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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2007年，首部《包头市青山区志》问世，这

是青山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重点记载了青山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源流、人文变

迁、行政建制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盛世修志，志载盛事。继第一部青山区志之后，经过两年半的资料征集，推敲考

证，潜心编纂，《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这部续志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既为青山区的文化建设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将成为青

山区地方志编纂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全面、系统地再现了青山区20年来令人瞩目

的历史变化和辉煌成就。这二十年是青山区几大班子、历任领导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

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快速发展的二十年，励精

图治、顽强拼搏，是青山区各行各业取得丰硕成果的二十年。青山人在这二十年里，通

过全力推进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和重大项目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金融、

商贸等现代服务业，优势产业得到长足发展，综合实力得到大幅提升；通过优化城区发

展布局，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和城乡面貌焕然一新；通过加强民生改善和

社会建设，实现了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青山区先后荣获

“国家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科

技进步先进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等荣誉；2009年，列入中国全面小康成

长型百佳县中西部50强，排在第三位，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最具发展活力的区旗县之一。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须要许多人爬梳剔抉，付出艰辛的劳动。

古人云：“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戚，志天下之命脉。”《包头市青山区志

（1991—2010年）》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军事，从人

物传记到风土人情，客观、详实地记载了1991年至2010年间青山区自然、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在城建环保、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园区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就与经验；它是青山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和市

场经济大发展的科学记录，是青山人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的再现，是反映青山区历史和

人情、地情的百科全书。这部志书必将为各级领导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青山区经济

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这部志书也一定能够为外企客商及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青山

区、了解青山区、研究青山区提供最权威、最全面、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2·

在编修《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的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包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领导和相关专家的热情指导与大

力帮助，得到了区属、驻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鼎力支持。我们谨代表中共青山区委

员会、青山区人民政府向给予指导、关心、支持、帮助的上级领导、专家学者和所有编

纂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青山区委书记：		

	 	 	 	 	 	 青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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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包头市青山区志（1991—2010年）》为断代志，是首部《包头市青山区志》

（2007年版）的续志，是全面记载1991—2010年期间青山区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

二、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反映青山区20年中各方面的发展变化。注重突出时代特

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以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为青山区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三、志书上限为1991年1月，下限至2010年12月，记述范围以1991年至2010年青山区

行政区划为准。为确保事物记述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个别篇章内容适当上溯或下延。

四、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

列入篇章序列。专志各篇原则上按照篇、章、节、目4个层次编写。

五、志书记述纪年时，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志书涉及的政区、组织机构、会议、文件、地名、官职等，一般使用全称，多

次使用同一名称时，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七、1991—2005年大事记已载入《包头市青山区志》，续志不再赘述，仅记载

2006—2010年的大事、要事、特事、新事。

八、志书人物设人物传、先进人物介绍、人物名录。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只

为对社会有影响、有贡献的过世人物立传；有重大贡献或社会影响的在世人物，以人物

介绍或名录的方式记述。

九、志书以第三人称记述，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记述体。志书中的用字、数字、

计量单位、标点的使用均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十、志书资料主要由青山区区属、驻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提供基础资料，口碑资

料经核实无误后编入志书。使用数据基本来自统计部门的法定数据，统计部门没有的，

采用各部门所提供的权威数据。所用资料，不随文注明出处。

十一、续志中所记述内容与首部志书不一致时，以续志记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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