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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完整、系统的记述锡林郭勒盟水利建设史的专业史志——

《锡林郭勒盟水利志》出版问世了。这是一部凝结着水利部门一．大批领

导和专家十年心血的珍贵历史著作，也是水利建设史上一项重要的软

科学成果，对全盟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草而居”曾经是草原牧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

式。在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的过程中，，随着牧区游牧生

活的结束和草牧场“双权一制’’的落实，为了实现增草增畜和保护生

态环境，各族人民建设草原，治水兴利，创造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与水

旱灾害斗争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盟各族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

性农田草牧场水利和水电、供水、防洪等工程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水利建设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鉴往知来，对以往水利发展历

史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从中发现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将为

水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这部史志就是这项任务的出

色担当者。

《锡林郭勒盟水利志》共15章，28万字。所记载的史实上溯自文

字史，下至1990年。内容丰富，包括河流水系水资源、水旱灾害及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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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锯林郭勒盟水利志 +。

灾纪实、水利开发建设防洪工程、水土保持、水产业以及水利管理水

利机构和队伍建设、治水人物等。全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准绳，有

真实客观的记述，也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内容纵横捭闺，纵的以时间

为线索，全面准确地记述了锡林郭勒盟水利发展的历史，客观分析了

水利建设的规律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横则围绕水利建

设展开笔墨，集气象、地质、山川、水文、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

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于一体，辩证精辟地分析了水利建设与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充分肯定了水利作为基础产业之首的重要地位

和兴利除害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从而鼓舞人们以更大的

热情和干劲进行水利建设和发展水利事业。 ，、+

‘本志资料翔实，总结科学，分析精到，具有重要的资治、教化、存

史和备查作用。1
。 一 ”。

· ‘；

、“正镜旁鉴，循轨继辙’’，’我们要认真学习这部史志，、研究水利建

设史，总结水利发展规律，治水兴盟，全面振兴民族经济：， ，’

谨以此文字，“忝代为序。
‘

’

t

● ●

-． _，。 ? 1998年11月于锡林浩特 ?，



凡例 3

例

一、锡林郭勒盟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为指导，成败集录，力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的统一性。 ，

二、本志上限据实上溯、下限基本断于1990年底。个别的因资料

所限，篇幅略有增减。

三、本志篇目的设置采用章、节、臣、子目4个层次。

四、本志主要记述锡盟水利、水产事业的发生、发展和现状。反

映锡盟水利水产事业历史和现状，随文配图、表、照片。

五、本志所有资料立求详实，主要来自自治区、盟、县三级统计

局、档案室、资料室，以及水利处各科室和部分调查资料。

六、历史纪年，1949年前以朝代、国号纪年，后注公元年号。1949

年以后，采用公元纪年，所有地方的民族民俗通称，均在文后用括弧

注明，不另外注释。 ?

七、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均沿用当时名，括注今

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第一次全称，以后为俗称。锡林郭勒盟

(俗称锡盟)，苏尼特右旗(俗称西苏旗)，两名称在本志中通用。文中

“盟委"、“旗委"、“县委’’均为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简称，“政

府"为各级人民政府的简称。

八、本志数字均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等单位

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书写标准。

九、本志计量单位，以国家标准计量单位为主，少数照顾到历史

习惯仍延用旧制。 、

十、文中专业图表，不作其它用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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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者

尊敬的读者：

在凉城县委、政府和’各方领导、社会各界以及入选人物的

重视支持下，《凉城人物志》出版了，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但因

我们没有经验，又因水平和条件所限，虽经多方努力，但仍不免

存有疏漏与差错。为保持本志之严肃性、准确性，我们拟编《凉

城人物志续》，按本志既定原则(参见本书前言)，对门类不全

者、应入而未入者、已入而图文欠全者，或有明显差错者，一并

在《续编》中予以补正。为此，敬希读者，相互转告，及时与我们

联系，以尽完善之求。我们热切地希望您提出宝贵意见，得到

您的体谅和支持!

谢意!

地址：凉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电话：0474--4209816 邮编：013750

顺致

凉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2005年9月1日

南口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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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锡林郭勒盟(简称锡盟)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陲，‘内蒙古

自治区中部，北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东与兴安盟、哲里木盟、赤

峰市毗邻，南与河北省接壤，西与乌兰察布盟为邻。
’

地理坐标东径111。08736Ⅳ～119。59735Ⅳ，北纬41。35706Ⅳ～

46。46’30Ⅳ。东西长700余公里，南北宽500公里，总面积20．258万平
一 ％ 、

方公里。 ．· ．一

辖九旗一县二市。锡林浩特市(俗称锡市)是锡盟行政公署所在

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中心。
’

。1

全盟有蒙古、汉、回、满、达斡尔、朝鲜等十九个民族。总人口

1949年为24．2万人；1990年为88．9万人，增加了64．7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28．7万；农牧民人口60．2万人。全盟共有9个以牧为主的

旗市，两个半农半牧的农区旗县，一个口岸城市，共有苏木(乡)145

个，嘎查(村)877个。牧户6．268万户，牧民27．468万人。。(详见锡

林郭勒盟政区图)．，| ，’，、 j．

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环境多变，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给境内的农

牧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但这里物产丰富，草原辽阔，自古以

来就是天然好牧场。畜牧业生产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上曾做出过重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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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广大农牧民群众为了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曾进行过不懈的抗灾

斗争，修建了防洪、供水、灌溉、排水等工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全国水利方针政策，结

合本盟实际情况，修建了一定数量的防洪、人畜供水、农田草牧场灌

溉、水土保持、小水电工程等。
“

’

锡林郭勒草原总面积为19．207万平方公里，占全盟总面积的

96．+8％。可利用草场面积17．84万平方公里，占草原面积90．6％。每

亩平均产草50"-'80公斤，最少只有15公斤，可食草90．63亿公斤。理

论载畜量冷季1036．9绵羊单位。主要家畜有：马、牛、羊、骆驼，以

畜牧业经济为主。． 。，’

以天然牧草为基础的放牧业(即草原畜牧业)，是锡盟的主体经济。

1949年全盟只有牲畜164．3万头(只)，1990年已发展到1076．17万

头(只)，发展了5．5倍。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肉、乳、毛：皮、骨

等畜产品，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内蒙古自治区

和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

农业区主要分布于南部，清朝末年开始开发，包括太仆寺旗(俗

称太旗)、多伦县全部以及正蓝旗(俗称蓝旗)、正镶白旗(俗称白

旗)、苏尼特右旗(俗称西苏旗)的一部分。’共33个乡294个村，农

村人口32．74万人，劳动力11．5万个。土地面积7586．3平方公里，占

锡盟总土地面积的3．7％。其中耕地面积320万亩，人均耕地近10亩

左右。主要农作物有小麦、莜麦专马铃薯、胡麻，粮食单产一直徘徊

在40．6"---'54．2公斤。1990年总产1．89亿公斤，增加了2．27倍，基本

自给自足。 ，、

、

．锡林浩特市是锡盟的交通枢纽；有锡林浩特至张家口、锡林浩特

至赛汉塔拉、锡林浩特至赤峰、锡林浩特至霍林河等公路干线。全盟

一

一

：



各旗县之间均有公路相连。有锡林浩特经呼和浩特至北京的航班。北

京经乌兰巴托至莫斯科的国际铁路经锡盟西部西苏旗赛汉塔拉镇，从

二连浩特市(俗称二连市)出境。交通线长，内外运输十分繁重。

境内有石油、碱、盐、煤等矿藏，石油、碱、盐、煤等已逐步得

到开发。’ ：

锡盟由高平原、丘陵、山地、台地、盆地和沙地组成。东部有大

兴安岭，南部有阴山两大山脉及其支脉，海拔高度大部分在1000--一

1800米，东、南两大山脉，大部达1300米以上，盆地海拔最低800多

米。全境地势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总的趋势是大部地区平坦开阔。

土壤以栗钙土、棕钙土和风沙土为主，森林土、黑钙土、草甸土较少，

境内森林少，覆盖率低，耕地少，旱作水平低，植被景观以草地为主。

土地资源分类表

面 积· 折合市亩
土 地 分 类 比例％

(平方公里)’ (7／亩)

山 地 ‘4500 675．00 2．2

丘 陵 63822 9573．30 31．5

平 原 85211 12781．65 42．1

沙 地 28296 4244．40 14．0

洼 地 20241 3036．15 10．0

水 面 500 75．00 0．2

合 计 202570 30385．50 100

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大体分9个单元。 r

1．大兴安岭西麓中部山丘区。包括东乌珠穆沁旗(俗称东乌旗)，

西乌珠穆沁旗(俗称西乌旗)东部和南部，海拔1300"-'1700米，最高

峰是西乌旗与克什克腾旗交界的南汉山海拔1897．3米，相对高差150。
’



4 ’‘ 锡韩郭励盈水利忍

"-250米，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土壤肥沃，以灰色森林土、山地草

原土、黑钙土为主。，’，·’ ．J
r‘ i

2．乌拉盖盆地。包括东乌珠穆沁旗中部、南部，西乌珠穆沁旗中

部、南部，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海拔840"--950米，土壤主要为

，草甸沼泽土和草甸土：．+

3．、巴格马隆丘陵。系指苏尼特左旗(俗称东苏旗)以东的北部边1

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丘陵带。在锡盟境内面积约2．1万平方公。 ，，

里，海拔1100,--．,1300米，土壤属栗钙土。 一．

‘4．阿巴嘎旗；(俗称阿旗)熔岩台地。主要分布在阿巴嘎旗中部及 ，j

锡林浩特市南部一带F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海拔1100，一--1300米，

以栗钙土为主。7 ，．

，·

一
“，’

’、

5．乌珠穆沁坡状高平原。位于东、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锡林浩特‘

__市大部及阿巴嘎旗东部，面积约4．8万平方公里，海拔1000"--'1300米， ．‘

以栗钙土和淡栗钙土为主。’ ，

。’
．’ 1

6．苏尼特层状高平原。包括东苏旗大部和西苏旗朱El和一带，面’

7积4．2万平方公里，海拔1100"-'1300米；以棕钙土为主· ：’ ·

，‘ 7．‘察哈尔低山丘陵。包括锡盟南五旗大部以及西苏旗部分地区，

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海拔1200一--1700米，以栗钙土为主。 、．

‘

8．+浑善达克沙地。横贯锡盟中部，东西跨越八旗，面积约2．5万 4．

．平方公里，海拔1≥oo采以上i沙地西段以半固楚沙丘为主：东段以茜～ ●
。定沙丘为主，草甸和沼泽有不同程度的盐渍化。 ．

- ●
_ 。9．嘎亥额勒苏沙地。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境内，面积不夹，约1455 l

平方公里，海拔1030至1100米，土壤以风沙土为主。、 i 。I_．‘ j

．．’。，地貌类型多，导致土壤类型：’小气候类型、植被类型的多样化。。 '
、』 1’

．。，

、：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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