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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

欣逢盛事，全面反映昆都仑区50年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的《昆

都仑区志》出版问世。这是昆都仑区人民政治生活中可喜可贺的

一大盛事。

1 95 6年，伴随着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的建立，昆都仑区建区。

50年来，在来自全国各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下，我们在一片荒原

上建起了美丽的现代化城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走在了自治区1 0 1个旗县区的前列，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科技、

教育、绿化、社区建设工作先进区，已成为包头市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时

期，昆都仑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质量效益明显提高，

群众得到实惠明显增多，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保持20％以上的增长

速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综合实力显

著增强，发展基础更加夯实。昆都仑区的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

《昆都仑区志》是一方之全史(书)，区志编撰的成功凝聚了

]，，
二＼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昆都仑区志

全体修志人员多年的心血，是各级领导、众多专家、学者和老同

志关心、支持、精心指导的结果。该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系

统地记述区境内的地理民情，记述昆都仑区历史发展的轨迹，总

结和概括了昆都仑区过去5 o年开发建设与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为昆都仑区的未来发展与振兴提供了历史借鉴和传承依据。

“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道”。全区人民要以史

为鉴，察古知今，在区委、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工业立区、科教强区、三产兴区，围绕着在包头市和内蒙古

自治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

标，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

建设统筹协调发展，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昆都仑区。

爰以撰文，动勉后入。

中共包头市委常委、昆都仑区委书记 红 洁

中共昆都仑区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区长 张国忠



凡例

凡 例

一、《昆都仑区志》(以下简称《区志》)是全面记载昆都仑区

自然、经济、政治、社会、入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区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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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真实地反映昆都仑区的历史与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

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区志》采用述、载、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文体采用现代汉语语文体、记述体；图、表分别穿插于各篇章之

中，以求做到图文并茂。

四、《区志》由概述、特载、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6个

部分组成。“概述”综述区情，总摄全志，有叙有议；“特载”全文

载录《人民日报》重要文章；“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顺时编年

体为主的体例，记述昆都仑区从古至今的大事、要事、新事。“专

志”为全志之纬，是志书的主体，采用“横排竖写、纵横结合、以

横为主”的方法进行记述；并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

志”的原则进行分类，类的划分参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兼顾现行

部门管理体制；“人物”之传略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主要收

录在昆都仑区长期工作和生活并有重大贡献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入志人物均以生年为序排列；“附录”收录重要文献。

7，7



昆都仑区志

五、《区志》的断限。上限不作统一规定，尽可能追溯到事物发

端、建置之始；下限原则上断至2000年；个别内容视其情况适当下延。

六、 《区志》记述范围。以志书下限年度的昆都仑区行政区

划为准；历史上与昆都仑区有联系，但现在不属地域范围的事件，

择要记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遵照“宜粗

不宜细”的原则，不设专章集中记述，而散记于“大事记”及有关

篇章中。

七、 《区志》中的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

年；民国时期采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八、《区志》的历史地名、机构、官职一律使用原名，在历

史地名后括注今地名。对人物名称的称谓，直称其正名。对国名、

地名、入名的译名，以新华社译名为准。

九、《区志》中的统计数据，以昆都仑区统计局的数据为准。

十、《区志》的用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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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

表》为准。

十一、《区志》中数字的用法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国家出

版署等7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二、．《区志》中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运用，按国务院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执行。

十三、标点符号，按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

闻出版总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

十四、所用资料，不随文注明出处。重要引文及难以记入正

文的重要内容，采用章后附或节后附的方式处理。

咫



i
篇

孽

i

；
-

目 录

(上册)

序⋯⋯⋯⋯⋯⋯⋯⋯⋯⋯⋯⋯⋯⋯⋯⋯⋯⋯⋯⋯⋯⋯⋯⋯⋯⋯⋯⋯⋯⋯⋯⋯“(1)

凡例⋯⋯⋯⋯⋯⋯⋯⋯⋯⋯⋯⋯⋯⋯⋯⋯⋯⋯⋯⋯⋯⋯⋯⋯⋯⋯⋯⋯(3)

概述⋯⋯⋯⋯⋯⋯⋯⋯⋯⋯⋯⋯⋯⋯⋯⋯⋯⋯⋯⋯⋯⋯⋯⋯⋯⋯⋯⋯(3)

特载⋯⋯⋯⋯⋯⋯⋯⋯⋯⋯⋯⋯⋯⋯⋯⋯⋯⋯⋯⋯⋯⋯⋯⋯⋯⋯⋯⋯⋯⋯(15)

大事记⋯⋯⋯⋯⋯⋯⋯⋯⋯⋯⋯⋯⋯⋯⋯⋯⋯⋯⋯⋯⋯⋯⋯⋯⋯⋯⋯“(23)

第一篇政 区

第一章建置⋯⋯⋯⋯⋯⋯⋯⋯⋯⋯⋯⋯⋯⋯⋯⋯⋯⋯⋯⋯⋯⋯⋯·(95)

第一节位 置⋯⋯⋯⋯⋯⋯⋯⋯⋯⋯⋯⋯⋯⋯⋯⋯⋯⋯⋯⋯⋯⋯(95)

第二节区划沿革⋯⋯⋯⋯⋯⋯⋯⋯⋯⋯⋯⋯⋯⋯⋯⋯⋯⋯⋯⋯⋯⋯(95)

第二章街道镇简况⋯⋯⋯⋯⋯⋯⋯⋯⋯⋯⋯⋯⋯⋯⋯⋯⋯⋯⋯⋯⋯(101)

第一节 街道⋯⋯⋯⋯⋯⋯⋯⋯⋯⋯⋯⋯⋯⋯⋯⋯⋯⋯⋯⋯⋯⋯(101)

第二节昆河镇⋯⋯⋯⋯⋯⋯⋯⋯⋯⋯⋯⋯⋯⋯⋯⋯⋯⋯⋯⋯⋯(105)

第二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地貌⋯⋯⋯⋯⋯⋯⋯⋯⋯⋯⋯⋯⋯⋯⋯⋯⋯⋯⋯⋯⋯··(109)

第一节地质⋯⋯⋯⋯⋯⋯⋯⋯⋯⋯⋯⋯⋯⋯⋯⋯⋯⋯⋯⋯⋯·(109)

第二节地貌⋯⋯⋯⋯⋯⋯⋯⋯⋯⋯⋯⋯⋯⋯⋯⋯⋯⋯⋯⋯⋯·(109)

第二章气候⋯⋯⋯⋯⋯⋯⋯⋯⋯⋯⋯⋯⋯⋯⋯⋯⋯⋯⋯⋯⋯⋯⋯(109)

1



第一节四季特征⋯⋯⋯⋯⋯⋯⋯⋯⋯⋯⋯⋯⋯⋯⋯⋯⋯⋯⋯⋯(109)

第二节温度⋯⋯⋯⋯⋯⋯⋯⋯⋯⋯⋯⋯⋯⋯⋯⋯⋯⋯⋯⋯⋯．(110)

第三节降水⋯⋯⋯⋯⋯⋯⋯⋯⋯⋯⋯⋯⋯⋯⋯⋯⋯⋯⋯⋯⋯．(110)

第四节风向风速⋯⋯⋯⋯⋯⋯⋯⋯⋯⋯⋯⋯⋯⋯⋯⋯⋯⋯⋯．．(110)

第五节 日照蒸发⋯⋯⋯⋯⋯⋯⋯⋯⋯⋯⋯⋯⋯⋯⋯⋯⋯⋯⋯一(1 1 1)

第三章水文⋯⋯⋯⋯⋯⋯⋯⋯⋯⋯⋯⋯⋯⋯⋯⋯⋯⋯⋯⋯⋯⋯⋯(1 1 1)

第一节地表水⋯⋯⋯⋯⋯⋯⋯⋯⋯⋯⋯⋯⋯⋯⋯⋯⋯⋯⋯⋯⋯(1 1 1)

第二节地下水⋯⋯⋯⋯⋯⋯⋯⋯⋯⋯⋯⋯⋯⋯⋯⋯⋯⋯⋯⋯⋯(1 13)

第四章土壤植被⋯⋯⋯⋯⋯⋯⋯⋯⋯⋯⋯⋯⋯⋯⋯⋯⋯⋯⋯⋯⋯．(1 13)

第一节土壤⋯⋯⋯⋯⋯⋯⋯⋯⋯⋯⋯⋯⋯⋯⋯⋯⋯⋯⋯⋯⋯．(1 1 3)

第二节植被⋯⋯⋯⋯⋯⋯⋯⋯⋯⋯⋯⋯⋯⋯⋯⋯⋯⋯⋯⋯⋯．(1 14)

第五章自然灾害⋯⋯⋯⋯⋯⋯⋯⋯⋯⋯⋯⋯⋯⋯⋯⋯⋯⋯⋯⋯⋯⋯(1 14)

第一节洪灾⋯⋯⋯⋯⋯⋯⋯⋯⋯⋯⋯⋯⋯⋯⋯⋯⋯⋯⋯⋯⋯．(1 14)

第二节地震⋯⋯⋯⋯⋯⋯⋯⋯⋯⋯⋯⋯⋯⋯⋯⋯⋯⋯⋯⋯⋯．(1 16)

第三篇人口民族宗教

第一章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民

第一节

第二节

口⋯⋯⋯⋯⋯⋯⋯⋯⋯⋯⋯⋯⋯⋯⋯⋯⋯⋯⋯⋯⋯⋯⋯⋯⋯⋯⋯⋯⋯⋯·

人口变动⋯⋯⋯⋯⋯⋯⋯⋯⋯⋯⋯⋯⋯⋯⋯⋯⋯⋯⋯⋯

人口密度⋯⋯⋯⋯⋯⋯⋯⋯⋯⋯⋯⋯⋯⋯⋯⋯⋯⋯⋯⋯

人口普查与分布⋯⋯⋯⋯⋯⋯⋯⋯⋯⋯⋯⋯⋯⋯⋯⋯⋯

人口构成⋯⋯⋯⋯⋯⋯⋯⋯⋯⋯⋯⋯⋯⋯⋯⋯⋯⋯⋯⋯

人口控制⋯⋯⋯⋯⋯⋯⋯⋯⋯⋯⋯⋯⋯⋯⋯⋯⋯⋯⋯⋯⋯⋯⋯⋯⋯

族⋯⋯⋯⋯⋯⋯⋯⋯⋯⋯⋯⋯⋯⋯⋯⋯⋯⋯⋯⋯⋯⋯⋯⋯⋯⋯⋯⋯⋯⋯．

民族结构⋯⋯⋯⋯⋯⋯⋯⋯⋯⋯⋯⋯⋯⋯⋯⋯⋯⋯⋯⋯

民族工作与民族关系⋯⋯⋯⋯⋯⋯⋯⋯⋯⋯⋯⋯⋯⋯⋯ 、l，、l，、，，、l，、l，、I，、l，、l，、l，

1

1

2

2

4

2

0

O

l

2

2

2

2

2

3

4

4

4

，●■t●■1●■111

1●1

1●^1●■1●■，‘■／JI、，JI、／fI、，fI、，II、，f＼，fI、／-I、／fI、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刍室=害-当昂二早示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蒙古语文工作⋯⋯⋯⋯⋯⋯⋯⋯⋯⋯⋯⋯⋯⋯⋯⋯⋯⋯

民族干部培养使用⋯⋯⋯⋯⋯⋯⋯⋯⋯⋯⋯⋯⋯⋯⋯⋯

管理机构⋯⋯⋯⋯⋯⋯⋯⋯⋯⋯⋯⋯⋯⋯⋯⋯⋯⋯⋯⋯

教⋯⋯⋯⋯⋯⋯⋯⋯⋯⋯⋯⋯⋯⋯⋯⋯⋯⋯⋯⋯⋯⋯⋯⋯⋯⋯⋯⋯⋯⋯．

宗教信仰⋯⋯⋯⋯⋯⋯⋯⋯⋯⋯⋯⋯⋯⋯⋯⋯⋯⋯⋯⋯

宗教活动⋯⋯⋯⋯⋯⋯⋯⋯⋯⋯⋯⋯⋯⋯⋯⋯⋯⋯⋯⋯

宗教管理⋯⋯⋯⋯⋯⋯⋯⋯⋯⋯⋯⋯⋯⋯⋯⋯⋯⋯⋯⋯

第四篇区属工商业

(144)

(146)

(146)

(147)

(147)

(148)

(149)

第一章工业企业管理⋯⋯⋯⋯⋯⋯⋯⋯⋯⋯⋯⋯⋯⋯⋯⋯⋯⋯⋯⋯(153)

第一节生产经营管理⋯⋯⋯一⋯⋯⋯⋯⋯⋯⋯⋯⋯⋯⋯⋯⋯⋯(153)

第二节机构⋯⋯⋯⋯⋯⋯⋯⋯⋯⋯⋯⋯⋯⋯⋯⋯⋯⋯⋯⋯⋯．(154)

第二章工业体制与改革⋯⋯⋯⋯⋯⋯⋯⋯⋯⋯⋯⋯⋯⋯⋯⋯⋯⋯⋯(156)

第一节经营机制改革⋯⋯⋯⋯⋯⋯⋯⋯⋯⋯⋯⋯⋯⋯⋯⋯⋯⋯(157)

第二节产权制度改革⋯⋯⋯⋯⋯⋯⋯⋯⋯⋯⋯⋯⋯⋯⋯⋯⋯⋯(159)

第三章工业行业结构⋯⋯⋯⋯⋯⋯⋯⋯⋯⋯⋯⋯⋯⋯⋯⋯⋯⋯⋯⋯(163)

第一节机械工业⋯⋯⋯⋯⋯⋯⋯⋯⋯⋯⋯⋯⋯⋯⋯⋯⋯⋯⋯⋯(163)

第二节化学工业⋯⋯⋯⋯⋯⋯⋯⋯⋯⋯⋯⋯⋯⋯⋯⋯⋯⋯⋯⋯(166)

第三节轻工业⋯⋯⋯⋯⋯⋯⋯⋯⋯⋯⋯⋯⋯⋯⋯⋯⋯⋯⋯⋯⋯(166)

第四节木器加工业⋯⋯⋯⋯⋯⋯⋯⋯⋯⋯⋯⋯⋯⋯⋯⋯⋯⋯⋯．(168)

第五节文化用品⋯⋯⋯⋯⋯⋯⋯⋯⋯⋯⋯⋯⋯⋯⋯⋯⋯⋯⋯⋯．(169)

第六节铝制品⋯⋯⋯⋯⋯⋯⋯⋯⋯⋯⋯⋯⋯⋯⋯⋯⋯⋯⋯⋯⋯．(170)

第七节电子⋯⋯⋯⋯⋯⋯⋯⋯⋯⋯⋯⋯⋯⋯⋯⋯⋯⋯⋯⋯⋯⋯(170)

第八节建筑⋯⋯⋯⋯⋯⋯⋯⋯⋯⋯⋯⋯⋯⋯⋯⋯⋯⋯⋯⋯⋯．(170)

第九节水晶加工⋯⋯⋯⋯⋯⋯⋯⋯⋯⋯⋯⋯⋯⋯⋯⋯⋯⋯⋯⋯(17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