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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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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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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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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第三节 法制建设  第四节 民族关系    一、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    二、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第五节 人民生活    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二、居民消费水平不
断增长第四章 农业  第一节 农业    一、农作物种植    二、农田基本建设    三、农业机械化    四、农业科
技推广    五、农业产业化  第二节 林业    一、山区天然林    二、平原天然林    三、人工造林  第三节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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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传统工业第六章 交通通信  第一节 公路    一、国道    二、省道    三、县道  第二节 铁路  第三节 交通
运输  第四节 航空  第五节 邮政    一、沿革    二、邮路与投递    三、邮政汇兑与储蓄  第六节 电信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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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 环境保护第十四章 生产建设兵团大事年表后记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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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0年允许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每户每人划给2～3分自留地作为饲料地，在不影响社队统一
规划和水土利用保持的前提下，社员可在荒地、河滩地植树造林（最多不超过10亩），实行谁造谁管
谁有的政策；取消农村社员自留畜限制，鼓励发展家庭副业。
1980年全县自留地由1979年的9511亩，增加到12440亩，家禽、家畜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以粮油加工为
主体的副业开始出现。
1983年底，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减少了半脱产的管理人员，生产大队干部由原来的8人减少
为3～4人，生产队干部由原来的5人减少为1～2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民也有了生产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的技术措施得到较好的落实，农
民的经济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
生产责任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上分离出来，从事其他产业；解决了平均主义的分
配方式，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因而，联产承包深受农民的欢迎。
1984年，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由原定的3～5年延长为15年，让农民吃了
定心丸，农村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
1991年，全县粮食总产4868.3万千克，是1949年84.5万千克的57.6倍；甜菜总产16.92万吨，是1977年6215
吨的27.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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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遵照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指示精神，从1980年起
，在中共焉耆回族自治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编委会，设置了编写组。
工作中得到各部门和有关同志的配合帮助；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办公室的多方指
导、关怀、鼓励，经过三年准备、调查和编写，《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终于同大家见面了。
本书编写中参加调查和资料整理的有周鸣歧、胡正华、申太坤等同志，由齐尚明同志执笔。
初稿打印后，采取多种形式，多次征求各方面意见。
由江涛、崔淑芳等同志讨论修改，后经县委委托马耀邦、马英俊、徐立志、刘柏林、刘学状、郭婷、
张钟诚等同志审修。
最后由自治区民委五种丛书编委会委托于振武、郑成加、穆学良三位同志审阅定稿。
本书编写过程中曾得到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档
案馆等单位的热情支持。
书中图片由衡杰、杜剑、梁若梅等同志拍摄。
对于一切给予我们支持的单位和给予我们鼓励指导、帮助的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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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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