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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国有史，地有志。编史修志，承上启下，是利在当今，泽被后代的一件大事，也

是古来的传统，今人的责任。

有史记载，十世纪初，就有苏尼特置部境域，迄今一千多年。崇德七年(1642

年)建旗制以来，历时358年。其间风雨春秋，沧桑巨变，祖宗贤达繁纷世事，一向

无有专著，每言及此，深感遗憾。

在世纪之交，终于写成了《苏尼特右旗志》，这是苏右旗有史以来第一部通

志，是社会发展进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工程，可谓我旗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苏尼特右旗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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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系统地记载苏右旗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存往事之真容，求发展之轨迹，成为一部科学资料书。便

于今人后代，鉴古察今，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建设繁荣富强的苏尼特右旗。

苏右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千百年来，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苏右旗人民，

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建文明历史的进程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表现了民

族的特有品格。当年的豪杰时事，散见于史册典籍，今存的文物遗址，遍布于草原

山川。

现代史上，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盗匪蜂起，豺狼横行。正值生死存亡之秋，共

产党、解放军来到草原，于是匹夫尽责，烈士尽忠，苏尼特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

争，推翻了王公贵族，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凡此种

种，本志给予直书实录。

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只有尊重历史，才能秉承历史，补历史遗缺，继历史的辉煌。盛世修志，志载

盛世，我们这代人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如实记录当代的经济状况、社会人物，

以免被时间的流水冲淡、湮灭。我们受命于改革开放之际，继任于群众脱贫致富

之时，心想着如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七万多父老乡亲尽快步入小康，实为责

无旁贷之务。

历来修志，工程浩繁。我旗于1986年成立史志办，开始收集资料，后来处于

停顿状态。于1999年7月，重新组建专班，聘请人才，拨付专款，发动各单位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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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提供资料、数据，全面展开修志工作。

由于文献资料散失短缺，给编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志办编纂人员，广收博

采，殚精竭虑，翻阅资料、查证核实，寒暑易节，昼夜伏案，字斟句酌，集一千余年

史实，汇编成册，纂成志稿。方方墨染小字，洋洋数十万言，乃是上百人心血之结

晶，其苦心耕耘和劳作，当与志书共存荣。

纵述千年史，横记百业事。作为一旗之百科全书，于今于后，皆有“资政、教

化、存史"的作用。书成问世，又觉尚存缺憾，殊感修志艰难。志书千古事，得失众

人知，挂漏之处，恳请有识之士指正，后续者补缺。

《苏尼特右旗志》成稿之时，正值2000年末，仅以此作为世纪之交的美好献

礼，祝贺新世纪的到来!苏右旗人民以本志为乡土教材，深入进行热爱家乡、热爱

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立足现在，面向未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随着科教兴

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树雄心、立壮志，争做跨世纪的新人，为家乡、为祖

国献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携手共创二十一世纪的辉煌。

中共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武 国 栋

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旗长敖其尔呼雅嘎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写人状物记事，上限据实追溯，下限至1999年底(大事记延至2000

年底)。详今略古是本志的记述方式。

二、编修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记述苏尼特右旗的历史与现状，力求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按社会事物属性分类编写。

按照横排竖写的体例，设编、章、节、目四个层次。全志21编，83章，章在编下列

序号，节在章下列序号，目在节下列序号。正文之后加附录(如地方文献)等资料。

本志只记事实，不作评论。

四、本志以文字叙述为主，辅之以图表照片。

五、纪年在民国元年以前用帝王年号，辅以公元纪年。

六、文中的“解放前后，建国前后”，均指1949年10月1日前后。

七、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之后出现用简称，如锡林郭勒盟一锡盟，

苏尼特右旗一苏右旗，德穆楚克栋鲁普王爷一德王等等。

八、入志人物以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者为限，生不立传。英模、优秀人物取至省

部级(含省部级)以上，只注明其受表彰奖励时的称谓，如全国优秀教师，自治区

劳动模范等。其他获奖人员亦取至省部级(含省部级)以上奖励者。烈士(凡为国

家和人民利益而献身者)不论职位高低，均予记载。

九、地名、机构、官职的称谓，均以当时当地的称号记录。

十、数据均采用本旗统计局提供的数字，统计局缺少的，采用有关单位提供

的数字。

十一、度量衡单位，一般采用国家标准计量法，一些章节为行文方便公、市制

并用，如公顷、顷，公亩、亩等。

十二、凡是需要说明或解释的事宜，均用脚注或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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