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鄂伦春自治旗概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鄂伦春自治旗概况>>

13位ISBN编号：9787105086238

10位ISBN编号：7105086238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时间：民族出版社

作者：《鄂伦春自治旗概况》修订编写组　编定

页数：2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鄂伦春自治旗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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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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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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环境第四节 人口与民族一、人口鄂伦春族是全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被列为全国22个人口
不足10万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经过鄂伦春自治旗统计局对全旗人口普查，截至2004年末，人口总数为282228人，其中：男性为143563
人，女性为138665人，分别占自治旗总人口的50.9％和49.1％。
二、民族鄂伦春自治旗境内共有21个民族，截至2004年末，鄂伦春族人口2393人，占自治旗人口总数
的0.85％；其他少数民族人口29715人，占自治旗人口总数的10.53％；汉族人口为250120人，占自治旗
人口总数的88.62％。
（一）语言文字鄂伦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
鄂伦春语虽然与同语族的其他民族语言有着渊源关系，但是其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
点。
如：单元音丰富，分长短音，复元音少而且只出现在汉语和其他语的介词中，元音有和谐现象，辅音
系统结构比较复明，语音排列整齐，辅音中有丰富的同化现象；鄂伦春语的声调也独具一格，在语言
中起着辅助作用；另外，在鄂伦春语中有关狩猎、捕鱼、采集生产及自然界方面的词汇较多，而有关
现代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词汇较少，这与鄂伦春民族长期从事狩猎活动、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有
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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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鄂伦春自治旗概况》（以下简称《概况》），是1981年编写出版的，距今已有25年了，随着全旗社
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变化，原版本《概况》已不能反映现在自治旗概貌。
2005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达修订《概况》任务。
鄂伦春自治旗于2005年12月成立编纂委员会，并配置了编写人员，于2006年5月开始，对《概况》进行
修订。
2007年11月《概况》修订稿交送国家民委评审通过。
重新修订的《概况》，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鄂伧春自治旗，特别是鄂伦春民族的风貌，新版《
概况》的出版，对宣传鄂伦春、振兴鄂伦春，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之一，能够比较全面地介绍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今昔概貌.对
于加深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共同建设和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本书提供资料的有：高慧珠、宋福才、关红英、金宝华、安明朗、杜灵丽、窦淑花、张加辉、魏占
友、王艳梅、刘光涛、章国文、孟丹、李荣荣、吴永溪、乔海峰、任寿长、张晓峰、柴昆、毕淑梅、
李金良、郝龙海、姜广东、韩洪海、孟金玲。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指导和支持，旗委、旗政府有关部门
也给予了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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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鄂伦春自治旗概况》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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