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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县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王世明 。

副主任：范义雄 云润田 云院祯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林 云生瑞 云布天 王兴官 李公社

苏志孝 陈德甫 张永德 温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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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县志》编辑部名单

副主编：康德文，陈德甫 梁希武 王子义

编 辑：‘(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子义 史 勇旦圈 陈德甫 陈国英

匿圈 张受卿 梁希武 康德文 康济棠

温明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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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J．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县志编辑部诸君经过五度春秋艰辛劳

作编纂的这部《和林格尔县志》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书。它给今入和

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和林格尔历史资料，它可以使人们从中记取历

史上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行事之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服务。

人们应当牢记从前外寇入侵，鼯族受辱，人民受苦的惨痛历史◆

如县志中记载：1938年3月下旬，日寇在和林的佛爷沟、一间房和茶

坊村一次就杀害村民15人。同年4月29日，又在厂圪洞前营子杀害村

民30多人。人们更应珍视当今盛世来之不易，当今盛世史无前例，；当

今盛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英勇奋斗，前扑

后继!用鲜血换来的。县志的“大事记"和“人物卷”中记载许多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人和事。在三大战争中和林格

尔县就有300多名英雄儿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在这方面，我是深

有感触的。我的领导和我的战友们，有许多人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

祖国的尊严，牺牲在和林格尔这块土地上。如志中立传的中共绥南工

委(地委)书记张云峰，抗日战争中在和林羊群沟乡和敌人遭遇，不幸

被俘，英勇就义，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地下交通员杜存福，送信途

中在黄家元山子附近遇见日本兵，追捕中跳崖摔断了腿。他俩都是和



2 和林格尔县志

我一块在和林打游击时的战友。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总是情不7 ，+1

自禁地怀念他们，同时默默的告慰他们：亲爱的战友们，安息吧!你 ’7．。

们的血没有自流，你们在九泉之下一定会看到今天的和林格尔和全国 气

一样，欣欣向荣，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温饱无虑， ，

2

正向小康迈进。
’宪

和林格尔是我战斗过的地方，堪称第二故乡，和林的父老兄弟姐 ：

妹对我比较熟悉，‘因此，我对和林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每当我来和 i；

林工作或探亲时，总是对乡亲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说：要牢记历史，

不要忘记过去，要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加强

民族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奋斗。

注重经济是《和林格尔县志》的一大特点。县志中设有“农牧林

水，，、一“工交邮建，，、 “商粮财金"和“经济管理，，等四个经济卷，

恰好古到总卷擞的三分之一，这是和林旧志所不能比拟的，这说明经

济不同凡响，经济是基础。经济卷内容虽然多是表格，数字、比例；

阅览时定感苦燥无味，但是它对今人和后人在经济建设上是极有用场 i

的，参考价值很大。’县志其它卷章无须赘述，请诸君潜心研读，定会

有所效益。
，、

。寥寥数语是为序。

4 j∥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席 石生荣’”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



序 言 3

序 二

《和林格尔县志》从一九八六年开始编修，几度春秋，几易其

稿，后经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审核批准，交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

出版。这是各级领导关怀和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大力支持以及全体编辑

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是和林格尔县十八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这部县志是客观反映历史和现实，流传后世的一部生动画卷毒

它的问世，一定会促进人们励精图治，团结奋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步伐，一定会起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o

一．和林格尔县濒临黄河，背倚大青山，山川秀丽，地势险要，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此地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四千年前，这里

就有炎黄子孙在此繁衍生息。历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坚韧不

拔，自强不息，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物质财

富。和林格尔人杰地灵，在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不少有识之士和英

雄人物，他们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向大自然，向阻挡社会发展的

黑暗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九四九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以忘我的爱国热情，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辉煌

的成就。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这

里的干部群众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正以崭新的姿态奋力拼搏、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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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新编《和林格尔县志》，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按照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的原则，系统地记载T*-县-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分门别类备述了全县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教育、科技、人事等自然和社会的变迁，客观地反映了过去和现

在的史实。通览全文，觉得本志有以下特点：

一、秉笔直书，善恶兼述。本志所有记事、载人、录物都有根有

据a编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既不照抄照录，更不私意曲笔妄加评

说，而是力主“直笔实录，，，做到好事当载，坏事不隐Q

二、详略得当，繁简适度。本县有旧志三部，是自治区存志书较

多、产生方志较早的旗县之一，但旧志所载多为舆地、军政、民事

等，而经济方面则篇幅不多，且详略失当。本志则重经济兼辑其它卷

章，真正做到详今略古，该繁不简，应简勿繁。本志50多万字，除概

述、大事记和附录外，尚有12个正卷，其中经济内容设4个卷，占总

卷数的三分之一，从而使本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

就得到较全面的反映。
’

．， 三、体例完备，记述系统。本志纵述千年史，横记百业事，涉及

面之大超过旧志。本志编纂方式多样而得体。记、志、图、表、相、

文、数相辅相成。‘卷、章、节、目层次分明。诸多庞杂的内容，组织

安排得较为精当。
“÷

，四、特点突出，文字简洁。和林格尔县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

以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息争喜让，取长补短，共同进

步。本志对各民族之间，特别是蒙汉族之间的关系以热情的笔触作了

记述Q，和林格尔历史悠久，古都、古城、古墓遍布，古迹文物各处均

．；誓警．|，氛壤o，一，。：一，、≮；

n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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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5

有，本志以较大的篇幅进行表述。凡此种种极为可贵。本志文字朴实

无华，简洁易懂，不咬文嚼字，便于阅览，费解之处均加注释。

我们认为《和林格尔县志》是一部成功之作。但也不能否认它有

不足之处，甚或有谬误之笔，缺陷和挂漏之处在所难免，故恳求广大读

者提出指教，以资斧正。最后，在《和林格尔县志》出版问世之际，

在这里衷心祝愿它能够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爱抚和关注，并祝愿它为

本县的繁荣昌盛有所奉献!

中共和林格尔县县委书记 武凤岐

和林格尔县县长 王世明

一九九三年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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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为通志，上限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下限至19 85年底，

惟大事记延伸到1991年底。取材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以记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各项建设成就及状况为重点。 ．一
‘

二、编纂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够四

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去芜存精，力求使志书具有思想性、知识

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4。“

三、本志卷前设概述和大事记，主体内容分设地理、人口民族，

农牧林水、工交邮建，商粮财金，经济管理、’政治，军事、教科文

卫、文物古迹、人物、民俗宗教十二个正卷。卷后设附录，辑录对旧

志的评介、革命历史文电选录、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辨析与考证等．。

四、本志分卷‘章、节、目四个层次编写，目以汉字．一、二、

三⋯⋯表示。有些节不设目直接通述。目下的子层不求划一，视内容

需要具体安排，如有些目下又分(一)、 (二)、 (三)l eo．i。o为便于

阅览，各卷均从第一章始，各章均从第一节始。记述方法，除大事记

以时系事外，所有卷章均为横排竖写，基本做到横不缺项，’竖不断

线。 ．

。

．． ，

五、表述方式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表、照片。文体以语体文为

主，有历史资料或引文不便译语体文者，仍以原文言体记述，费解处



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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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加注。概述有叙有论，正卷只叙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

事本末体。

六、人物立传，以对社会发展有贡献、有影响者为限，以本籍的

为主，兼立长期在在本县工作的外籍人士。按照生不立传的惯例，对

生人则以“人物简介’’、 “人物表，，入志。

七、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用朝代帝名纪年

的，均加括弧以公元纪年对照。世纪、年代和年月日均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

八、计量，以采用公制为主，如公里、平方公里、公斤、公尺

(米)0耕地、林地，牧场仍沿用市亩。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用旧

制、市制计量的，均用公制换算加括弧对照。文中凡显示性数字均以

阿拉伯数字书写，表述性数字则用汉字书写。

九、本志数据，均以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短缺的用

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

十、对正文的注释，采用圆圈注序在页末注释，或在文中用括弧

夹注。

，十一、志中表格均随正文内容安排，并加提示文字，表格延续转

页时，在表前注“续表≯字样。

十二、本志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句甚多，为压缩篇

幅，便于书写，除开卷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全称外，其后

均简称“新中国矽。 。

十三、本志所附照片随正文排列，均在正文中加以提示。

十四、本志的历史取材或引文，一般不标其出处9
。

一。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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