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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盛修志，志载盛世。《科尔沁右翼前旗志》孕育数年，现

已竣事。这是全旗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旗两个

文明建设中的壮举，可贺可庆。

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科尔沁右翼前旗东俯东北平原，西临

蒙古高原，南通哲里木粮仓，北接呼伦贝尔草原。巍巍大兴安岭

主脊纵贯南北，峰峦叠嶂，松柏郁翠；荣荣科尔沁大草原横卧东

西，平旷千里，牧草芊芊葳葳。诸溪如织，清流激湍，汇入洮、归，

终注泡江；阿尔山风景如画，天池如镜，矿泉数十，世稀神奇。本

旗气候适宜，沃野百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牧养农耕，繁衍

生息，民族团结，勤劳朴实。素有“山美水丽、性善亲和’’之誉。

历史悠久，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1931年震惊中外的“中

村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7年5月1

日，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这里诞生。乌兰夫等一大批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战斗、工作过，一批

批贤能之士、干练之才，听从党的召唤，奔赴祖国各地，成为创

业建国之栋梁。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各族人民

的生活日趋富庶，政通人和，百事兴旺口 ·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本届修志，始有旗委、旗人民政府认

真研究，制定方案；继之，编辑人员，多方奔波，广征博采，精

心编撰。志中记述本旗自然与社会变迁，纵述千年，横记百业。观

兴衰、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探本求源，去伪存真。寓褒贬

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编纂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南，运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力求做到思

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相统一。《旗志》体例完备，述、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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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图、表、录，符合志体，相辅相成；篇、章、节、目，层次

清楚，结构严谨。志首冠以概述，钩玄题要，总述全志；立大事

记，纵贯古今，经纬概略；突出专志，各负特色。全书内容翔实，

详略得当，语言简炼，可读性强。立意新颖，文图并茂，具有鲜

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民族特点，堪称本旗的百科全书。是

兴旗富民的信息宝库，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极好的乡

土教材。

直书实录，精心著述。编纂《旗志》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建设

工程。纷繁世事，史无专著，编著者案牍劳形，几度春秋，以苦

为乐，以苦为荣，兢兢业业，持之以恒。敬慎其事，殚精竭虑。十

数次修订篇目，上承精华，下聚卓见。招贤纳才，分工撰写，主

编统摄。数易其稿，审读修订，方提评审。洋洋墨迹，逾百万言，

众志成城，终纂成篇。其业之宏，其功之勤，其效之著，志在不

言。在编纂《旗志》过程中，受到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总

编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室、盟方志办亲切关怀，热

忱指教I受到内蒙古大学特布信教授、郝维民教授、东北师大田

志和副教授及各地专家、学者亲手斧正，热心指点；受到旗籍革

命前辈亲自关心，热情支持；受到旗境各级、各部门、各地方密

切配合，终成佳卷。在此，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感谢。由于

史料残缺，时间仓促，瑕疵难免，恳请读者，稗缺补遗。

编史修志，旨在资治。过去，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披荆

斩棘，放牧耕耘，千秋生息。今天，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锐意改革，同心同德，励精图治，振兴前旗。

创造更加灿烂的业绩，造福子孙，无愧前人。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政府旗长 刊
1990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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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右翼前旗志》即将出版。我离乡今已40余载，旗领

导加惠不弃，聘我为修志顾问，并嘱为本志写序。作为一名家乡

人，欣然受命。读了志稿，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重睹自己所

熟悉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亲切，种种见闻浮上心头，桩桩往事

一幕幕在脑海里映现。更感到这部旗志，就其内容和意义来说，不

说是内蒙古最重要的一部，也是重要旗志之一，有重要资料价值。

今当问世，由衷地为我旗有了第一部志书而高兴、欢呼，并祝贺

它为内蒙古方志填补空白，作出了自已的贡献。

本志历经六个星霜，编修者El以继夜，辛勤编纂，逐字逐句

凝炼成章。百万墨迹，洋洋大观，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流

畅，文图并茂。举凡本旗境域沿革、地质地貌、水文气象、历史

文物、人口民族、政治兵事、经济物产、交通运输、科技教育、语

言文化、医药卫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方面面，条分缕析，

贯通古今，是科尔沁右翼前旗详今略古的“百科全书"，为人们了

解本旗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提供了最为翔实的可贵资料；也为

今后规划、开拓各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它

对了解内蒙古的历史尤为重要。因为‘，20世纪前半叶在这里所发

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正是我国蒙古民族当时面临的与民族命运

攸关的大事，本旗这段历史可谓内蒙古这一．时期历史的缩影。

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原是东蒙奥深僻静的角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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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不被外界所知。19世纪末，“金丹道事件"后，南蒙各旗蒙

人迁入，第一次打破这里的沉寂。继而发生图合木起义和王公争

讼事件，亦均属内部矛盾范畴。进入20世纪，这里的形势突变，

相继发生本志所记述的内外矛盾集中交错的大事，使其整整半个

世纪处在剧烈动荡之中。20世纪初，清政府一改传统政策推行蒙

旗垦务，仅数年间，移民垦殖，在本旗及周邻各旗出现十余府县，

牧地被占，旗县对立，致使民族关系急剧激化。著名陶克陶呼、白

音达赉、牙什等曾在此进行长期反垦斗争，进而引起王公们的不

满。时俄国正欲利用民族间的裂痕，扩大对华侵略，吞并蒙古。俟

辛亥革命爆发，沙俄怂恿外蒙古“独立"，乌泰被诱惑，于壬子年

秋，经与哲里木盟10旗密商，一同举事未果，便率札、镇二旗举

兵响应外蒙古“独立"，当即被黑、吉、奉军镇抚。乌泰逃外蒙古

后，在库伦虽享高官厚禄，但处处受俄掣肘，并未得志，终以血

的代价，悟出俄人纯系为其侵略而图谋，并非为蒙古民族利益策

划，遂在民国政府既往不咎的政策感召下返回乡里。乌泰事件是

我旗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蒙古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其内外复杂的

历史原因。我作为本旗人和蒙古史学界一员，甚望能更深入全面

地研究、揭示它的深刻内容和全貌。进入20年代，东北军阀继续

推行垦务，鉴于札、镇二旗反垦斗争的历史，采取了军垦形式，派

屯垦军进驻二旗。此时，日本正加快侵华步伐，不断派遣特务潜

入蒙旗窃取情报，在这里发生的所谓“中村事件”，就是一例。

“九·一八一事变后，日本将东蒙古划入伪满洲国，设兴安省，作

为日本统治东蒙古的一个据点。因此，要研究日本残暴统治东蒙

古14年的历史，研究东蒙古各族人民饱受亡国奴苦难的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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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离不开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当年的历史。1945年8月14日苏联

红军进抵王爷庙街，日军溃逃，这里获得解放。内蒙古人民革命

党的后继者在这里成立东蒙本部，领导发起东蒙古自治运动，成

立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

·三"会议后，东西蒙实现统一，成立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

治运动联合会，并在西科前旗王爷庙街设立该会东蒙总分会。

1947年4月底，在王爷庙街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于5月

1日宣布成立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政府。7月1日，内蒙

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也在此诞生。这是内蒙古革命的重大胜利，

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进入20世纪以来，在内蒙

古屡屡发起的蒙古民族运动连连失败后，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取得了胜利，不仅为内蒙古历史谱写了光辉篇章，也为我国

后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这

部志书也为了解和研究内蒙古革命史、自治史的人，提供了极为

重要的史料。

建国后，科尔沁右翼前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80年

代又有长足的进步。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衷心祝愿亲爱的家

乡，日新月异，更加繁荣兴旺。

原内蒙古大学校长 杉彳住+
1991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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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

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

旗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相统

一o

二、本志为通志，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详本略末。上限据实追

溯，下限至1988年底。《文化篇》第六章第二节下延到1991年。

1989年至1991年3月，全旗性的大事，在附录之首简记。

三、本志篇首设概述、大事记，主体分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

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情习俗、人物等9篇69章309节

567目。篇末缀附录。结构分篇、章、节、目、子目、项6个层次。横

排纵述，纵横结合，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即以时为序而记一事始末。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表述用语体

文，重在记述，述而不论。部分照片，分散随文插附。

五、本志为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对阿尔山自然风景区

的旅游资源、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古今兵事、风情习俗等，均设

专章(节)记述。

六、本志《人物篇》申，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不分职位高低，

不区别人物类别，均以生年为序。生不立传。列表：省、区级以上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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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模(先进)人物，以命名时间为序，革命烈士，以卒年为序。

七、本志历史纪年、数目字书写，执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总编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11日制定的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丛书行文、设计i印装的统一规定》。历史纪

年在每章第一次出现时写明年号，夹注公元纪年。

八、本志记述政区、机构、职官、地名，均按历史称谓，必要时

夹注。

九、本志文中称“解放后”，系指1945年8月14日旗境解放

后；“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十、本志资料来源：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各省、市、自

治区、县(旗)档案馆、图书馆的资料和本旗各乡(苏木、镇)、各部

门提供的史料，选用时不再加注。数据，以统计部门编制的《国民

经济统计资料汇编》为准。凡属旧志资料及回忆录，选用前均经考

证鉴别。

十一、本志保密范围，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转发《四川省保密

委员会、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中有关保

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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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合未苏未⋯⋯⋯⋯⋯⋯⋯⋯⋯⋯⋯⋯⋯⋯⋯⋯⋯⋯⋯⋯⋯⋯(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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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黑乡⋯⋯⋯⋯⋯⋯⋯⋯⋯⋯⋯·⋯⋯⋯·⋯⋯⋯·⋯⋯⋯⋯⋯(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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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民收入⋯⋯⋯⋯⋯⋯⋯⋯⋯⋯⋯⋯⋯⋯⋯⋯⋯⋯⋯⋯⋯⋯⋯

三 国民积累⋯⋯⋯⋯⋯⋯⋯⋯⋯⋯⋯⋯⋯⋯⋯⋯⋯⋯⋯⋯⋯⋯⋯

第三节经济结构⋯⋯⋯⋯⋯⋯⋯⋯⋯⋯⋯⋯⋯⋯⋯⋯⋯⋯⋯$00 000 Q00 000

一 产业结构⋯⋯⋯⋯⋯⋯⋯⋯⋯⋯⋯⋯⋯⋯?⋯⋯⋯⋯⋯⋯⋯⋯·

二 农轻重结构⋯⋯⋯⋯⋯⋯⋯⋯⋯⋯⋯⋯⋯⋯⋯⋯⋯⋯⋯⋯⋯⋯

三 所有制结构⋯⋯⋯⋯⋯⋯⋯⋯⋯⋯⋯⋯⋯⋯⋯⋯⋯⋯⋯⋯⋯⋯

第二章经济管理⋯⋯⋯⋯⋯⋯⋯⋯⋯⋯⋯⋯⋯⋯⋯⋯⋯⋯⋯⋯⋯⋯

第一节计 划⋯⋯⋯⋯⋯⋯⋯⋯⋯⋯⋯⋯⋯⋯⋯⋯⋯⋯⋯⋯⋯⋯⋯

一 各时期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二 管理体制⋯⋯⋯⋯⋯⋯⋯⋯⋯⋯⋯⋯⋯⋯⋯⋯⋯⋯⋯⋯⋯⋯⋯

第二节统 计⋯⋯⋯⋯⋯⋯⋯⋯⋯⋯⋯⋯⋯⋯⋯⋯⋯⋯⋯⋯⋯⋯⋯

一 统计调查⋯⋯⋯⋯⋯⋯⋯⋯⋯⋯⋯⋯⋯⋯⋯⋯⋯⋯⋯⋯⋯⋯⋯

二 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三 统计服务⋯⋯⋯⋯⋯⋯⋯⋯⋯⋯⋯⋯⋯⋯⋯⋯⋯⋯⋯⋯⋯⋯⋯

第三节审 计⋯⋯⋯⋯⋯⋯⋯⋯⋯⋯⋯⋯⋯⋯⋯⋯⋯⋯⋯⋯⋯⋯．．．

一 财政金融审计⋯⋯⋯⋯·?⋯⋯⋯⋯⋯⋯⋯⋯⋯⋯⋯⋯⋯·⋯⋯⋯

二 行政事业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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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缔族黻枷沁分构，尔族机民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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