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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志》总监修、副总监修成员名单

总监修： 特木勒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书记)

朝克图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四子王

旗人民政府旗长)

副总监修： 陈世贵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

王志强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四子王旗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2005年2月1日)

主 任： 特木勒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书记)

副主任： 朝克图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四子王旗

人民政府旗长)

陈世贵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

王志强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委 员： 师 英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部长)

曹存英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

格宝日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

朱景荣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文斌 (四子王旗财政局局长)

郭 斌 (四子王旗统计局局长)

额日恒毕力格 (四子王旗民族事务局局长)

梁宝贵 (四子王旗档案史志局局长)

李旭峰 (四子王旗档案史志局主任科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子王旗志》编辑人员名单

主 修：特木勒

副主修： 朝克图

名誉主编：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陈世贵

王志强

梁宝贵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书记)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四子王

旗人民政府旗长)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李旭峰赛音巴雅尔 金 海孙继光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艳萍 吕志宏 孙继光杨盖良

李旭峰金海姜银焕 梁宝贵

韩建文赛音巴雅尔

蒙文翻译： 赛音巴雅尔

英文翻译： 常月明

封面设计： 冰 霜梁宝贵

责任校对：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旭峰姜银焕 梁宝贵 赛音巴雅尔

打 印： 陈海云



为《四子王旗志》提供资料人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斌 马 跃 马 鹏 马天明 马金星 王 福

王 志 王 杰 王 忠 l王瑞林l王瑞峰 王根莲

王振宇 王继德 乌兰图雅 尹志林 巴登少

巴拉吉尔 巴图那胜 龙腾花 卢永清

田平军 叶俊文 史良兵 刘 英 刘 锐 刘炎峰

刘根柱 刘振江刘培义 刘秀瑞 讷文云 巩义

乔祯祥 任瑞军 孙巨福 杜岚忠 李兰文 李文军

李树森李耀文李俊英李粉鲜 张 文 张文秀

张淑芳 张宏业 张恒志 张丽清 张利宏 张建军

宝达扎布 武永全郁志强 明福林孟建国

赵立新 赵玉田 胡 林 胡和生 段前亮 侯玉根

姚永红 姚明元 贺金虎 高文明 高恒武 高钢金

郭雨生 郭保平 敖力华 贾继珍 柴世有 曹建刚

斌 巴 萨 仁 崔月旺 温巨珍 根斯格达来

彭斯格德庆 董俊岭韩文平 韩粉莲蔚威义

樊莉薛建春薛建忠魏秀玲



主要单位及人员名单

(单位以提供照片多少为序)

1、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办公室

2、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3、四子王旗商务局

4、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

．5、四子王旗教育局

6、格根塔拉旅游中心

7、四子王旗民政局

(个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鹏李广金海周志光

哈斯侯玉根郭凤仪樊瑞珍



《四子王旗志》评审委员会成员

(2005年7月5日)

主任委员： 查干浪涛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

任)

副主任委员： 朱玉兰 (乌兰察布市档案史志局副局长)

委 员： 曾 石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盟市旗

县志编审室主任、副编审)

侯丽娟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室

主任、副编审)

冰 霜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孙继光 (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

编审)

金 海 (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副译审)

王 玲 (乌兰察布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陈世贵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副书记)



师 英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

长)

曹存英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

主任)

格宝日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常委、宣传部

部长)

王志强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朱景荣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梁宝贵 (四子王旗档案史志局局长、旗志编

纂办公室主任)

李旭峰 (四子王旗档案史志局主任科员)



序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全旗上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围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与时俱进，奋发努力之时，《四子王旗志》历经十余

载，数易其稿，现在正式出版了。这是四子王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方志，她的出

版问世，是全旗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大力支持和全体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成

果，是全旗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将起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

作用。

四子王旗地处祖国北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历史

悠久，人杰地灵，古代文明在四子王旗源远流长。这里曾是“草过于马背，择水而

栖，择沃而耕，水草肥美”的风水宝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四子

王旗草原风光的真实写照。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各民族聚居的地方。匈奴、

拓跋、突厥、蒙古等民族相继在这里繁衍生息、劳动创业，用辛勤的汗水，共同创

造了文明灿烂的历史，古代长城、岩画石雕、州镇遗址和召庙文物更是四子王旗

历史变迁的佐证。

四子王旗在解放以前为封建世袭制和盟旗制。1949年9月，随着绥远省和

平解放，属绥远省乌兰察布盟人民自治政府领导；1950年，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成

立，隶属未变。1954年，绥远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消绥远省建制，四子王

旗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领导。之后，其行政区划又几经变迁、调

整，形成现行的行政区划，辖11个苏木、11个乡、1个镇、1个场，总面积

25 513．8平方公里，总人口21万人，是以蒙古族为自治民族，汉族居多数的边境

牧业旗。

四子王旗区位优越，资源丰富。南邻呼、包二市，北连二连口岸、满都拉口

岸，0521省道纵贯全境，交通十分便利，境内马铃薯、乳、肉、绒、毛等为主的农畜

产品产量多，品质优，以金、铜、锰、镍、萤石、石膏、芒硝等为主的矿产资源品位

高，储量大，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独特的旅游资源更是闻名遐迩。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志书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四子王旗

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运用现代修志的基本规定和方法，比较客观

地记述了四子王旗的历史演变、区划沿革、民族源流、地域风貌、风土人情，真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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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子王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发展。她以流畅的文笔、准确的数据、多视角地展示了四子王

旗的今昔，是一部难得的乡土教材。她不仅有助于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

育，激发人们建设和振兴四子王旗的激情，而且是宣传四子王旗、认识四子王旗、

加快四子王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步伐的有力工具。

我们认为《四子王旗志》是一部成功之作。在此，谨向为该志书的编纂出版

做出贡献的同志们和关心支持该志书面世的各级各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由

于各方面原因，志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以资斧正。

最后，在《四子王旗志》出版问世之际，衷心地祝愿她能够得到全旗各族人民

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爱抚和关注，并祝愿她为四子王旗的繁荣昌盛有所奉献。

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书记特木勒

四子王旗人民政府旗长朝克图

二OO五年八月·乌兰花

●



凡例

凡 例

一、《四子王旗志》(以下简称《旗志》)是全面记载四子王旗自然、

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旗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实事求是地记述四子王旗各行各业、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和社会

发展过程，记述中注意突出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

三、《旗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时期，上限据实追溯，下限至

2004年底。

四、《旗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辅以图、表、照片，

专志采用事以类从，横排竖写的体例编写，专志设19编，分编、章、节

3个主层次，按内容需要，节下设目。

五、《旗志》中历史地名、机构、官职使用原名，必要时括注今名；

建制机构名称首用全称，以后记述中用简称，如内蒙古自治区简称自

治区，乌兰察布盟简称鸟盟，中共四子王旗委员会简称旗委，四子王

旗人民政府简称旗政府。 一

六、“人物传略”所记人物以本籍、现代人物为主，记述在社会发

展中做出重要贡献，起过重要作用和在旗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社

会活动中成绩突出的人物。“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录入部分在四

子王旗各条战线创造业绩并获自治区级以上荣誉称号的人物，“烈士

英名录”录入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四子王旗牺牲的

烈士。

七、《旗志》中“解放前”、“解放后”的划分以1949年9月19日绥

远省和平解放为统一时间界线，“新中国"成立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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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志》在记述中对年代的称谓，均指20世纪所属年代。

九、记述中数字运用以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上的规定》为标准。

十、《旗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图书

馆、乌兰察布市档案馆、四子王旗档案馆以及旗直各单位、部门提供

的基础资料，旗内外出版的文献、史料及文件汇编等，限于篇幅均不

注明出处。统计数据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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