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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

《鄂托克旗志》的付梓出版，为我旗的历史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填补了我旗历史上无志书的空白，对于促进全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对于我们了解鄂托克旗的历史，坚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

的信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一部具有重要历

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乡土教材。

《鄂托克旗志》以流畅的笔触，详实的史料，记述了鄂托克旗的建

置沿革、自然环境、风土民情，以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卫生

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和发展，它是真实地反映鄂托克旗历史和现状的

一部严谨的科学著述。

鄂托克旗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始建旗至今有

340年，可谓久远悠长。

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鄂托克旗蒙古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道，为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斗争。鄂托克旗蒙古族牧民，曾于1866、1879、1885年，发动数

次大规模的“独贵龙”运动，反对王公的封建暴政、繁重的苛捐徭役和

贪赃枉法。1900年2月，义和团、红灯照等反帝反封建群众组织，向城

川、柠条梁等地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剥削、压迫、愚弄人民的洋教士、洋

教堂发起进攻。鄂托克旗的蒙古族牧民曾组织起“独贵龙"队伍，前往

配合，数次7中进寨堡，与洋人激战，洋教堂被攻破、焚毁，洋教士被迫

逃离。鄂托克旗人民谱写了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作战的壮丽凯歌。

辛亥革命时期，鄂托克旗蒙古族牧民和汉族人民群众的“哥老

会’’联合战斗，组成8个“独贵龙”，反对王公横征暴敛。“独贵龙抑英勇

开展武装斗争，给封建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王府与衙门“常一

夕数惊”，“发发可危"。．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派来首批党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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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旗志

部。在鄂托克旗创建党组织，组织、动员、领导蒙汉各族人民参加抗日

运动和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托克大地迅速掀起一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贫苦牧民处在地狱般的境地，受奴役、遭蹂躏，如

牛似马。新中国成立后，推倒了三座大山，为鄂托克旗的繁荣开辟了

新天地，彻底改变了过去交通不便，工、商业落后的局面。旗内公路四

通八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

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鄂

托克旗草原进一步勃发了生机，焕发了青春。。旗委、政府组织干部群

众，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探求富旗、富民的路子，“集众思、广’忠

益"，于1984年制定了“以牧为主、林牧结合、振兴工业、多种经营"的

经济建设方针。十年来，鄂托克这匹千里骏马，抖鬃备蹄，跃起腾飞

了!到1989年底，全旗农牧业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元，工业产值、乡

镇企业产值、地方财政收入、农牧民人均收入都实现了在1984年的

基础上翻番的目标，地方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经济基础，今日的鄂托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各业繁荣，人民

安居乐业，已经走上了富裕、文明之路。

鄂托克旗地域辽阔，水草丰美。境内有广阔的天然牧场，草场面

积达2 700万亩，生长着250多种牧草，生息着世界上古老而稀有的

四合木等植物，繁衍着岩羊等珍稀动物，还盛产麻黄、甘草等药材和

‘．。珍稀食用菌——发菜。

鄂托克旗历史上曾以“土宜畜牧"著称，是古老的畜牧业发祥地。

现在，牧畜头数超过百万头只，畜种发展到29种。畜产品数量多、质

量高，年产各种皮张35万多张，绵羊毛110万多公斤；山羊绒13万

多公斤，商品肉lOO多万公斤。鄂托克旗是闻名遐迩的“阿白山羊’’繁

．．育基地。阿白山羊具有绒毛白、细、长，乳多、肉嫩、繁殖能力高、抗病

力强、产绒量大(个体产绒500克以上)、耐旱、耐寒、耐粗饲等特点。

羊绒洁白、柔软、纤维长，是轻纺工业的最佳原料，在国际市场上享有

“亚洲开士米”美称。50年代，从国外引进的著名裘皮羊品种一卡拉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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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羊，已发展到近10万只，所产羔皮花纹俏丽、毛穗优美，出口颇

受欢迎。 ’

鄂托克旗矿藏资源丰富。乜探明煤炭、石灰石、铁矿石、芒硝、天

然碱、花岗岩、辉绿岩、石英石、石英砂、高岭土、食盐、石膏等资源，共

47种。·其中石膏储量33．4亿吨，占全区储量的94．41％，居全国之

首。

鄂托克旗有着广阔的开发前景，未来的鄂托克，将更加光辉灿

烂，旗兴民富。 。．

开发、建设鄂托克，必须了解鄂托克、认识鄂托克。阅读《鄂托克

旗志》，可以进一步了解鄂托克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鄂托克旗志》在存史、资政、教化等方面的

价值，将会越来越大。

⋯攀⋯讹棒团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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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第一部《鄂托克旗志》的编纂问世，是鄂托克旗人民的一件大喜

事。

地方志素有“鉴往”、“识今”和“资政"、“教化’?的功能。新编地方

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惠及子

孙后代的千秋大业。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编纂的《鄂托

克旗志》，承前启后，反映现实，服务四化，存史传代，实现了全旗人民

的夙愿。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任务

艰巨二旗委、政府于1986年1月作出修志决定，成立旗志编纂委员会

及办事机构，号召全旗各个部门、各族人民，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务

成其事。继而调集有志之士，动员各方力量，广征博采，众手成稿，完

成宏愿。

我们在编纂旗志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地反映重大历史问题；

坚持在方志的体例生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既记述了清代始建旗制到新中国成

立300年的历史，又突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40年翻天覆地的变

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反映

客观规律；突出鄂托克人民艰苦创业、改变落后面貌的斗争和活动；

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目的是真

实地反映鄂托克旗今昔面貌及历史发展过程，为我旗各级领导全面

系统地了解历史和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

。优势；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资料依据；为

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善领导作风提供历史借鉴；为向广大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

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 ·

‘Zj．／／



《鄂托克旗志》，经过两届政府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阶层热心人

士的鼎力支持，自治区、盟地方志编委会的精心指导，参加编写的同

志矢志不渝，迎难而进，勤奋笔耕，历时七载，终成此业。志成之际，我

欣然命笔作序，并代表旗人民政府和全旗10万各族人民，’感谢各部

门、各单位为旗志纂修提供各种资料；感谢全体编写人员的辛勤耕

耘，精心著述；感谢上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

热心帮助、指导!

鄂托聪人民政擘长娥彬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上限据实追溯，下限，1989年。记述范围以现行区域为
● ●

王。

二、本志力求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秉笔直书，详今略

古，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

三、1980年8月12日，从本旗分设出鄂托克前旗，故分旗前部

分内容涉及今鄂托克前旗。 ．

‘

四、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篇首设概述、大事

记，概述简要志述全旗基本情况；大事记纵向志述全旗自1649年设

旗以来的大事要事。专志部分设建置区划、自然环境、人口、民族、畜

牧业、林业治沙、农业水利农机、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供销

粮食、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综合管理、党派社团、政权政协、施政要略、

政法、军事、人事劳动民政、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医药卫生、文物古

迹、人物共二十四编。编后殿以附录，收入有关重要文献与修志始末

等内容。

五、本志体裁，有志、记、述、传、图、表、录，以志为主，记、述、传、

录为辅，图表随文。’

六、篇目设置从具体情况出发，结合现代社会分善和科学分类的

特点，兼顾各行政单位的体制、机构及其业务范围而设。．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所记事件凡有月日可稽

者，注明月日；日期不详者附于月末，用“是月”表示；月不详者附于季

末，用“春”、“夏”、“秋”、“冬”表示；季度不详者附于年末，用“是年"表

示。凡同一时间内记载两件以上事情者，从第二条开始前置符号△。

八、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称号，一律沿用通称，夹注公元年代。

中华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夹注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后的称谓，一律称“新中国成立前99、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名称、

7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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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及官职的称谓，均依当时当地的称呼记录，必要时夹注今名。

九、根据“生不立传"原则，入人物传者多系本旗籍有影响的已故

人士。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
’

十、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

施政要略和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记述。

十一、数据，以本旗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为准，缺项以有关单位提

供的资料为谁。数据的表述，按照1987年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等七个单位联合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

写。
’

十二、度量衡单位，一般以国家标准计量法换算为公制。因习惯

用法，酌情使用市制计量单位，如土地面积使用“亩’’等。

十三、入志资料，大部采自本旗档案馆和各委、办、科、局提供的

资料；部分抄于外地档案资料。

十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文风朴实、简洁、以事系人，

寓褒贬于事实之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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