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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呼图壁县位于新疆中部，总面积9 393．6平方公里，

西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自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年)设立西域督护府起，这里即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

的_部分。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j建设

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一．：：：“i、：：r’

’．；呼图壁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驿站之·。清乾

i+罐．t／＼匀z(1763)，罗克伦巡检徙呼图壁，并易名为“呼
图壁巡检’’。光绪二十九年(1903)更巡检为县丞，隶昌吉

县之分县。民国7年(1918)正式设县，属迪化道所辖。

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后，属乌鲁木齐专署。1958年

改属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辖3个镇(呼图壁镇、大丰镇、

雀尔沟镇)、4个乡(--十里店乡、园户村乡、五工台乡、石

梯子哈萨克族乡)、3个场、43个行政村、184’个村民小

组，6个居民委员会。另有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4个团

场、畜牧厅种牛场、军区红湖农场等24个单位驻县。1993

全境有47 175户，176 003人(其中县属26 659

1．-990人)：汉族136 114人，占77．34％；回、维吾

萨克、东乡、蒙古等24个少数民族计8 142户，

]IIfI√{】】|f



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在“大跃进"、“反右倾”q警

薰8麓黧2 678—5046 i0 纂成 个集团性冤假错案， 人受株连， 人被打_
残， 人被迫害致死。“文革” 年，全县粮食减产11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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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减少6．3万头(只)，年均递减2．8％一．一 一、

’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呼图壁县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共呼图壁县委及县人民政府带领

各族群众，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推行生产责任

制，使工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成就喜人。1984年，呼图

壁成为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个工农业总产值翻番县。

1987年11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昌

吉回族自治州党委、政府授予呼图壁县为军民共建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先进县。+199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

38 862．8万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57．6倍；粮食总产

量8 054万公斤i与1978年相比，增长5．5倍；农牧区入

均收入l 237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8．8倍。o}．：，一：。

现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在县委和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决心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建设繁

荣、富庶、文明j美好的呼图壁不懈奋斗，开拓前进!。

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进·步推动呼图壁县的“四

化”建设，我们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呼图壁县历史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 ．

编写这本《大事记》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

实，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呼图壁县在社会主义各个时

期的主要事件，充分反映全县在建党、建政以及工农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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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教卫生、科学技术、商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成绩和

经验教训。

本《大事记》上限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下限至1993年12月底，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

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

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个部分。

本{：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编年体

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记述。《大事记》的资料主要

来源于呼图壁县档案馆馆藏文书档案和《呼图壁县志》以

及《昌吉报》、《新疆日报》、《呼图壁信息》等。

由于44年间的资料凌乱、复杂．一时难以搜集齐全，

加上编者的水平、经验有限，缺憾，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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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

，．．， 1949年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景化(今呼图壁)

县人民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新疆国

民党军政当局先后于9月25日、26日通电起义，新疆和

平解放。9月下旬，陶峙岳’将军来景化向起义部队宣讲

有关起义事项及《告全体官兵书》，安定军心，迎接人民解

放军。9月27日，起义部队原国民党七十八师一七九旅

二营四连连长刘少龙等少数军人反对和平起义，打死营

长李明海，带领叛兵据守天主堂，炮击县临时人民政府和

七十八师师部。后仓皇逃跑。3日后在乾德(今米泉)被韩

有文部拦截。刘少龙兵变遂平息。 +一．

．． 10月15日县各界捐献绵羊90只，清油、烧酒、粉

条共3 500斤，交原国民党七十八师司令部，慰劳起义将

·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盲、新疆警备区总司令．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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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 梁耀山率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

征粮工作队抵达景化，在县、乡政府协助下，历经3个月，

完成了购粮任务。

冬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团两个营，从乌鲁木齐野

营拉练进驻景化县雀尔沟。1954年春撤离县境。

年底景化县有52家简陋的手工业作坊，从业人员

197人，年产值(折合现行人民币、下同)38．57万元；粮食

总产789．25万公斤、油料总产27．55万公斤、农业总产

值320万元；牲畜9．23万头(只)。

1950年

1月17日 由起义部队原国民党七十八师改编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在景化(今呼

图壁镇)召开欢迎改编大会。新任政委王季龙宣讲毛泽东

主席对起义将士指示：“争取、团结、教育、改造’’。新成立

的二十六师政治部接受新疆先锋社景化支部成员安维

震、李长荣、安维庭、安玉璞4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锋

社景化支部解散。

2月15日‘中国共产党景化县委员会在迪化地委

宣布成立，由张文治、高锦荣、程文斌3人组成。张文治任

书记、高锦荣任副书记。县委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

部、社会部(同年撤销)。高锦荣兼任宣传部长、程文斌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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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长。．． ·

一j、’ ’‘： √一‘ ：．‘r

j：2月16日 张文治率21名军队干部来景化，与征

。粮工作队共同开展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内有中共党员17+

名：张文治、高锦荣、程文斌j刘仁安、刘品忠、郝福彦、苗

文华、罗明亮、王文宣、王汉文、傅兴中、乔苗成、肖云英、

常银祥、潘海云、白荣华、黄德明。工作队到达之日正值除’

夕下午，为了不惊动老百姓过年，工作队在县政府办公室

打地铺休息，自己起灶烧饭；j年初-，即投入紧张地建政 。

工作。：。．一o．．‘．。：．。：．．．卜．． ，，．

．

3月1日 景化县人民政府成立。张文治兼任县长。__

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4个科。·县税务局、公安局、

人民法院同时宣布成立；。．i。：。‘：、． ．“ “，’

’

?，，3月5日。县长张文治与翻译阿西木、警卫员潘海

云3人去城东北约15公里处的哈萨克冬牧场，了解社会

，动态，宣传党的政策，消除哈萨克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f的疑虑。他们3人行至老娃窝时，遇8名叛匪，向张文治

等开枪射击，当即打死潘海云坐骑。张文治下马喊话无

i效，随即开枪还击，因寡不敌众-他们一面还击一面撤退，

，7安然返回县城。：：．+j·．岛t：’． ： ～：． 。

／ 3月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六师全体将士奉命撤

离景化，开赴安集海、乌兰乌苏及大拐小拐生产建设基

地，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r ．’，’√

^’3月26日至30日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的建政原则，景化县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在县城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应聘和列席代表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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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人。县长张文治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对发展生

产、政权建设、剿匪肃特、民族团结、妇女问题等提出了许

多建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任务、民族问题和妇女

问题3个决议；选举产生了由张文治等16人组成的常务

委员会。张文治兼任主席，丁风岐、力提甫、金斯汗、高锦

荣、杨桂舁、张典、贾锦秀任副主席。李政翔等8人为委

员。并推选没有出席会议的原国民党景化县副县长乌拉

孜拜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乌拉孜拜拒不接受，秉承美国

驻乌鲁木齐领使马克南及匪首乌斯满旨意，在南山聚众

叛乱，坚持与人民为敌。

3月下旬废除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区乡人民

政权。全县除南山外，改1镇3乡24保89甲为4个区、

10个乡、3个街、79个行政村。是年7月，改设5个区、17

个乡、3个街、58个行政村。即：第一区(原永靖镇、也称城

关区)、辖3个街；第二区(也称和庄区)辖和庄、十四户、

白圪挞3个乡；第三区(也称五工台区)辖大土古里、五工

台、西树窝子3个乡；第四区(也称三庄区)辖渭户、正繁

户、白蒿滩、丹板和大东沟5个乡；第五区(也称南山区)

辖一、二、三、四、五、六乡。区设区公所，乡(街)设乡(街)

政府，村设村长。

3月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军直机

关，由喀什移景化驻防。

4月 城关区、和庄区、五工台区建立中共区委会，

常银祥任城关区区委副书记，苗文华任和庄区区委书记，

罗明亮任五工台区区委书记。同年7月，三庄区、南山区
4



相继建立区委会。郝福彦任三庄区区委书记，何致中任南

山区区委副书记。‘ ，t|
I|．，

，

，‘5月。孟兆祥、何致中、赛地尔(维吾尔族)由城关区

区委副书记常银祥、区长肖云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

为本县建党建政后第一批发展的中共党员。 ，

‘

5月22日1景化(呼图壁)、绥来(玛纳斯)县委、县

人民政府在南山三道马场召开景(化)、绥(来)哈萨克族

人民治安大会。。。大会通过了六条治安公约：一、拥护共产

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二。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不听信谣言；三、家中不留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并把他

们送县、区人民政府，由政府统一安置；四、各安生计，安

心放牧，发展生产；五：监督坏人，不发生抢劫牛羊财物的

非法行为，保持两县社会安定；六、各民族平等、团结和

睦、互相帮助。乌拉孜拜参加大会，但不接受公约，拒不接

受劝降，会后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 。

。．6月11日 县委召开首届农牧民代表会议，历时3

天。+参加会议的各族农牧民代表56人。会议期间检查了

春耕工作，整顿了各级农会组织，讨论了减租减息问题，

最后选举产生了农民协会。李生发任主任、程文斌任副主

任。全县建立农协小组59个，发展会员471人。．÷，。．

7月1日 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科，李长青任科长o

“． 8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七师炮工团与步兵四

十九团、五十一团在副师长袁学凯指挥下进军景化县南

山，追剿盘踞在三道马场一带的乌拉孜拜、司迪克匪帮。

迄11月23日，追至阜康县境内的北沙窝，一举全歼，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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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乌拉孜拜、司迪克等4名匪首。翌年3月22日，新疆省

高级人民法院临时审判厅在景化县城召开有4 000多人

参加的公判大会，判处投靠乌斯满，参加武装叛乱的匪首

乌拉孜拜死刑，处决于县城--t匕s'l外。

9月11日 为声讨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台湾，

驻县人民解放军九军直属各单位举行和平签名运动，参

加签名者1 054人。

9月23臼 县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并拟订禁止

烟、毒办法18条。

lo月3日至7日 景化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召开，应出席会议的代表106人，实到96人。县长

张文治作了县政府成立6个月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工作

任务的报告。代表们就征粮、治安、生产、南山民族地区工

作、教育卫生、群众团体等方面的工作充分发表了意见。

并通过了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会议选举

张文治等21人组成的县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常务委员会。委员会主席：张文治；副主席：高锦荣、王俊

林、张绍卿、李生发、孟兆祥、马秀英、麻哈买提、张典、丁

风岐、赛地尔。大会向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新疆省人民政

府、中共迪化地委、迪化专员公署发了致敬电。张文治代

表县委在闭幕式上讲了话。

10月22日 景化县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通过了

文化教育章程，废除体罚学生和教师聘任制。

12月 教育界排演文艺节目及话剧《穷人恨》并随

县委宣讲团到全县各地宣传、演出，受到广大农牧民群众
6



热烈欢迎。
．，

1951年+ i

’

年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景化县工作委员会成
，

立。
‘

。2月4日 中苏友好协会景化县支会成立。选举赵

锡光(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九军军长)、张仲瀚(九军政

委)、张文治等21人为支委会委员。开展了“中苏友好

月’’活动。 r

‘

2．月15日 驻景化人民解放军九军某部举行有800

人参加的军民联欢会。

2月 县级机关开展整风运动。清除潜藏的敌对分

子，纠正互相争权、猜疑、闹不团结、军阀残余等严重问

题。． ．

． 一．
．

， 3月14日、景化县第三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召开，历时5天。出席会议代表106入。这次会议的主要

任务是讨论研究农牧业生产，加强牧区民主建设、肃清匪

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问题。县长张文

治作了县人民政府自第二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来

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j会议对代表们提出的

118件提案作答复。选举产生了由17人组成的县第三届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文治；副主

席：高锦荣、任致全、张典、孙丽君、祖巴义、艾克木、马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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