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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修审人员名录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
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人员名录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1987年10月8日"-,1991年7月25日)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尼 玛

李仁青 汪福 关驱虎

唐清 王伟民 假真

多杰仁青(增补) 王进才(增补)

假真

办公室

主 任王伟民

工作人员(实到) 假真旦培易增敏

郝绍青杨春

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1991年7月25 El"---1993年12月22日)

主 任

副主任

高向东

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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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关驱虎

主 编假真

’，，j’“
'_：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编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
．

，一^

假真

易增敏(

王进才

涂大庆(

次仁顿珠

第三届编纂委员会

(1993年12月22日～) ．

高向东(至1995年5月15日)

尕多(自1995年5月15日)

汪福 、

张守成(至1994年8月18日)

晁明德(自1994年8月18日)

杨辉堂关驱虎假真

假真

办公室

假真

易增敏

李春生

东博

阿琼

王进才

(至1995年7月18日)

徐大庆

(1994年11月1日至1995年7月18日)

(1995年7月18日至1996年6月26日)

(聘，至199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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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初稿)》省州县联合

复审单位及人员名录

省志编委会马石纪马彦海樊继文姚聪士±

韩效忠阎瑶莲周新会

省民政厅血日布(特邀)。’‘：
⋯

李家峡工委盖新杰(特邀)

黄南州多杰才让王宜正t郎国清袁茂金

高向东 杜英茂王通礼郑继轸

王振青 赵国勋秦玺唐清

才让 祁生昌郝忠

河南县杨辉堂 尕多晁明德汪福

多杰仁青’假真易增敏李春生

涂大庆

泽库县然角陈亚林

同仁县王建元李新业

尖扎县陈杰王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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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河南县志 序 一1

序

盛世修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

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千秋大业。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新中国诞生后的新置县，建县历史仅40

年，但河南蒙古的先民徙牧这一地区却已740多年了。在长期的生

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实践中，河南蒙古族人民为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和地区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也饱尝了战争祸患和自

然灾害的苦难。1952年河南人民获得了解放，1954年成立河南蒙

族自治区，后改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建政40多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河南县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事业百废俱兴，全县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

从封建王公统治下一跃成为国家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

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认真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和民族政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怀

帮助下，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民族空前团结，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这是党和政府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县人

民艰苦创业的结果。编修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全面、系统地反映

历史沿革、地理、风物、人文社会、政治巨变、建设成就，展现党

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发挥地方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积极作

用，对于教育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坚持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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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快经济发展和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编纂工作自1990年正式开始，经各方

面共同努力，尤其是县志办公室全体同志的艰辛工作，历时六载，

终于告成。这部县志比较准确、全面、翔实地记述了河南县的过去

和现在，客观地反映了河南县的历史面貌。温故知新，鉴往知来，

从这部县志中，我们可以了解河南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

道路，了解先辈们建功立业的艰苦过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作

为今后工作的借鉴。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行将出版了，对此我们深感欣慰和振

奋。感奋之余，略赘斯言，谨以为序。

中共河南县委书记杨辉堂

河南县人民政府县长尕多

199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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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值《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行将出版之际，作为土生土长的河

南蒙古人，我们倍感鼓舞和振奋，特此表示最热诚的祝愿和祝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为

世存史，为政垂鉴，为业立志，为人民树碑立传的旷代之举，对于

建县不久尚未有《志》的河南县各族人民尤其迫切和必要，《河南

蒙古族自治县志》的出版、发行，实现了河南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夙

愿和企盼。

河南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置县，但河南地区的人类文明却

很久远，蒙古人进入这一地区也已长达740多年。沧桑更迭，岁月

变迁，各族人民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

历史。解放后，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创业，开

拓进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河南县顺应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全

县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客观

真实地记述了河南地区的民族、社会、人文、风物的历史和现状，

反映了河南县政治、经济、文化、建制的发展和变化，是河南县党

政军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丰碑，是河南蒙旗的历史、

现状、发展、变化的珍贵史料，是一切有志于民族史志研究、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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