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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中共额尔古纳右旗旗委书记

额尔古纳右旗人民政府旗长

膨乞≠／

《额尔古纳右旗志》修成问世是全旗的一件大

事。1991年初，旗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编纂旗志作为全旗十六

件大事之一，历经两载余，终于大功告成。它是额尔

古纳右旗历史的真实写照，是全旗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意义深远，有益于当代，造福

于后人，实在可喜可贺j

额尔古纳右旗位于祖国的东北端，隔额尔古纳

河与俄罗斯相望，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旗。千

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不仅养育了蒙古族的祖先蒙

兀室韦，使额尔古纳河畔成了蒙古族的发祥地，而

且使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各族人民，以其特有的勤劳

与智慧，世代相继，致力于开发和建设，在额尔古纳

大地上留下了流芳千古的壮丽史诗。 ·

盛世修志，乃历史之必然。旗志付梓问世，是额

尔古纳右旗走向繁荣兴盛的重要标志。作为“一方

全史"，旗志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

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全面、系统、准确

地记录了额尔古纳右旗的发展全貌，是一部难得的

“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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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右旗志

作为一部社会主义的新方志，《额尔古纳右旗

志》资料翔实，体例完备，颇具科学性、地方性和完

整性。全体编纂人员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收博采，殚精竭

虑，秉笔直书，不仅录存史实，探究事物的发展轨

迹，亦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

趋势。展卷捧读，可鉴古察今，审时通变，领略志书

．“资政、存史、教化"之功。毫无疑问，旗志的问世，对

I于我们认识旗情、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

全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

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翻开《额尔古纳右旗

志》，我们可以重温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的变革

简史，可以看到边陲各族优秀儿女艰苦奋斗，向贫

穷和落后宣战的动人场面，可以尽览党和人民政府

领导各族人民重整乾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里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改革开放的大潮已将额尔古纳右旗推上振兴之

路。如今，旗内黑山头、室韦两个国家一类口岸已经

开通，边境贸易如火如荼，沿边发展战略正在抓紧

实施，展现在额尔古纳大地上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彩

的画卷，《旗志》之后的历史，将更加波澜壮阔，充满

勃勃生机。

作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额尔古纳右旗志》

断修时间跨度大，记述范围广，内容庞杂，又受到各

种条件的限制，虽经编纂人员不懈努力，并承蒙有

关专家指教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仍不免有误，恳

请各级领导、专家和广大读者斧正。

我们相信，《额尔古纳右旗志》出版后，一定能

够激励全旗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的伟大事业中众志成城，创造出更加卓著的成就。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观点正确，文风端正，使其成为一部全面反

映本旗历史和现状、自然和社会的百科全书。

二、本志是额尔古纳右旗第一部志书，上限不

限，据实追溯发端，下限为1990年。虑及个别事件

事业的完整性，适当延伸至1992年。记述重点为

1947年中国共产党工作团到本旗开展工作以后。

三、本志以卷、章、节、目结构排列，横排竖写，

纵横结合，力求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突出本旗特

点，体现客观规律。

四、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多种体裁，

以志为主，辅以图表。概述夹叙夹议。大事记以编年

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为记述体，寓观点

于记述之中，不附加评价和议论。附录收入不宜记

入正文的有关内容，置全书最后。彩色照片集中置

于志首，黑白照片散插于各卷文中。

五、对1947年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本着“宜

粗不宜细”的原则，不作集中记述，而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章节之中。



2 额尔古纳右旗志

六、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传者均为对本

旗发展与建设做出贡献和有广泛影响的已故知名

人士。“人物"卷设先进人物表，将获得自治区(省)

级以上荣誉证书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一并列

入。 -

七、在时序划分上，将“建国前"、“建国后"明确

写为“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后"。一般不用

“解放前’’、“解放后”的写法。日本侵略者占领本旗

期间表述为“东北沦陷时期”。

八、所用数据以旗统计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

缺漏的，则用有关部门掌握的业务数据。

九、为叙述简便，本志将内蒙古自治区简称为

“自治区"或“内蒙古"，将额尔古纳右旗简称为“额

右旗"或“本旗"、“全旗"。其他凡需简化的全称，在

其首次出现时均将其简称夹注予以说明。

十、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含清末的吉拉林设治

局，民国时期的室韦县、奇乾县，东北沦陷时期的额

尔克纳左、右翼旗，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时期的额尔

古纳左、右翼旗，1948年建立的额尔古纳旗以至现

在的额尔古纳右旗。

十一、本志资料录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以及

报刊、史籍、正史、旧志等，均不随文注明出处，使用

口碑资料时则夹注。

十二、为记载1991～1992本旗改革开放的史

实，在“附录"中选辑了《呼伦贝尔日报》和《内蒙古

日报》刊登的有关文章；并在“附录’’中载有“艺文选

编刀、“史料辑存"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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