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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
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
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
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
社会历史调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

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的《民族问
题五种丛书》之一，是在各有关地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各自治地方分别编写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缔造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建立，实现了各少数民族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上的民主权利，体现
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
三十多年来，各民族自治地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了介绍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情况，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
，特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
主要内容包括：各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自然资源、民族分布、历史发展、政权建设、社会变革、经
济文化以及名胜古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本《丛书》的出版，对于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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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第三节 人口与民族一、人口分布考古证明，巴里坤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和
居住。
春秋战国时期，揭呼人、塞种人就在巴里坤湖周遭的广大草原上游牧。
在当时的较长时期内，呼揭人和塞种人是巴里坤稳定的居民。
从被考古鉴定为有3000年历史的南湾墓葬出土的大型石磨推断，巴里坤早期的居民中还有农耕民族存
在。
汉代初期，巴里坤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类国，人口大约有10000人，后来因战争，人口大量迁徙流
失，人口最少时只有400户。
唐代在巴里坤大量驻军，据史料记载，唐景龙年间，在巴里坤甘露川所筑的兵城里驻扎的部队就
有3000人之多。
清代，从康熙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军屯、民屯、犯屯、商屯等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屯田
方式在这里产生。
长期的屯田活动，移民大量增加，人口繁衍很快。
至道光末年，镇西常住人口已达30000余口。
到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战争、灾荒，人口锐减，宣统三年（1911年），全县人口已不足1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没有发生过妨碍人口发展的社会动乱，人口增长比较快。
1959年到1961年间，政府号召内地青壮年支援边疆建设，巴里坤先后接受了四批江苏、湖北等地移民
，有9000多名。
期间，由于三年饥荒，巴里坤又接纳了大批由河西走廊一带和四川、青海自流而来的移民。
1957年全县的总人口是23204人，到1961年骤增至52574人，增加了近3万人。
到1978年，巴里坤人口增长到了9万多人，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人口增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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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照国家民委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统一规划，《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编
委会于1980年5月成立，在县党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把书编写成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治县成立以来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简要总结，是各族人民团结友爱
携手共进的历史见证，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曲胜利凯歌。
在县编委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编写组，由郑成加同志负责并任主笔。
预期完成了撰写、补充、修改、定稿的任务。
姜秀珍、张建国同志协助搜集了有关数据，马宗同志提供照片。
县长兼编委会主任克木里江同志多次主持了审稿、定稿会议。
热杰甫、艾尼尔汗、哈台、考开、勿汗、萨得胡勒、阿合得勒、马纳什等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了书稿
的第三章。
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哈密地区史料简编》，并得到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国家民委、
自治区民委、乌鲁木齐和哈密有关单位的协助，有的提供了资料，有的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也得到了自治县各单位的热情帮助。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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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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