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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然而，由于受时代和地

域条件的局限，赤峰虽有璀灿的历史文化，却向无完整方志。
7：1 985年，乘举国盛世修志的春风，市委、市政府正式组建修志机

构，拉开了编写《赤峰市志》的帷幕。在历届党政领导的重视、关怀下，

在各旗县区、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全体编修人员以秉

人民大众之笔为己任，以创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为殊荣，勤勤恳恳，笔

耕不辍；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暨香港

回归祖国之际，把第一部《赤峰市志》奉献于世。这诚为赤峰文化建设

上的可喜可贺之举。 ，'+。

+

：

‘赤峰市地处燕山之背，大兴安岭之阳，西连阴山朔漠，东接辽海，

平原，因地势险要，历来被喻为“京畿门户"。。这里地域广袤；资源丰

富，水土肥美，宜农宜牧，是红山文化发祥地，有“玉龙故乡，，美名。生

活在这块宝地上的各族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创造了绚

丽多彩的古代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近现代以来，赤峰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为反抗封建压迫，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

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El

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著贡献，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

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赤峰人民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励精图治，奋发进取，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

文明进步。，．
。|～ ‘

一， - 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赤峰市的产

业结构日趋合理，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投资环境El‘益改观，城市面貌

El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各项事业全

面发展。目前，赤峰市各族人民正按照“九五’’计划勾画的宏伟蓝图，

■■■r。。o≯，，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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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吸纳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胸怀和再创辉煌的勃勃英姿面向二十一 j J

世纪。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要想达到本世纪末经济社会发展战 l

一 略目标，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不仅要沿着既定规划继续奋斗，还要 ．J J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完善战略决 ’I

。 策。在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时刻，作为地情载体的《赤峰市志》，、 1
。，

j 肩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人”的历史使命出版
。I

I
．面世了o：无疑，它将以“存史、资治、教化’’的独特功能，为社会各界所 j

重视。，，- ji。．|．一。 7．。．i ?∥．．，’， I
。，

，- 《赤峰市志》在编纂中，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 ；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严谨科学

的态度，全面、系统、准确地记录了赤峰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

状。讴歌了赤峰各族人民的丰功伟绩，反映了赤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j

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揭示了没有共产党 j

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强国富民的伟大真理。具有鲜明 ．

的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它以志书特有的体裁，纵贯古今 f：

数千年，横陈事类百余门。保存了赤峰地区包括自然环境、人文地理、 。f

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土民情等各个方面经过核实考证的大量资 j

料。就总体而言，它不失为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赤峰基本情况的“地 ≯

情书”和集多学科于一体的科学资料著作。‘， 。! ，?
／

。，
。 ，《赤峰市志》的出版面世，可为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人士了解赤 !

峰、认识赤峰、研究赤峰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翔实的资料：对于各级领 j

。一、’ 导借鉴历史经验作出正确决策；对于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爱国主 。．：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向国内外宣传赤峰市经 l：

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将发 ，；

曩挥积极作用。它不仅具有现实的实用价值，而且作为独特的信息渊 {

薮，也具有深远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一?√、、， !： ．三i。 j

。，j修志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利用。‘“古人曾说：治天下以史为鉴，治

郡国以志为鉴。鉴古知今，有利于辩证施治。1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

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的张举更离不开科学的信息。我们深信，

少 一．々。，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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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重视。希望各行各业的有识之

士，在研究自身业务时，善于从地情实际出发，蔚成爱志、读志、用志、

传志的文明风气。同时，更希望《赤峰市志》作为传播友谊的媒体，走

向全国，飞往海外。让越来越多的朋友瞩目赤峰，向往赤峰，助我共兴

赤峰大业： ．．， ．÷ 一

”

√
、：《赤峰市志》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项巨大系统工程，是群策群力

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志书正式出版之际，谨向所有为《赤峰

市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敬意! ．，

中共赤峰市委员会书记

赤 峰』市 市 长

5弓

痧+，2I

，亿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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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志》的编纂、出版，是我市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j它体现

了中国千百年来“盛世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是一件有益当代i惠及

子孙的善举∥：?r：’·‘：：：：‘铲?；：‘j—j：j，jo．=-’_，墨誓一：：p》，；。，j：j?t．‘曩-j
9纵观赤峰历史，她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远在七千多年

以前，赤峰大地便出现了远古人类活动，直至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晚期，一直繁衍生息，兴盛不衰。先民们创造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

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等闻名中外、绚

丽多姿的文化类型，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北方古代文

明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开拓作用，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源头

之一。赤峰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数以千计，代表了古燕族、东胡族的最

高发展水平。汉、唐以后，古平地松林为人类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

生态环境，养育了北方各族人民。五代以来，居住在潢水、土河流域的

契丹族，顺应历史，在广袤的草原上建立了大契丹国，叱咤风云二百

余年，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族交往、城镇建设等方面，作出了

卓越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

金、元以后；多民族杂居相处的格局进一步形成、巩固。他们共同开发

了这块热土，使社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蒙古族人民所作出的贡献

尤为突出。
”

认识赤峰古代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民族、灿烂的文化，有助于我

们继承、发扬各民族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优良传统，开创更加

辉煌的未来。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团结、和谐、繁荣、向上的民族关系有

了很大的发展与改善，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泛、稳固的民族大

团结的新景象，从而保证了赤峰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解放后五十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发展长河中并不算长，然而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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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带来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史无前例的，这期间我们既有过胜

利的喜悦，也有过沉痛的教训。

历史不会停留，车轮总要向前。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各地，也给

赤峰人民带来了良好的机遇。近十几年的实践，使我们在观念上不断

更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象一股巨大的洪流，冲破了一切陈旧

观念，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使人们从旧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跟

着时代步伐，顺应改革潮流，面向未来，奋勇前进。

赤峰这块沃土，曹经孕育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的人民，

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赤峰地上地下有着独特的

人文资源和丰富的宝藏，过渡性地理环境有着广泛的横向联系和四

邻幅射的巨大潜力。我们相信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赤峰经

济必将有更快的腾飞。

《赤峰市志》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再现了赤峰辉煌的过去，展

望了美好的未来，是赤峰历史上第一部恢宏巨著。我们在祝贺市志出

版的同时，衷心祝愿赤峰的明天更美好。

原中共赤峰市委员会书记

原赤峰市市长

锄誓
未之渚j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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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1歹Ⅱ

t 一

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

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自然与社会的历

二、记事范围，以1983年10月10日实行市管县行政体制的行政区域界定。
’

三、载体由概述、大事记、专志、附录四部分组成，以志为主。志体结构为卷、

篇、章、节四级，以卷统篇，篇自为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凡21卷，88篇，

374章，1 278节。} ’。。 。、一 ．i j

四、体裁分别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述"冠于首，概览市情；

“记”位次之，纵贯古今。记事以编年体为主，兼顾本末照应；以“志"为纬，横陈各

业。“图"、“表’’随类，为无言之志；“录"殿于后，辑存典籍文征，与正文互为表里。

分门别类以现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属性为依据，不受行政部门辖属所限。

五、人物志以传、传略、简介、名录四种形式分别收录各类人物，入“传’’或“传

略’’者，以本籍、近现代、正面人物为主，均为在当地社会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

已故人物；入“简介’’者为在世英模、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代表以及事迹突出的社会闻人；入“名录"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

来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中光荣牺牲的烈士。

六、上限不强求划一，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原则，一般溯至事物发端；

下限一律截止1990年。

七、历史、地理、机构、职官等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法定名称或习惯称谓。部

分历史地名括注今名。部分有蒙、汉两种称谓的名称，相互括注蒙、汉名称。

八、表述中的时间界线：以1945年8月15日为界，称“解放前、后”或“光复

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简称“建国前、后一；以

1983年10月10日为界，此前出现的“赤峰市"为原昭乌达盟所属市，此后的“赤

峰市"为内蒙古自治区直辖市，即今行政区名称。

九、表述中的空间界线：以西拉木伦河为界，称“南、北部地区’’。“南部"包括

今赤峰市红山区、郊区、元宝山区和翁牛特旗(简称翁旗)、敖汉旗、喀喇沁旗(简

称喀旗)、宁城县；“北部"包括阿鲁科尔沁旗(简称阿旗)、巴林左旗(简称左旗)、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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