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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汇集新疆主要人文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以现行地名为编纂载体综合反映全疆各地的行
政区划、建置沿革等诸多内容。
共收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地名767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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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两汉时为卑陆、劫国地，属车师后部，隶西域都护府和戌己校尉。
晋属铁勒，隋属西突厥。
唐属庭州，隶北庭大都护府。
宋为高昌回鹘辖境。
元属别失八里元帅府。
明代为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游牧地。
清初为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所据。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南关一带筑土城。
二十五年（1760）设乌鲁木齐同知，隶安西道。
三十年（1765），接土城北垣筑新城，命名迪化，俗称汉城，又称红庙子。
三十六年（1771）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
三十七年（1772）在迪化城西北筑八旗兵新城，乾隆赐名巩宁城（俗称老满城）。
三十八年（1773）改参赞大臣为乌鲁木齐都统，改安西道为镇迪道，改迪化同知为直隶迪化州，驻巩
宁城。
同治三年（1864）巩宁城毁于战乱。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十二年（1886）升迪化直隶州为迪化府，仍隶镇迪道。
下设迪化县。
同年迪化城扩建，省、迪化府及迪化县治所均设在迪化城。
至18世纪中叶乌鲁木齐已发展为工商业城市，光绪年间则成为全新疆一大都会。
民国二年（1913）撤迪化府，保留迪化县，隶迪化道。
1929年迪化道改为迪化行政区，辖迪化、乾德（今米泉）、奇台、昌吉、呼图壁、阜康、孚远（今吉
木萨尔）、绥来（今玛纳斯）、木垒河、鄯善、哈密、镇西（今巴里坤）12县。
1938年吐鲁番、托克逊2县划入迪化行政区。
1943年改为迪化督察专区。
1945年设迪化市。
1949年12月成立迪化市人民政府，全市设7区。
1954年迪化专区改名乌鲁木齐专区，迪化市改名乌鲁木齐市。
1956年乌鲁木齐市所辖7区合并为3城市区（一区、二区、三区）、1郊区、1工矿区、1工矿镇。
1957年一区改名天山区，二区改名多斯鲁克区，三区改名沙依巴克区。
1958年乌鲁木齐专区撤销。
1959年乌鲁木齐县划归乌鲁木齐市，同年市郊区并入乌鲁木齐县。
1960年天山区与多斯鲁克区合并为天山区。
1961年成立水磨沟区和头屯河区，增设新市区。
1970年自治区直属的吐鲁番、托克逊2县划归乌鲁木齐市。
1971年设南山矿区。
1975年吐鲁番、托克逊2县划入吐鲁番地区，乌鲁木齐市辖6区、1县。
1987年设东山区。
2002年撤南山矿区，增设达坂城区。
2007年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米泉市与东山区合并，设立乌鲁木齐市米东区。
地处天山山脉北天山西段与东段接合部，三面环山，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南部为天格尔山，东北部为博格山南坡，其间是达坂城一柴窝堡谷地。
最高点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
北部是冲积平原，为主要农业植区和蔬菜生产基地。
城区中心海拔约850米。
乌鲁木齐河由南向北纵贯市区，城区在河谷中游两侧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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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玛里克山是市区制高点，海拔1397米。
红山位于城市中心地带，悬崖峭壁之上宝塔矗立，是乌鲁木齐的象征。
天山一号冰川为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境内有高山冰川和永久性积雪164平方千米。
主要河流有乌鲁木齐河、头屯河、白杨河、水磨河等，年总径流量9.17亿立方米。
境内大、小盐湖，面积38平方千米，为著名产盐地。
柴窝堡湖面积30平方千米，可养殖鱼蟹。
年平均气温6.4℃，1月平均气温一14.1℃，7月平均气温23.6℃。
年平均降水量236毫米，无霜期147天。
 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蕴藏煤、盐、石膏、石灰石、油页岩、铜、沙金等。
煤炭储量达24亿吨，食盐、芒硝储量为全国特大型。
风力资源丰富，达坂城风力发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前列。
野生动物有天山马鹿、鹅喉羚、野猪、雪鸡等。
药用植物有贝母、党参、雪莲、阿魏等。
乌鲁木齐市是自治区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门类有石油化工、电力、煤炭、钢铁、水泥、冶金、机
械、电子、建材、化肥、轻工、纺织、食品、服装、家具、酿造、建筑业等。
建有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农业主产小麦、玉米、水稻、油料、蔬菜、甜菜、瓜果、啤酒花等。
郊区乡镇以种植蔬菜为主，兼饲养奶牛、蛋禽及水产养殖业，是自治区首府的蔬菜副食品供应基地。
畜牧业牲畜存栏79.5万头（只），是自治区主要畜产品集散地。
乌鲁木齐是自治区金融、商贸中心和最大的商品物资集散地，已建成乌鲁木齐航空一类口岸和5个二
类口岸。
中山路、友好路是主要商业繁华地段，小西门建有大型服装批发零售市场，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经营多
种土产、民族特色等旅游商品。
乌鲁木齐又是全疆交通枢纽，地窝堡国际机场为全国五大门户机场之一，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69条。
兰新铁路乌鲁木齐南站是全疆最大的客运站。
G30连云港一霍尔果斯高速公路、吐-乌-大高等级公路及312、314、216国道在此交会。
建有碾子沟、南郊、北郊等大型汽车客运站。
市内设公交线路109条，郊区及发往全疆各地的长途汽车线路168条。
城区面积333平方千米。
解放路、中山路、光明路、新华路、黄河路、长江路、团结路、友好路、阿勒泰路、北京路、河滩路
、克拉玛依街、南湖路、西虹路、苏州街、河南路、喀什路等是市区的主要街路，与外环路一起构成
城市交通大网络。
设新疆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等普通高等院校18所，中学153所，小学144所。
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友谊医院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1478个。
郊区有南山白杨沟、菊花台及水磨沟等旅游胜地，市内有人民公园、红山公园、儿童公园、红光山等
多处旅游景点。
人民广场、南湖市民广场是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革命纪念地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毛泽民烈士故居、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旧址、乌鲁木齐市革
命烈士陵园等。
古迹有乌拉泊古城遗址、陕西大寺、文庙、巩宁城遗址、"一炮成功"等。
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民街、国际大巴扎、二道桥市场等处，民族文化风情浓郁，是自治区的旅游重点
。
2011年9月1日-5日，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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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疆地名大词典》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新疆的地名全貌及主体要素，是一部规范的、综合性的
地名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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