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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是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早从新

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展现历代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

曼德拉岩画文化；反映殷商、西周、战国先民弱水流域活动的先秦遗

迹；西汉居延和巴彦毛道地区的移民戍边、屯垦开发；西夏至元末黑

城文明的兴衰湮没；雄居盟境东北的贺兰山塞防遗址，纵贯东西的草

原“丝绸北道’’；以及和硕特蒙古在阿拉善定居建旗和土尔扈特蒙古

举部东迁额济纳300年来，蒙汉人民情同手足、相互融合的历史，构

成了这里绚丽多姿、独具特色的历史画卷。近现代历史上，义和团运

动、辛亥革命曾余波及此；在打通“国际红色通道”，争取阿拉善各族

人民翻身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战士奥西洛夫和

老红军曹动之等共产党人的鲜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

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和平解放以来，当地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

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高举“团结建设”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团结奋斗在

这块热土上，改造山河，建设家园。特别是历经多次区划变更，于1 980

年建盟以来，全盟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矢志不移地投身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续写了阿拉善历史的新篇章。当前，全盟经

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社会事业长足发展，各族人

民安居乐业，全盟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时常披览前踪，有利鉴往开来，从而更好地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纂地方志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如实记载全盟各族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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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的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

地方志横陈百科、纵贯古今，是一项系统工程。从1984年4月开

始组建修志机构至今，全盟史志工作者通力合作，笔耕不辍，广泛搜

集全国各地有关阿拉善地区的史志资料8 000万字以上，编译出版了

8本200余万字的地情史志书籍。《阿拉善盟志》先后四易志稿，终于

得以出版。这是我盟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的成果，也为全盟各族

干部群众深化盟情认识，深入开展“热爱阿拉善、建设阿拉善’’的教育

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

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是我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九

五”期间，我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通过实施相对收缩、

相对集中的“转移战略”，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5·18"(全盟人口控

制在18万左右、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8亿

元、粮食总产量达到1．8亿斤、牲畜总头数稳定在180万头(只)左

右、城市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奋斗目标。我们相信，在实

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阿拉善盟志》必将充分发挥“资政、教育、存

史”的功能，激励全盟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文明昌盛的阿拉善而努

力奋斗l

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 绠露旺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盟长 健娄捉

一九九八年九月

0壹疆懑馐霪灌冱翔0J疆覆l叠■



凡例

·一1歹lI

一、《阿拉善盟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载阿拉善盟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有机统一。
’t

‘

’。

二、志书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组成。概述，综叙盟情，

总摄全书；大事记，记叙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记

史实，分设建制、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农牧林水、工业、交通邮电、商

业、城建环保、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党政群团、人事劳动民政、公安司

法、军事人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人物，设人物传及烈士英名

录；附录，收录阿拉善盟的重要文献与资料。全书17编，概述、大事

记、附录不入编。

三、志文贯穿古今，详近略远，记事溯源，力求追述到历史发端．。．

下限截止1989年底，大事记、领导名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人物等篇目内容延伸到1997年底。
￡ 。

四、志文按事物、社会属性分类，事以类从，依照横排竖写的原

则，设立编、章、节、目、子目五个层次，个别章节设细目。‘+

五、志文采用述、记、图、传、表、录等体裁。概述，有叙有议，叙议

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以时系事；志为主体，

为语体文。，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j 六、入志人物，以对阿拉善盟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阿拉善籍人

士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此地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士。坚持“生

不立传”的原则，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列表人物主要是内蒙古自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凡例

区和国家部委以上部门授予的英雄模范，1997年底在册的县团级以

上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以盟委或行署的任命时间为准，按任职(授

予)时间先后或分类排列。经民政部门确认的烈士，入“烈士英名录’’，

以牺牲年月先后为序。； ∥”

七、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帝王和民国纪年，括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的年、月、

日用汉字，民国与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

八、机构及官职的称谓，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

称之外，均用现行标准名称；限于表格的含量，表格中的名称有时用

简称。．

九、志文所用统计数据，采用统计部门的数字。特殊情况下也采

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数字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

个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度量衡和

货币，一般采用各时期原计量单位。 ，
．

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本着宜粗

不宜细，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单设章节，在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记

述。
‘

十一、志文资料主要取自国家、自治区、盟、旗档案馆，正史、旧

志、报刊、杂志、专著、历史文物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经考证鉴别

后记载入志，一般不注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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