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014444；

L

垒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奎屯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0．11～1995．7)

主任王敬乾

副主任 白志杰 陈善诱 张文征

卡玛力汗·阿哈卡巴哈(-女--，哈萨克族)

委 员 李继冉 殷国润 吴连世 康瑞夫 朱百寅 贺耀钧

陈建新

中共奎屯市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7～1998．4)

组长刘道华

副组长 陈善诱 徐庆太 安宪文 王从胜

成 员 祁反修 黄海洲 潘瑞增 杨友先 傅兴存 张艳华

李致庆 栗惠超 吕德奎 牟秀玺 钱艺胜 魏俊文

戴尔丰 温子明



中共奎屯市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1998．4～)

组长刘道华

副组长 钱艺胜 陈定荣 崔长颐 王从

成 员 潘瑞增 于保国 王 嚣 黄海

杨任志 祁反修 杨友先 王素

高 栋 窦晓群 张秀礼 温子

主 任

成员

主 任

成 员

主 任

成员

主任

成员

洲 杨永平许文炳

梅 邹筱田 张艳华

明

中共奎屯市委史志办公室人员

陈建新(1985．4～1992．9)

许文炳 李 潼 陈伟利

许文炳(1992----1995)

李潼刘惠平

温子明(1995～1997)

樊世春 李 潼黎洪武 钱晓琴

温子明(1998～)

樊世春 李 潼钱晓琴 刘东果

《奎屯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温子明

副主编樊世春

编 辑 李 潼 钱晓琴 刘东果 朱永明(聘)



编 务钱晓琴刘东果

摄影编辑 窦晓群

志稿审定刘道华

《奎屯市志》审定验收机构

中共奎屯市委奎屯市人民政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稿：任明志苏浩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留

<≯．
．乞末·掌
一÷壶
；聿1．百

。‘、

2



葫触
扔放

汀髟玖



乞毡秒也
．声匆聩
衍乞：亏，锄，’



行文化

阿勒泰

文化和

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四十年后，1993年我又去新疆考察，也考察了奎屯市，亲眼

看到了那里的巨大变化。奎屯这个地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一个只有百余户

人家的村庄，周围是大片的戈壁、沙漠。但经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特别是兵

团农七师全体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使这个荒僻的边陲小村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现

代化小城市。现在她拥有常住人口近11万，工业、商业、邮电通信等各项事业都

在飞速发展，又是北疆西部的交通枢纽，在天山北麓经济开发带的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真是沧海桑田，令人欢欣鼓舞。

《奎屯市志》是几位年轻同志编纂的。这部志书全面记录了奎屯的发展历

史、自然风貌、社会和人文状况，也记述了几十年来那里经济发展和实行改革开

放的大致过程。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用笔简洁，值得一读。

愿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及其奎屯市日益繁荣，人民更加幸福。

1999年11月

注：邓力群，湖南桂东县人，1915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49年受中共中央委派来新

疆任联络员，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

秘书长、宣传部长。1952年调中央工作，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史学会会长等职。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稿》等，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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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白玉玺

奎屯市是一座新兴的边塞小城，地处新疆北疆交通要道。古代，奎屯所处的

天山北麓西段就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汉唐以来，

这里是我国古代众多游牧民族的牧地，塞人、乌孙、匈奴、柔然、铁勒、突厥、契

丹、蒙古等游牧部族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其间，唐朝曾一度在这一带设立守捉，

进行屯田，以巩固对庭(州)碎(叶)大道的控制。清代，这里设有军台、营塘、驿

站，屯田渐兴。民国时期，奎屯是乌苏县辖的村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

仍为乌苏县的一个乡。

195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驻垦奎屯。广大军垦战士以“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人拉肩扛，愚公移山，披荆斩

棘，垦荒造田，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经过近20年的开发建

设，到1975年，昔日“边地春不足，十里见一花”的穷乡僻壤，“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林荫成带，条田齐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机器马达彻夜轰

鸣，瀚海织锦绣，戈壁建新城。物换星移，沧海桑田。197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奎

屯市，奎屯军民在共和国的地图上画上了一个新的“圆圈"。

1975年奎屯设市后，揭开了奎屯历史发展的新篇章，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奎屯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乘风破浪，开拓进取。到1995年，全市人口发展到近10万

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7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07亿元，外贸进出口总

额达到1 244．8万美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4．2亿元，财政收入达到2．4亿

元，成为新疆年财政收入最高的三个城市之一。

中华文化是一个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史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两颗璀璨的明珠。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

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了巨大的作用。像二十五史

那样连续记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之久历史的记实著作，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注：白玉玺，现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编纂

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新疆地方志学会会长。



序 二

的。与史同源的方志，如《山海经》、《禹贡》、《华阳国志》等，则展示了中华文化的

地域多样性，从中体现出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包融性，以此成为

世界文化宝库中一朵奇葩。地方志融汇着一方的地情和文献，凝结着一方人民

的创业精神和民风情感；为一方人民立言，为一方事业树碑；浸润着一方浓郁的

乡土气息，闪烁着一方人杰地灵之光，是对人们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极好

乡土教材；也是各级干部“体国经野"的“资治宝鉴"。

《奎屯市志》以翔实可靠的资料、简洁朴实的语言、通达流畅的文字详细记

述了奎屯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的发展历程，以无可辩

驳的史实向人们昭示出这样一个客观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奎屯的今

天；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奎屯的今天；没有奎屯军民气壮山河、改天换地、艰

苦奋斗的精神，也就没有奎屯的今天。《奎屯市志》为共产党树了碑，为社会主义

树了碑，为人民树了碑。《奎屯市志》是镌刻和昭彰奎屯军民开发建设奎屯、建设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座历史丰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的、更加辉煌的21世纪即将来临

之际，我衷心祝愿奎屯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把奎屯

建设的更加美好，取得更加辉煌的业绩。“战士指点南粤，更加郁郁葱葱。"奎屯

前景无限美好。

在《奎屯市志》杀青付梓之际，主编温子明同志请我为《奎屯市志》作序。我

遵嘱写了上面几句话，是为序。

1999年10月2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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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张新成 叶尔肯·赛山拜

市志，是一市之百科全书。它记载着一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历史变迁、政治

经济兴衰起伏、科教文卫各项事业发展和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资料，使人们“前

有所稽，后有所鉴”。为适应奎屯市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使社会各界了解奎屯，

也为市情教育提供乡土教材，1984年3月中共奎屯市委、市政府组建修志班子，

进行了市志编修的酝酿和准备工作。至1996年，《奎屯市志》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历经四载，终于问世。这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改革开放时

代的新篇章，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奎屯是一块风水宝地。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古

为牧地，后为军台、驿站，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乌苏县第一区第一乡政府所在

地。1956年，农七师军垦战士开始在此开荒造田，艰苦创业，把她建设成为一座

军垦重镇。1975年9月奎屯建市，各族人民更加意气风发，继续艰苦奋斗，又经

过二十个春秋，把她建设成为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她是汉、哈萨克、回、维吾

尔等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共同开发、建设的结晶。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奎屯市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

造文明的伟大业绩，理应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彰往昭来。《奎屯市志》是奎屯发

生沧桑巨变的真实记录。这部志书的编纂人员本着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在继承我国编修志书优良传统的同时，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新观点、新方法，认真研究奎屯市情，仔细揣摸时代脉搏；聘请专家指导，广汲

同行经验，几改纲目，数易其稿，不畏艰难，辛勤笔耕，终结硕果。该书从历史沿

革、自然环境、军垦开发、市政建设、经济发展、人文政治等各方面进行记述，再

现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揭示了奎屯社会演化和经济起伏的发展规

律，资料翔实，言简意明，一卷在手，市情在目。它可以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

专家学者提供丰厚史料，为教育部门提供乡土教材，为外来客商了解奎屯提供

一个窗口。总之，《奎屯市志》一定会惠及子孙的。藉此市志付梓之际，我们代表

中共奎屯市委、市政府向付出艰辛劳动的编辑，给予指导帮助的专家、学者，为

注：张新成，现任中共奎屯市委书记；叶尔肯·赛山拜，现任奎屯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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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力支持和协作的市属及驻市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研究奎屯，认识奎屯，建设奎屯，振兴奎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

编写《奎屯市志》的目的。展望未来，我们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奎屯市

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独特的地缘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较

高的人口素质，展示出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愿奎屯市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

义的新奎屯中，锐意改革，团结奋进，创造更大业绩。

1999年6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系统记述奎屯市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上限因事溯源，下限为

1995年，人物传有破限情况。

二、本志采用小编结构。首列“概述"、“大事记”，再分30编分志，编下分章、

节、目、子目，最后为附录。“概述”纵横结合，综述市情，总摄全书；“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结合记事本末体；分志按科学属性和社会分工横排门类，竖写史实，

辅以图表，宏观经济则单设《经济综述》和《经济综合管理》两编进行记述；“附

录’’主要收录分志中无法收录的重要文献资料；为弥补下限与出书时间差过长

的缺憾，增设了“限外辑要’’。

三、本志以现行市辖区域为记载的地域范围。但该市是1975年在兵团农七

师师部所在地基础上，从克拉玛依市析出的新建市，后与农七师(奎屯农垦局)

又有合有分。为尊重历史，当时之事仍按原建制记述，并一般仍称为市，不细加

区别。

四、人物记述分传记、人物事略、人物表三个层次。入志人物不以籍属或行

政隶属为限，凡对本市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者，均予记录。根据“生不立传"通

例，对在世者，或列名表，或入“人物事略”。先进模范人物，均以省级以上党政机

关授予的为准；市领导人只记副县级以上者。传记人物以生年先后排列；名表中

的人物，以获奖的时间先后为序。

五、表述形式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以记述体裁为主，体例为述、记、志、传、

图(照)、表、录并用，以志为主。有些名称需多次引用的则用简称，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简称“农七师’’。

六、历史纪年，新中国成立前用当时年号纪年，其后括注公元纪年；新中国

成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计量单位基本采用公制，但占地面积多用“亩’’。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市属及驻市各单位，但数据以市统计局的资料为准，

统计局没有的采用各单位提供的数据。数字用法，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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