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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巴彦淖尔盟志》的编纂在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下，经旗县市和

盟内各部门的通力协作，盟地方志办公室诸同志的辛勤笔耕，历时十

余载，五易其稿，终于编修成书，出版问世了。这部志书是巴彦淖尔盟

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通志，这项巨大的综合性社会工程的完成，是巴盟

文化建设的成果，全盟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晶；更是上能承千秋之大

业，下可昭示子孙奋发的壮举，意义深远i可喜可贺。

巴彦淖尔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敦厚善良，勤劳朴实的

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创造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坚韧不

拔，自强不息，表现了特有的品格。历代志士仁人的业绩，散见于史册

典籍，今存的文物遗址，遍布于盟境山JiI。在现代史上，军阀混战，外

敌入侵，匪盗蜂起，豺狼横行，巴彦淖尔人民在黑暗中呻吟⋯⋯

值此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人来到巴盟；发展党员，建立

组织，开展革命斗争。巴彦淖尔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民族

的解放，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全国的

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巴彦淖尔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万众一心，意气奋发，振兴

经济，改造山河，取得了光辉灿烂的业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指引下，勇于开拓，锐

意进取，大胆改革，百业俱兴，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衣食住行和精神面貌，以及文化素养，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怀古抚今，莫不令人感慨振奋!将这些古代风流人物和近代革命

志士仁人的业绩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职

责。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祖宗先贤、子孙后代。

／牛



·2· 巴彦淖尔盟志

《巴彦淖尔盟志》以唯物辩证法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横

排百科，纵述始末，系统地记载了巴盟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存往事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成为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文

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会越来

越大。巴彦淖尔盟的八百里河套平原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广裹无垠的

乌拉特草原是畜牧业基地，绵延挺拔的阴山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矿

产资源，这些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在自治区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大

规模地开发建设之时，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了解巴盟地区的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民族风情。盟志的出版不仅具有“资政、教

化、存史”的价值，而且它是党政领导进行科学决策的参考书，是国内

外专家学者、企业家、投资者认识巴盟的资料书，是青少年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教科书，也是华侨寻根访友、投资经商的指南。

历来修志，工程浩繁。但修志之艰难，却非常人所知，修志人员昼

夜伏案，不知时节之寒暑，秉笔之苦，呕心之劳，当与志书共荣。书成

再看，又觉尚存缺憾，挂漏之处，恳请有识之士指正，后续志者补缺。、

《巴彦淖尔盟志》出版之时，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喜庆

之日，谨以此作为献礼，祝贺自治区更加繁荣、昌盛。

感奋之余，写下以上的话，谨以为序。

中共巴彦淖尔立专员会书记‘百乏事彳
巴彦淖尔盟行政公署盟长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日

丢煞



凡 例

一、《巴彦淖尔盟志》为贯通古今的新志书；其上限力溯往古，下

限至1985年底，个别章节内容作了适当延伸。取事以详今略古、详近

略远、详特略同为原则，着重记述当代历史及现状。．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三、本志篇目设置，遵循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

的顺序，根据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原则，横排门类，以类为编，

编下设章、节、目。篇首设概述、大事记，篇末设附录及后记。

四、本志用语体文表述，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

为主。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

体。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代纪年加注公元年号。志中够××

年代’’均为20世纪××年代，“建国前”、“建国后"分别指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

六、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以当时建置所辖区域为限。

七、本志记述的地理名称，均依当时当地的习惯称谓，并加注今

名。 ．

八、志中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资料，统计资料没有的使用有关

数据。

九、历代度量衡及货币单位，悉用当时通用的计量单位；建国后

-般采用公制。‘

十、入志人物，以对当地社会发展有较大推进或阻碍作用者为对

象。立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英模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英模人

． ．i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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