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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西乌珠穆沁旗志》在中共西乌珠穆沁旗委、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

持下，经过旗党史地方志编纂人员近5年的勤奋工作，终于问世了。这是西乌珠

穆沁旗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乌珠穆沁草原的第一部志

书，她既是我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后人

的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精神财富。

西乌珠穆沁旗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历史上这里就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纯牧业草原。自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

年)，清王朝将归附的乌珠穆沁旗部编为乌珠穆沁右翼旗，同年，浩齐特部归清置

左翼旗，顺治三年(1646年)，封为札萨克旗，至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

多方面的原因，在此之前，既无史籍，又无志书。1998年以后，在旗委、旗人民政

府的直接组织领导下，重新组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形成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

经过全旗专、兼职史志工作者的勤奋劳动和真诚奉献，挖掘和抢救了很多即将永

远流失的文献与文史资料，填补了西乌珠穆沁旗地方志史上的空白，绘就了一部

近百万言的志，正可谓我旗文史苑中的一枝奇葩、地方志史上的一颗硕果。她必

将裨益当代，惠及后世，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作出

巨大的贡献。

编纂《西乌珠穆沁旗志》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乌珠

穆沁草原上拉开了革命斗争的序幕。建旗50多年来，全旗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艰苦创业，奋勇拼搏，全旗经济社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在跨入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步入时代的快车

道：向着建设民主、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宏伟目标迈进时，我们要了解

外界，外界也需要了解我们。在乌珠穆沁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西乌珠穆沁

旗有怎样的历史，又有怎样的现实，这是外界所关注的。《西乌珠穆沁旗志》将敞

开这样的窗口，让外界了解乌珠穆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此，总纂成梓《西乌

珠穆沁旗志》是弘扬地方文化和一方民族特色的一项系统的工程。她不仅可以给

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各界人士和关注这片草原的人提供一个查考西乌珠穆沁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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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历史时期主要事件的翔实资料，也是我们了解自己、宣传自己、进行革命传

统教育和旗情教育的极好资料。

近百万言志书，蕴含着巨大的使用价值，志乃“一方全史、百科全书’’。纵看借

古寓今，开创未来，横看天文地理，无所不有，可以说是一部社会综录大观，为需

者之所需，为用者之所用，既能补史之缺、纠史之错，又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可

谓资政育人，垂范后世。

编纂地方志书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综合工程。《西乌珠穆沁旗

志》编纂问世是全旗上下各行各业通力协作的结晶。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

况下，旗志编辑人员竭尽全力，字斟句酌、广收博采、殚精竭虑，花费了大量的心

血，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谨向史志工作者表示亲切问候和祝贺，向在编纂、

出版《西乌珠穆沁旗志》过程中曾给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真

诚的感谢。

中共西乌珠穆沁旗委书记 阿拉腾宝音

。 西乌珠穆沁旗旗长元 登

2002年12月1日



凡 例

凡 例

一、《西乌珠穆沁旗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

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了西乌珠穆沁旗

的历史与现状，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地方特点。

二、《西乌珠穆沁旗志》上限一般在清王朝开始，对有些需溯源的事务，则适

当上溯，下限截止到1999年底，个别事物记述到资料所限制的实际时间。

三、《西乌珠穆沁旗志》按照横排竖写的体例，除概述和大事记外，设编、章、

节、目、子目5个层次。全志共20编，91章。采用述、记、志、图、表、传、录7种体

裁，以志为主体，按事物、社会属性分类，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坚持纵

贯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

四、《西乌珠穆沁旗志》志文中，民国元年以前用帝王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以后用公元纪年。

五、各专业志，按事物性质归类设篇、章、节，不受其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概

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相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

只记事实、不作评述。依据“详今略古"的原则，简要记述1999年行政区域的基本

情况和有史以来的大事记。 ．

行政区单位名称，均用当时称谓，地名除对史籍原文照引外，以地各志为准，

为方便叙述，一些地名和机构名称，在章里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次出现用简称

(以西乌旗地名为标准)。

七、志中入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

大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西乌珠穆沁旗籍为主。兼及有主要影响

的客籍人物，对活着的模范人物作简介。

八、志中数据，均用西乌珠穆沁旗统计局数字。其它专业数字一律以各单位

提供数据为准。

九、在志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其社会发展不同阶段

的不同内容，分别编人大事记和有关章节，未设编目。

十、志中所用资料，以旗各单位撰写的专业志和国家、地区正式出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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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及有关西乌珠穆沁旗的档案、文献，调查成果为主。参考、借鉴、利用了部分

90年代旗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材料，材料引用资料一般不注出处。

十二、志中“文献辑录”尽可能选录了有关重要文献、文件、文稿和其它资料。

十二、志中行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于1995年lO月16日下发

的《内蒙古自治区志行文规则》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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