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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编写说明

<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党史大事记>是按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的统一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的工作规划，经中共鸟
海市委决定而于2000年秋启动的一项党史任务。

编写《中国共产党鸟海市党史大事记>的目的，是通过对鸟海
地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活动
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社会等方面重大事件的记述，反映党
在鸟海对各项事业的开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为各级领导干部、
广大党员和群众以及有关专业人员了解、研究乌海市提供比较权
威的历史资料，为鸟海市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
服务，为鸟海市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进程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共产党乌海市党史大事记》在征集、整理和编纂的过程
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以党在鸟海市的活动和工作为主线，以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关企业的文件、会议记录、纪要、报刊及征
访部分老同志的谈话为依据，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
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近略远、大
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原则，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
点，进行认真的筛选、鉴别和审定，最后编撰成书。

全书按照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编写。并依据中
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的划分，结合鸟海市的具体特点设编。每编设
概述，以求立体的反映鸟海地区在某一时期或阶段的整体概貌。
同时，从每个年度的事件中遴选出几件影响大、有特点的事件置于
年度的开头，起到提示和导读的作用。

在具体编写上，对于同日发生的事，以“是日”记述；凡日期考
证不清的事记旬、出现上、中、下旬，均分别在该月10日、20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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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记述；旬不详的记月，以“是月”记述；月份不详的记季，出现
春、夏、秋、冬，均分别在该年的3月、6月、9月、12月后记述；季不
详的记年，以“是年”表述。

全书记述时限，上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党的
活动开始。下限到2000年底约半个世纪以来，党在鸟海领导全市各

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开展的工作，在各项事业中所取得巨大成 ，

就。为了保持内容上的连续性和记述方便，对于鸟达市(含鸟达 ．

镇)、海勃湾市(含桌子山矿区)成立前，用“鸟述地区”、“海勃湾地
区(或桌子山地区)”称谓；对于鸟海市成立前除上述称谓外，采用

“鸟海地区”称谓。同时，书中还有选择地记述了1949—1961年，阿
拉善旗、鄂托克旗以及196l一1975年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当时与
乌海地区相关的历史内容，并逐步过渡到乌迭市、海勃湾市，从
1976年起，所收录的内容则过渡到鸟海市。 ^

对于人物入编，凡1976年以前，对于某项工作或事业具有首创
’

意义的人物可入编收录，此外，只收录地方行政县级干部，副职变
动一般不作记裁。1976年以后，凡上级任命的市级领导干部入编
收录，但调出或卸任一般不作记载。市属三个区只记载换届时各
大班子的组成人员，除区委、区政府的正职任命外，其余副职的调
整和变动一般不作记载。凡上级厅局级领导来鸟海视察或指导工
作的予以记载。 ．

全书共分为六编：第一编，鸟海开发与建设的前奏(1949一
1957)；第二编，鸟海的开发建设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
1966．5)；第三编，“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第四编，工

’

业学大庆时期(1976．10—1978．12)；第五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新时期(1978．12。1991)；第六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

段(1992—2000)。
书中的统计数据，以鸟海市统计局公布数字为准；市统计局没

有的数据以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 编者 ‘ ，

。

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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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

第一编．’
开发与建设的

(1949—1957)

概 述

奏

鸟海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南北分别与宁夏平原和河套

平原相邻，东西分别与鄂尔多斯高原和阿拉善草原毗连，是华北地

区连接大西北的重要通衢之一。也是古老黄河流经内蒙古第一城。

鸟海地区开发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市于70年代中期，辖

有海勃湾、鸟达、海南三个县级行政区，全市总面积经1996年界定

为1754平方公里，到2000年底，全市人口总计397 173人，由蒙古

族、汉族、回族、满族等20多个民族组成。鸟海市已发展成为内蒙

古自治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鸟海是祖国的一块宝地，地下资源极为丰富，已探明储量并具

有开采价值的矿藏达30多种，矿床、矿点及矿化点∞余处，尤以煤

炭、石灰岩、石英砂岩、高岭土、耐火粘土储量最为丰厚。全市煤炭

储量31．47亿吨，煤种主要有主焦煤、肥煤、气煤、瘦煤，全部为冶金

焦、化工焦用煤，占内蒙古自治区已探明焦煤储量的58．8％，是我

国重要的炼焦用煤基地之一。原煤发热量为6 000—8 000卡／克，

具有发热量高、挥发性高、焦油产出率高、胶质层厚等特点，属国家

保护性开采的煤种。境内的石灰岩分布十分广泛，延绵百里的桌

子山其主体山石都是由石灰岩构成，而且氧化钙含量高，杂质少，

远景储量大于200亿吨，因其品位结构独特，地质学家专门称之为

“桌子山灰岩”，按其用途可分为熔荆灰岩、水泥灰岩、制碱灰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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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灰岩，是发展冶金、建材和化学工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

鸟海地区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就已有人在此开挖小煤

窑，靠黄河水运销往宁夏及河套地区，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最盛时年产量不过数万吨。鸟达地区的梁家沟、陈家沟、

辛家沟、顾家沟等所谓的“九沟一粱”大都是以窑主的姓氏延袭下

来的。民国四年(1915年)，宁夏矿商、资本家、地主等在黄河东岸

的雀尔沟、老石旦一带开挖小煤窑，每年向鄂托克旗交50千文地

租。此后，军阀马鸿逵也在老石旦一带办过私人煤矿。抗日战争

时期，傅作义的部队曾到旧洞沟一带挖煤，以资军需，因运输困难，

不久将挖煤的士兵撤走，留下一个个陈旧的洞口，旧洞沟由此得

名。 ．

’ ’

解放前夕，鸟海境内仅在老石旦和鸟达有几家已临凋蔽的私

A．d、煤窑和零星分布的几家农户和牧民外，再无人烟。 ．

由于人烟稀少，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里开展

过活动。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

助，1926年9月，冯玉祥将军率部在五原誓师后，响应北伐，挥师南

下，途经鸟海境内进入宁、陕、甘地区。 ．

公元1949年八九月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祖国大西北的

大进军，鄂托克旗和阿拉善旗和平解放，隶属于两旗的海勃湾地区

和鸟达地区也随之解放。这一年，鸟海地区仅有人口410人。
· 千百年来，乌海地区基本上处于未曾开发的自然状态，也没有

可考的行政建制。日月流转，星换斗移，当历史推进到公元1949年

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使鸟

海这块沉寂而又神奇的土地开始焕发出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西岸的鸟达地区隶属于阿拉善

旗。以后又几度变迁。随阿拉善旗先后划归宁夏省、甘肃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直到1958年，鸟达镇成为县级行政机构后，才与阿拉善

旗脱离隶属关系，直属巴彦淖尔盟。黄河东岸的桌子山(亦称海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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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或拉僧庙)地区隶属于鄂托克旗。1954年冬，伊克昭盟在此成立

了桌子山矿区办事处，着手桌子山矿区大规模开发与建设的准备

工作。 ’

解放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鸟海一带进行清剿叛匪和反革

命武装暴乱。之后，人民政府派出党的干部先后对乌达和老石旦

一带私人小煤窑进行接管，并组织矿工恢复生产，开始公私合营，

并较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1年鸟达煤矿被接管时只有工

人13人，1953年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接管老石旦一带小煤窑22个，

工人230人，年产原煤5 000吨。此后在乌海地区建立了鸟达煤

矿、桌子山煤矿(即老石旦煤矿)、拉僧庙化工厂等地方国营企业。

1953年，随着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新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中央领导指示地质部门在内蒙古西部

寻找矿产资源。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国家十凡支地质勘探

队伍先后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他们走荒原、穿戈壁、钻山沟、过沙

漠、风餐露宿，找矿探宝。经过连续十几年的艰苦勘探，初步探明

了煤炭及其他矿产的分布争储量情况。1957年7月1日，《内蒙古

日报》曾以“贺兰山下喜讯传”为题，报道了鸟海地区的煤炭发展前

景。 ．

从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57年底，正是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这一时期，鸟海地

区尚处于大规模开发建设前的准备阶段，杨青山、刘学元、康岳、云

麟等党的优秀干部以及刘雏成、支双喜等觉悟和成长起来的工人

阶级代表就是开发和建设乌海最早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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蚴每．
o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乌达地区、海勃湾地区获得解放

。乌海地区总人口为410人

7月7日 伊东、伊西两个工委合并为伊克昭盟盟委，盟委书

记高增培、副书记周仁山。盟委所在地设于扎萨克旗新街镇。

8月5日鄂托克旗升济米图在新召宣布起义，收缴了宁夏马

鸿逵部设在新召地区的报话机，扣捕了话务员。

8月为日 “解放鄂托克旗前线指挥部”负责人贾文化，在克

泊尔保哈日布塔拉(今察汗淖尔苏木赛罕塔拉嘎查境内)接受鄂托

克旗保安队3个连的起义投诚。鄂托克旗宣布和平解放。今海勃

湾地区随之解放。
‘

9月23日 阿拉善旗扎萨克(王)兼区防司令部司令达理扎雅

向毛泽东主席发致敬电，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共产党

领导。24日，解放军19兵团一部在徐成功团长率领下进入阿拉善

旗境内定远营(即今巴彦浩特)，旗政府组织群众夹道欢迎，阿拉善

旗和平解放。今乌达地区也随之解放。’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勃湾地区隶属于鄂托克

旗阿尔巴斯苏木；乌达地区隶属于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管理。

是年乌海地区总人口为410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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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舒’
O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贺兰山区及黄河东岸的桌子山一带清

剿叛匪和反革命武装暴乱

。国家勘测途经乌海地区的包兰铁路线

2月2日伊克昭盟人民自治政务委员会及所属各旗县，由中

共中央西北局划归绥远省人民政府领导。

2月22日 伊克昭盟人民自治政务委员会改为伊克昭盟人民

自治政府。4月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改称绥远省伊克

昭盟自治区人民政府。lO月20日，盟委、盟政府机关由新街镇迁

往东胜县。

2月25日 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辖今海勃湾地

区。

3月5日原马鸿逵部贺兰山警备司令郭永胜(惯匪郭栓子)

投诚后又率惠农保安队43人叛逃为匪，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袭击

人民解放军和贺兰山沿山区苏木乡政府，枪杀群众，掠夺财物，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7月3日，还袭击了阿拉善旗政府所在地定远

营。乌达地区也受到骚扰。同年lO月6日，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

在贺兰山大喜峰生擒匪首郭栓子、张绪绪(张怀中)等20名土匪，毙

匪2名。郭匪被擒后，于11月19日在银川市被处决。

3月31日 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成立。工委书记

曹动之。副书记云祥生。

5月初伊克昭盟的建政工作结束。全盟建立8．个旗(县)，1

个中心区，2个直属区人民政府，76个区公所，335个行政村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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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今海勃湾区、海南区当时属鄂托克旗第三区公所管辖。

7月31日，凌晨，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参加宁夏省 r

委会议后乘马返回阿拉善旗途中，在贺兰山范家营子防卡附近，遭 ·

叛变投匪的阿拉善旗保安队边卡卡长孟巴图等人伏击，壮烈牺牲。

11月14日，曹动之遗体运往原籍安葬，途经银川时，宁夏省、市各 。

级机关、学校、团体5 000余人在银川市西马营(今中山公园)人民

体育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为人民事业而牺牲的曹动之及警卫员 ．

杨万山、张永祥。追悼大会由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主持，中共． ．

中央西北局发来唁电，中共宁夏省委、省人民政府致了挽词。

是年伊克昭盟地区反革命分子奇门肯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暴

乱，被人民解放军518团剿灭。奇门肯在老石旦西面沙滩被击毙。

▲拉僧庙居民王忠效集资创办了河畔小学。他自任教师，
’

有学生7名，这是海勃湾地区的第一所民办小学。 ．

，▲国家铁道部勘测通过乌海地区的包兰铁路线。

蝴n每

。人民政府开始接收乌达私营煤矿 ·

o杨青山——来到乌达地区开展工作的第—个共产党员

2月4日 原鄂托克旗保安副司令刘保财纠合桃力民自卫团

头目王文魁等公开叛乱，流窜在苏米图、百眼井、桌子山一带。4

月，刘保财在阿拉善旗扎登巴庙被内蒙古骑兵第5师追剿部队警

卫连击毙。 · ；

春张洪高、张三旦、徐生福3户来到乌达鸟兰木头附近开荒

种地。1953年组织起第一个互助组。
’

4月24日 宁夏省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委派木料煤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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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所长杨宝山(也称杨大红藏五，和平解放前任阿拉善宗别立巴

嘎总管。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因贪污和其他种种罪行被逮捕。

判刑3年)前来接管乌达私人煤矿。 。，
：

5月1日 宁夏省阿拉善和硬特旗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乌达地

区私人开办的河拐子煤矿，建立地方国营乌达煤矿，田延年(旧职

人员)为主任。 ．

‘

‘

10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内人)字66号令，将原“阿拉善和

硕特旗人民政府”更名为“宁夏省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o乌达

为其管辖地。

12月 中共鄂托克旗委派共产党员刘学元带领2名工人来到

拉僧庙一带考察建立碱厂的前期工作。
一 冬宁夏省阿拉善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杨青山派往乌达担任查

山队长，负责石嘴山至乌达之间巡查工作。杨青山是乌达地区第

一个共产党员。翌年3月，被任命为乌达煤矿矿长。
●

，‘

●
‘

擞每
。共产党员刘学元带领21名制碱工人来到拉僧庙设址办厂

。老红军康岳来到老石旦对私人煤窑进行接管

春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第三区公所从阿萨拉图迁到拉僧庙渡

口。区长布仁特古斯(因犯反革命罪，1959年被镇压)，副区长唐万

祥。桌子山矿区办事处成立后，于1956年6月1日，第三区公所因

改建苏木迁往阿拉巴素。 ．- 一 ：

6月 伊克昭盟制碱公司21。名职工在刘学元带领下迁址拉僧

庙，兴办工厂，开始土法试制烧碱。 ·

8月 中共伊克昭盟盟委任命云麟为伊盟制碱公司经理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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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天然碱运销处长，刘学元为公司副经理，申焕文为运销处副处

长o’ r 一 ；
～

：

9月 鄂托克旗人民政府派老红军康岳和7名干部来到雀尔

沟私人经营的煤矿进行接管和改造工作。并在多数窑主自愿合作

的基础上，成立了由老石旦、雀儿沟、二柜沟等22个窑口组建的鄂

托克旗公私合营煤矿(亦称石嘴山煤炭工业公司)。时有工人200

多名，年产煤炭I．8万吨。翌年5月，地方国营鄂托克旗煤矿成立，

康岳任经理。1956年11月，更名为桌子山煤矿，1960年4月改称

老石旦煤矿。 ．

是年拉僧庙贸易小组设在喇嘛庙的空房子里开始营业，这

是乌海地区最早的国营商业网点。

▲鄂托克旗煤矿建立了保健站，这是乌海地区的第一个医疗

机构。
‘

．一 ．

．

．，

姻每，
o中国共产党在乌海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o。国家地质部门组织力量勘探乌海地区的矿产资源

3月鄂托克旗(老石旦)煤矿经理康岳，与拉僧庙伊盟制碱公

司副经理刘学元、天然碱运销处骆驼队队长云开雷组成直属中共

鄂托克旗委的“联合党支部”，刘学元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乌海地

区最早的党支部。
’

是月 乌达煤矿工会成立。王月亭任工会主席，全矿有工人27

名。
。

l

5月 伊克昭盟保险公司在拉僧庙渡口设营业所，梁兴炎为主

任。这是乌海地区最早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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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乌达煤矿建筑了5间土房，工人从山洞迁出，搬入新居，

结束了以往的穴居生活。 ．

10月 乌达煤矿从古拉本煤矿聘请老工人李堂，传授“炮采”

技术，结束了“棚采落煤”的开采方式。

11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支行在拉僧庙

建立营业所。刘振国为主任，吴万泉为副主任。1955年改为办事

处。

是年国家地质部派出以关士聪为首的普查队来到桌子山地

区进行煤田普查。接着，华北地质局组成“桌子山普查队”(即205

队)。到乌海地区进行地质普查。填制了桌子山区域十万分之一地

质图，实测了桌子山五分之一煤田地质图，并编写了(1953年桌子

山队普查报告>、《桌子山西部及南部普查报告>和《桌子山区石灰

岩普查简报>、《乌达煤矿可行性报告>。 ·

▲甘肃省老工人况元友帮助鸟达煤矿建成了第一个通风

井，使井下通风条件大为改观。

必每
。乌海地区最早的行薅贿讷——桌子山矿区办事处成立
。伊克昭盟制碱公司进行生产扩建
●

●
，

1月11日 绥远省一届三次人代会决定伊克昭人民政府改为

伊克昭盟人民政府。6月1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按新建

置设立。1958年4月5日，改为伊克昭行政公署，成为内蒙古人民

委员会的派出机关。． 、

7月 中共伊盟制碱公司支部在拉僧庙建立，刘学元任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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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同时中共地方国营鄂托克旗(桌子山)煤矿支部在老石旦建

立，康岳任党支部书记。之后，这两个党支部都发展成为党总支，

后又建立了企业党委。

是月 乌达煤矿井下使用马车拉煤，结束了。三条腿”背煤历

史。
’

9月 国家地质部物探局桌子山物探队配合205地质队在桌

子山卡布其煤田开展电法——直流电自然电流法测井工作，这是

中国首次用该法配合煤田勘探。

10月8日 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并转甘肃省委，原“宁夏省阿

拉善自治区”更名为“甘肃省蒙古自治区”。乌达地区也随之隶属

甘肃省。此前，于同年9月23日，甘肃省政府、宁夏省政府联合发

出公告，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

12月23日 桌子山矿区办事处在拉僧庙成立，隶属伊克昭

盟。
‘

’

是年鄂托克旗邮电局在拉僧庙设桌子山邮电所(1958年升

为邮电支局)，负责人杨源。这是乌海地区的第—个邮电机构。

▲拉僧庙制碱厂利用一间豆腐作坊创办了职工子弟小学，

有教师1人，学生20余名。这是乌海地区第一所企业办的学校。

▲华北地质局205勘探队，对桌子山煤田及卡布其井田进行

普查勘探，并于1956年提交详细勘探报告，编写了《内蒙古伊克昭

盟鄂托克旗桌子山煤田卡布其井田地质报告：}。此后，对桌子山煤

田各矿区陆续进行详查、精查勘探。 ．·

’

▲地方国营鄂托克旗(老石旦)煤矿成立保卫股，同时，桌子

山矿区天然碱公司也成立了保卫组织。 ·
．

▲乌达煤矿生产原煤12 991吨。地方国营鄂托克旗(老石

旦)煤矿生产原煤45 475吨，焦炭14 578吨。 ‘

▲伊盟制碱公司按照“一五”计划的任务进行生产扩建，年

产烧碱3000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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