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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着美好的新生活。

乌兰浩特市是一座发展中的新兴城市。建国以后，勤劳勇敢的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创业、书写历史、建设

家乡。但由于行政建制几经变化，放慢了城市前进的脚步。1980年7

月26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兴安盟和乌兰浩特市建制，这座城市又担

负起全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责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阳光雨露，滋润了这方沃土，红城的经济建设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

创造着历史上的最高生产水平。以卷烟、钢铁、化工、食品、轻纺、机械

{咕



乌兰浩特市志

毛皮革为支柱的民族工业格局已经形成；以菜、肉、乳、蛋、

主的副食品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的框

架正在构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房地产开发方兴未艾，各种要素市

场悄然兴起，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乌兰浩特市是一座正在走向世界的开放城市。她山青水秀、人杰

地灵、资源丰富、民风淳朴。地理位置优越，占据通往独联体和蒙古的

联接点上，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八五”、“九五"期间，将修通“两伊”．

(伊敏二伊尔施)铁路；被称为第三条欧亚大陆桥的“两山”(阿尔山一

蒙古乔巴山)铁路也在筹划之中。“两伊’’和“两山”铁路修通后，这座

城市就会成为欧亚陆路、水路两条通道的必经之地，直接接受东北亚

经济圈的辐射；国际国内民航班机和现代通讯缩短了小城与国际国

内的空间距离。边疆小城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正以现代人的视野致力

于改善投资环境，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

站在驶向未来的起点上，追溯这座城市数百年的历史运行轨迹，

讴歌城市主人——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丰功伟绩，修一部地方志

书，辑录珍贵史料，博荟灿烂文明，告慰前辈，光照来人，正是市志编
’

纂的初衷和主旨。’

综观此志，举凡自然资源、历史沿革、政治军事、农牧林水、工商

财贸、科教文卫、城乡建设、风土民情、人物楷模、改革开放，无不粲然

备载；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蕴含其中。资治、存史、教化意义

深远，堪称乌兰浩特市的“百科全书"。它当之无愧地是对当地群众进

行历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市情(国情)教育、热爱

乡土教育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教材，有着其它任何载体都无法替代的

优势。‘特别是它又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红城提供了信息宝库，架起

了金色桥梁。

编纂《乌兰浩特市志》是一项庞大浩繁的系统工程。由于建国前．

少有志述，建国后行政建置几经变更，特别是经过十年动乱，仅有的

一点历史资料散佚殆尽。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各部门、撰写人员不畏·

艰辛，耐心录访，众手修志；《市志》专业编纂人员更是苦其心志、案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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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形，埋头笔耕，精雕细琢，数易其稿，终纂成篇。他们的辛勤劳动，当

得到今人和后世的尊重与赞誉。编纂期间，兴安盟、科右前旗和本市

各有关部门及人员给予了大力支持，在乌工作过的革命前孽、老领

导、老同志给予了热情关怀、亲切指教和密切配合，在此一并谨致谢

忱。 ．

中共乌兰浩特市委书记

乌兰浩特市人民政府市长

一九九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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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7

八、历史纪年，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之前采用旧纪年(夹注公

元纪年)'191．2年后采用公元纪年；所记“年代”，均为20世纪之年代。

九、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及各编中。

十、本市的“解放日”为1945年8月11日；国务院批复“市建制

恢复’’时间为1980年7月26日；为了以时系事，本志把市委、市政府

召开恢复乌兰浩特市建制大会的时间——1980年n月1日，定为市

建制的恢复时间。

十一、鉴于市建制的多次变动，本志将1958年前和1980年后的

内容做为记述重点。

十二、本志采用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

十三、本志所用数据，大部分为市统计局统计的数字。统计局未

有的数字，则采用有关单位提供的数字。数字用法，按照198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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