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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历经十年编纂的《土默特右旗志》终于面世了，她的编纂出版，无疑是土默特

右旗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这项工作具有记载史实，启迪后

人，继往开来，惠及子孙的重要意义。她不仅为世人了解认识土默特右旗的历史

发展全貌提供了一把钥匙，而且还是对全旗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热

爱祖国，热爱内蒙古，热爱土默特右旗教育的一部极好的乡土教材。

我以为，热爱祖国，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和空泛的。热爱祖国应该首

先要了解并熟悉自己的祖国，热爱家乡也同样需要了解熟悉自己的家乡。爱国和

爱家乡是一致的。很难想象一个不爱自己家乡的人会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同

样，一个对自己国家历史茫然无知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生发出由衷的崇敬感与自豪感呢?更难想象他会为民族的兴盛而骄傲自豪，为民

·族的暂时贫穷落后而拼搏奋斗，为民族明天的繁荣而不懈追求。

我们伟大的祖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朝代更迭、兴衰与反复交替

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生活在各个不同地域的勤劳智慧勇敢的各族人民，共同’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土默

特右旗的历史发展进程的脉络，不也正是合着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脚步的节拍，

与中华民族共呼吸，同命运，从历史的风云走到今天的胜利，还将一道走向未来

新的辉煌吗!
’

·‘

《土默特右旗志》的编纂者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以对

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认真科学态度，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

面进行研究，略古详今，将重点放在当代，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

工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去追踪记载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历史反映得准确
‘

无遗。无可否认，这项耗时、耗力的巨大工程，还有她的疏漏和问题。有待广大读

者和所有关心支持土默特右旗发展的人们提出意见，使其更趋于科学、系统、准

确和完美。

总结历史的经验，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今天，服务于未来，我

’想，这是《土默特右旗志》编纂者们的目的之一。在当前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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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潮流中，土默特右旗的各族人民一定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大舞台上，谱写出新的时代乐章，在土默特右旗大地上编织出更加灿烂辉煌的

锦绣前程。

刘云山

1993年元月于呼和浩特

■鬻滞演嘲鬟髯一∞嗡。～，糖



序二

序 二

正当土默特右旗33万各族人民昂扬奋起，意气风发地贯彻中共十四大精．

神，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土默特右旗志》

公开出版发行了。这是当地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认识过去，服务现在，

开创未来的功德善举!

土默特右旗位居要冲，幅员辽阔，环境优越，资源丰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物产繁盛，人文荟萃，英杰辈出。在祖国历史长河

中，不仅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一部分，而且是众多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替生息

繁衍、共同开发创业的舞台。鸦片战争后，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的欺凌压榨j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英勇傈悍的各族人民，发扬大无畏精

神，相继组织了义和团、同盟会、抗日游击队⋯⋯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

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夺

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土默特右旗各族人民，在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率先在农村推。

行包干到户责任制，及时在城镇企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行科技进步，已

基本形成以粮食、油料、甜菜、亚麻、药材、瓜果蔬菜、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的农业

经济体系和以煤炭、机械、化肥、建材、地毯皮毛为支柱的工业经济体系，商贸、交

通、邮电、水利、电力、文化、教育等项事业也突飞猛进，蓬勃发展，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

觅踪溯源，土默特右旗是从清光绪年间开始修志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萨拉齐厅责成专人编修《萨拉齐乡土志》、《萨拉齐厅志》，稿成存于厅署，结

果在民国4年(1915年)被卢占魁匪伙纵火焚毁。1940年，伪萨拉齐县县长韩绍

祖主持编修了《萨拉齐县志》，1943年出版。这是本地第一部传世志书。全书约20

万字，文笔流畅地记述了萨拉齐县的舆地、建制、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习俗、人

物、艺文等内容，辑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但该志门类不全，考证不实，详略不当，并

在行文中夹杂不少美化日本侵略者和宣传封建礼教的糟粕。

鉴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共土默特右旗委员会和旗人民政府，为实现当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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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多年夙愿，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于1981年底决定编纂一部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内容全面，资料翔实，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可供“资治、教

化、存史"的社会主义新旗志。经过组建编纂班子’，动员部署，编制和修订纲目，收

集、核实资料，编纂、审改志稿等几个阶段的辛勤工作，上自事物发端，下限到

1990年的《土默特右旗志》于1991年成稿，1992年6月通过评审，年底修改定

稿。全志共24编、84章、327节、140万字。比较系统、全面、准确地记述了土默特

右旗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优越宜人的自然环境，瑰丽多姿的风景名胜，丰腴富

庶的自然资源，勤劳睿智的各族人民，迅速发展的地方经济，激烈尖锐的军事斗

争，兴旺发达的科技教育，风格独特的文化艺术，纯朴敦厚的民情风俗⋯⋯突出

了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为有关部门、领导了解和认识土默特右旗地

情，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f为向当地人民，特别是青少

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为有关学者、专家进行

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海内外朋友熟悉土默特右旗的投资、献智、尽力和

旅游环境，提供了科学指南。

编纂、出版《土默特右旗志》是各方各界、众多人员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项巨大

综合工程。在此，我诚挚地感谢为之提供资料的有关部门和人员，感谢为之竭诚

尽智、辛勤笔耕的编纂人员，感谢为之出谋划策、悉心指导的专家学者，感谢对之

大力支持、关怀备至的上级部门和领导。

由于编纂者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部志书并未尽如人意。缺憾与不足、

疏漏与失误之处，殷切渴望知情者赐教、斧正。我坚信，英雄的土默特右旗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今后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

绩，谱写出更加灿烂的篇章。。

曹 怀

1993年1月

0

黛，玎，囊鞴㈨焉鬈。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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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土默特右旗志》为通志。时间断限，上自事物发端，下至1990年底。

二、《土默特右旗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存真求实，

力图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三、《土默特右旗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特略同的原则，重笔记述

当代历史和现状，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

历程，突出当地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突出当地特殊

的自然环境、资源、物产、文化、名胜古迹和风俗民情。

四、《土默特有旗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附录组成。概述，简要记述本

旗的基本情况；大事记，记述本旗从古至今的大事、要事；专业志设建置、自然环

境、民族人口、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金融、计划统计、财政税务、

工商物价计量、政党、明清民国纪事、人民政权、群众团体、民劳信仿、政法、政事

纪要、军事、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卫生体育、宗教民俗、人物24编；附录，辑收有

关本旗的重要文件、碑帖、诗词、散文、传说、回忆录、考古文章。概述、大事记、附

录及本志编纂始末不入编。

’五、《土默特右旗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录、照片。

六、《土默特右旗志》文体用现代语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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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照录或节选原文；其余皆用记叙文体，叙而

不议。
●●

七、《土默特右旗志》人物编中的立传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以对社会

发展有较大贡献者为主，也收入少数反面人物和好坏兼一身的人物；以本籍人为

主，也载一些为当地做出显著贡献的客籍人士；以卒年为序排列。列表人物为：现

旗境自治区级以上的英雄、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籍隶本旗的师(地)级以

上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自治区级以上学会(协会)会员；出国留学人员、研究

生；港澳台胞、华侨、外籍华人；烈士英名录以旗民政局发放的烈士证为依据，以

乡镇为单位，按姓氏笔划排列。其他事迹突出人物，在有关章节中以事系人予以

记述。

八、《土默特右旗志》文化章中所载文学作品的选目标准是，本旗作者与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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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是本旗的专业作家在自治区(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包括展出、演出)的

作品或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卫生章中所载论文的选目标准是，本旗医务人员在自

治区(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论文；科技章中所载获奖项目，是本旗科技工

作者获盟市以上奖的项目，科技论文的选目标准是，本旗作者在盟市以上报刊发

表的论文。

九、《土默特右旗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按照习惯，抗日战争暴发(1937年)前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其后用公

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土默特右旗志》的数据，一般用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的，则采用档案

和有关史籍、史料记载数字。数字的表述，按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7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十一、《土默特右旗志》记述的历史地名、机构、职官等称谓，均依当时当地

的称呼记录，必要时夹注今名。

十二、《土默特右旗志》凡需说明、注释的事宜和引文出处，均用夹注。

十三、《土默特右旗志》涉及有关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

。豢。毳釜錾垂蚕—羹雾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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