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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荣旗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秉笔

直书，实事求是地记述全旗的历史和现状。

二、志书断限，上限据实追溯，下限1990年，个别编章下限有所突破。

三、本志采用小编体，全书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宗教、经济综述、

农业、农机、牧业、林业、水利、副业、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

财税、金融、综合管理、城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

协、群众团体、政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卫生、文化

艺术、艺文、社会风尚习俗、人民生活、人物、大事记等39编175章，编首设概

述，附录殿尾，全书约100万字。

四、本志以类系事，以事系人，横排竖写，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

五、关于历次政治运动，其内容散见大事记及有关编章。

六、本志设经济综述编，置于经济部类之前。

七、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人物按贡献大小排列先后，适当收入外籍

人。在世的省以上劳模及有重要著述者略记简历，另设英名录。

八、经济数字换算作1980年不变价，个别不便换算者标以现价，并以统

计局数据为准，缺项以职能部门提供为准。

九、称谓用阿荣旗或简写作本旗、旗内或全旗。自治区简称区内。

十、解放前指1945年9月3日本旗解放前。建国前指1945年9月3日

至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十一、历史纪年，】912年后用公元纪年，之前标以朝代年号。

十二、附录收入重要文告、有存史价值的文章以及修志始末。

十三、本书所收地图不做划界依据。

十四：入志资料来自北京、内蒙、沈阳、长春、哈尔滨和大连、呼盟以及莫

旗、阿荣旗的档案馆、图书馆和阿荣旗统计局。



序 一

序 一

阿荣旗1933年设置，迄今为止，全面反映当地人文历史的资

料很少。一本日文书《阿荣旗事情》，只是对本地一般情况的简单调

查。史志办公室1987年出版的《阿荣旗情》虽属开山之作，但是，也

是资料不齐不全，真正能全面系统地记述本地自然与社会历史和

现状的填补空白之作是《阿荣旗志》。这是阿荣旗文化建设的巨大

工程，它的编纂成书，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里程碑。因此，值得我们为

之庆贺。

综观全书，指导思想正确，记述有理有据，地方特色浓郁，时代

特点突出，篇章设计合理，文字通畅可读，确实是用新的观点，新的

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编写的新志书。全书贯通古今，详今略古。从

选材上做到存史实真貌，从中可以寻绎出本旗各项事业发展轨迹。

它又是一部科学性、时代性贯穿始终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宝贵的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可以为各项事业改革提供历史借

鉴和依据。我们相信，在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未来事业中，这部志

书将起到很大的资政作用。愿大家好好地利用它。

阿荣旗位于大兴安岭东麓，清顺治初年，迁外兴安岭鄂温克、

达斡尔于嫩江流域。鄂温克人是进入阿伦河、格尼河地区定居最早

的民族。清政府对他们实行羁縻政策，划本地区做专用牧场。300

多年来，人们在这块广裹的土地上生活，从事游牧渔猎生产，同时

担负清朝统治者派给他们的贡貂、兵役、驿差传送等差役。勤劳勇

敢的鄂温克民族是开发阿伦河地区的先驱。1905年，清政府解除

封禁政策，提倡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来此从事农业开发。1915



·2· 阿荣旗志

年，土地测量后，汉人从东北三省与山东、河北源源不断地进入阿

伦河、格尼河、音河各流域起票开荒，从此揭开了掩盖着她美丽容

颜的神秘面纱，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处女地。

勤劳勇敢的阿荣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

时期东北抗EI联军开辟阿荣旗革命游击区，三进呼伦贝尔，抗联六

军参谋长冯治纲、三支队政委高禹民等烈士为了民族解放大业牺

牲在这里。当年各族人民支持团结抗El也做出了重大牺牲。解放

战争时期阿荣旗是西满军区的革命根据地。阿荣旗为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搞土改摸索出一整套经验，在内蒙古革命史

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多年来，阿荣旗各族人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块沃土上

辛勤耕耘。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

富。尤其是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旗的两含文

明建设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阿荣旗是美丽富饶的好地方。做为阿荣旗人，不仅为在这块土

地上生活而骄傲，也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阿荣旗做出无私的奉献。

做为建设者，我们为阿荣旗的建设发展做了切合实际的设计，按照

“统筹规划、整体开发、综合治理、多种经营、循序渐进、全面发展"

的指导思想，调整了产业结构，从而发挥地方优势，兴办地方工业

和乡镇企业，走以农养牧，以牧促农，农牧林结合，多种经营的生态

农业道路，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全面振兴。

1987年以后，在粮食生产上，旗里又按照增粮稳豆、主攻水

稻、发展经济作物的调整方针，走出了一条在高寒地区种植水稻、

提高单产的致富之路。成功地实现了“旱路向水路转移"。从而巩

固、发展了粮食生产优势，持续多年为国家做出较大贡献，使本旗

建成全区的商品粮基地。

在呼伦贝尔盟试验区建设中，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开发、建

设"四位一体的方针，加强横向联合与协作，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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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前景极为乐观。与此同时，在精神文明、党的

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都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目前全旗安定团结，政通人和，各族人民在

旗委、政府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投入两个文明建设。我们有决心也

有信心，要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旗1981年成立修志机构，虽然投入的力量较少，但史志工

作者能够刻意搜寻有关档案图书资料，征访有关历史见证人，搜集

材料上千万字，从中选择汇编成《阿荣旗历史资料丛稿》七集，约

100万字。1986年底新编32万字的《阿荣旗情》由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出版。此一修志成果，获当代修志专家肯定。但是，史志工作人

员并没有为初次试笔成功而陶醉。1987年11月又投入到编纂《阿

荣旗志》的浩大工程中。

在四年时间里，旗委、政府对修志工作加强领导，各乡镇科局

等有关单位有力配合，几次调整编目，充实内容，编辑人员反复核

实，昼夜伏案，几易其稿，终成卷帙。这100万字的志书是集体呕心

沥血的结晶，是修志人员的汗水凝聚。尽管精择史料，精心编纂，可

是仍然不可避免地会有缺点、疏漏之处，尚希识者匡正。

谨以此书献给阿荣旗30万人民，献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

国。

中共阿荣旗委书记李金华

阿荣．旗旗长纪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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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阿荣旗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阿荣旗志》问世了，这是阿

荣旗各族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喜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阿荣旗是我生活过的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愉快地

度过了九个春秋(1974年12—1983年9月)，我深深地爱着这里

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更深深地爱着这里的各族人民，各族干部，

与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纯真的友谊。正是在他们的帮助勉励

和支持下，使我为开发建设阿荣旗尽了自己应尽的微薄之力，在这

里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阿荣旗志》系统而真实地反映了阿荣旗的历史变革、地理地

貌、物产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以及聚居在这个

地域的各民族的风物人情和各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风俗习惯等

多方面情况。是一部有地方特点、门类齐全、内容充实、资料翔实、

价值颇高的地方百科全书。它不仅对人们了解旗情，从实际出发，

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建设“繁荣富裕、团结、文明”的阿荣旗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阿荣旗是伟大祖国和内蒙古大地上一块山水秀丽，物产丰盈，

富有魅力的宝地。静洁碧绿的阿伦河水，郁郁葱葱的红松林海，山

间河谷的沃野肥土和水草丰美的草原以及丰富的地下宝藏，像一

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她养育着全旗30万各族人民，培育造

就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不怕流血牺牲，

为民族革命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用自己的血肉谱写

了光荣的历史。建国后，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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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大力开发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

画。

尤其1 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旗上下同心

协力，团结奋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各项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全旗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为呼伦贝尔盟试验区的建设增添了光彩。所有这些，在

《旗志》中都有全面充分地记述。

这部志书的编纂，是一项浩瀚的系统工程，修志机构是我任旗

委书记时筹组的，因此，我始终关心志书的编纂进展，对情况也比

较了解，在人力财力不足，历史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阿荣旗党

委、政府重视修志工作，加强领导，经过仅有几个人的史志办工作

人员日以继夜不辞辛苦的奋斗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有力配

合，仅用四年的时间便大功告成，可谓奇迹。谨向史志办和各方给

予支持的同志们致以敬意。

展望未来，阿荣旗大地前程似锦，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一定

会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把自

己的家乡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

我希望，大家能很好地利用旗志研究阿荣旗的历史和现状，让

志书起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独特作用。那时，阿荣旗的建设

将会更上一层楼。那时，辛劳的编者和支持者们必然会为夙愿得酬

而感到欣慰的。
’

王增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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