本方志自 2009 年 7 月布署，至 2012 年 12 月统稿，历时三年有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