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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河市志》历时十多个寒暑，数易其稿，终于面世了。这是全市45万各族人

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临河市志》洋洋百万言，记载了汉代以来

临河历代之更替、政要之成败，河川之险易、田地之肥瘠，蕴藏之浅深、各业之兴

衰、民风之淳混、往来之通达，实为一方之全书。资料翔实，来源可靠，几经研讨，

几经考究，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旁罗博证，使有依据。部分班列，次第排

纂，繁简适度，会通罔缺。一册在手，临河在胸，易读易见，易知易解，开卷了然。

临河位于内蒙西部之河套腹地，版图状似一柄舒展的秋海棠叶，西南、东北

向倾斜镶嵌在黄河及其故道乌加河之间。北以阴山为屏，南与鄂尔多斯相望，东

接五原，西邻杭后，素有塞上明珠之美称。临河有史以来就是水陆交通要冲，是祖

国北方贯通东西的必经之地。包兰铁路、110国道横穿市区，使宁夏、甘肃千里日

还，亦使呼包二市、首都北京犹在眼前。邮电通讯发展迅速，3万门程控电话与国

际、国内并网直拨，无线寻呼、传真方便快捷。天涯海角近在咫尺。

临河全境为黄河冲积平原。历史上眼前的这段黄河放荡不羁、频繁改道，无

数次从这片热土上滚过，覆淤厚达数百米，造就了这片肥沃的土壤。境内地势开

阔平坦，水源充沛，灌溉便利，光热水同期，适宜于作物和牧草的生长。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优势使得八百里河套成为米粮川，在祖国大江南北闻名遐迩。

历史上的临河人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本地的资源优势开发临河，发展经济、开

拓市场。史载，汉代境内有居民在这块土地上耕耘、放牧、生活、繁衍。临河从五

原析出后，新筑城池，一里长街商贾闹市，生意兴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

河的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

又一次给了我们极好机遇——“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这是一场深刻革命，这场革命切实地、透彻地

诠释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含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临河

市委、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在2 329平方公里土地上再次描绘出壮丽的锦绣

画图。高产、高效、优质农牧业大展鸿图，工业崛起迅速，前景广阔，乡镇企业异军

突起，各类综合、专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分布城乡，商业贸易繁荣兴旺，市政建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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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加快，城市功能日臻完善，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工作成

绩显著，文化、广播电视、体育事业方兴未艾，精神文明建设硕果累累，民主与法

制建设逐步走上健全的轨道，政权建设进一步巩固。临河在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总

方针的过程中，奋发图强、努力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勃勃态势。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

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格局，是昭示社

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唯一途径。临河市已经形成初步规模的市场体系。消费品

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文化市场初具规模；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和

零售市场布局合理；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各得其所；集贸市场和规模市场互补，

市场体系基本形成网络。

市场经济是大市场、大流通的经济．为了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使

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有机结合，临河市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发展临河经济的新举

措。1991年，市政府下达了2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横向联合的决定》，

提出了“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联合原则和8条优惠政策。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92年市委、政府决定在城区和城郊兴建经济技术

开发区。1993年，自治区政府以17号文件批复定为省级开发区。开发区由3个

区片组成，即万丰新技术开发区，面积389公顷；章嘉庙高科技旅游开发区，面积

133．3公顷；宏兴工业开发区，面积66．7公顷。为了更多地吸引国内外资金、技

术、人才发展三资企业，重新制定了8项优惠政策。在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截止

1996年底，共有22家企业进入开发区，引进资金0．43亿元，年创产值5．5亿

元。为临河经济腾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临河市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步稳健，

发展迅速，规范化管理日趋完善。政府积极转变职能，由单一的管理型转为管理

服务型，树立大市场、大流通、大发展、大繁荣观念，坚持为企业服务、为农民服

务、为个体户服务、为消费者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让进入市场的物质

的、精神的商品得到依法管理，合法经营受到保护，非法经营受到制裁，经济活动

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在公平合理的竞争

环境中发展壮大。

历史的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腾飞经济，施展雄才，抓住

机遇，勇立潮头，发展自己，开创未来。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临河的今天成绩斐然，临河的明天更加辉煌。塞上明珠增秀色，历史画卷添

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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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稿甫就，急于付印，欣然命笔，遂以成篇，未遑修饰，以弁其首，是为序。

中共临河市委书记

临河市人民政府市长

一九九六年十

逝物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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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临河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xBiJ,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求真存

实，力争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1临河市志》为通志。记述范围以其时发生在临河行政版图内事件为限，

记事力求追溯到事物发展的初端，下限至1990年底。大事记从1925年起，下限

到1995年。1990年后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职官录等延续到1995年或到印

前搁笔时。
’

三市志篇首设概述、大事记，主体部分依据现代社会分工科学分类，以编、

章、节、目层次排列。采用横排百科、纵述始末的体例。本志设24编107章422

节。附录主要收录了1991"-'1995年临河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和临河市区主要经

济文化社团选介两部分内容，以弥补1991年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

的发展变化之内容。

四市志记事详今略古，详特略同。着重记述当代史实和现状。对1978年

后改革开放成就，做了侧重反映。记述采取现代语体文，以志为主，辅以述、传、

录、图、表、照片，争取图文并茂。

五市志资料来源于史籍、档案、报刊、前代县志及各部门编辑的志稿、口碑

资料。数据除尽量采用市统计局数字资料外，并采用了《统计手册》尚未反映的数

据。度量衡单位以国家标准计量单位为主，辅之必要的当时当地习惯使用单位。

六 志中所谓“解放"是指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解放；“建国"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理名称、机构、官职称谓均依当时当

地的称呼记录，今名有变更者括注。 j

七市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大事记及有关篇章中

从略记述。入志人物以对临河社会发展有一定推动或阻碍作用者为限，以本籍人

为主。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生年先后为序。“人物"一编中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在临河工作过的部分中共干部、牺牲在本地的烈士和解放后授予国家和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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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级劳动模范、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及正科级以上干部名录(根据现有资料整

理而成)。

九原狼山县设治期间的部分组织活动，在各有关篇章中做了附记。

十凡需要说明、解释，或需注明引文出处的，均用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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