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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调研项目“村庄系列”调查之一。
该调研系列的主题是通过调查典型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反映56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本书针对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村的历史变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景式调
查研究，以展示该村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本书由青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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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恩和村的起源　　历史上，恩和村所在地是一个四面环山草木丰美的天然草场，曾是蒙古
人的牧场。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陆续迁居到中国额尔古纳地区以来，恩和村又被俄罗斯人称为“戈拉弯
”，是俄罗斯农牧民的夏季牧场和种麦子的“夏营盘”，冬季无人居住。
　　东北沦陷后，额尔古纳的金矿工人和伪警察多次暴动枪杀日本人，然后越过界河投奔苏联。
日本侵略者为了抵御苏联的“渗透”，控制中华民族“反满抗日”活动，割断沿江居民与苏联的商业
等往来，日寇开始实施“清边”政策。
　　首先，日本人修筑了一条远离边境的公路。
1937年从内地抓来大批劳工，改修公路，将原来的沿江公路改从三河—上护林—恩和村—自兴—协荣
—吉宝沟—吉拉林。
在这条路的修建过程中，死了3000多名中国劳工。
当年秋天，日本侵略者将沿江吉拉林以上宜农宜牧区的边境居民一户不留地强迁到新公路内侧指定地
点。
当时这一带有12个自然屯95户人家，446口人被强迁到恩和村。
与此同时，也将九卡30户138口人，全部强迁到恩和村；地列木、水磨的28户116人，全迁到自兴屯。
吉拉林沿江以下，有24个居民点，近万口人也都被强迁到公路内侧，形成一些新的村屯。
日本的强行移民，给边民带来严重灾难，许多人无力盖房，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生活极其悲惨。
　　恩和村的形成时间不久，但这个地名却很古老。
“恩和”是蒙古语，为“和平”、“安宁”之意。
这里曾是蒙古人游牧的地方，而且是个令蒙古人眷恋的牧场。
特别重要的是，恩和村这个地方距离哈撒尔都城--黑山头古城不远，是皇家的后院，是专供皇族放牧
打猎的地方，是水草丰美、富饶美丽的风水宝地。
“和平”、“安宁”，寄托了蒙古人对这个地方的美好愿望，也意味着在皇族的庇护下，这里是一个
“和平”、“安宁”的好地方。
　　20世纪前后，俄国人进入后，又给恩和村起了一个俄语名字“戈拉湾”，俄语为“曲折”之意，
是指哈乌尔河在这儿绕了一个曲折的弯儿，形成了一片宽阔的大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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