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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7日，内
蒙古人民解放军司令
部、政治部宣布，内蒙古
军政大学已全部迁至乌
兰浩特市， 并将原内蒙
古人民解放军教导大队
并入内蒙古军政大学。

1945年抗战胜利
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简
称“东蒙”）社会秩序混
乱，大批蒙古族青年、进
步学生和青年军人，要
求自治的呼声尤为强
烈。 面对东蒙的复杂形
势，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
势， 创办了东蒙军政干
部学校， 校址设在兴安

盟王爷庙 （今乌兰浩
特）， 并于1946年4月28
日正式开学，分3期招收
学员1000余名， 以培训
各盟市、 旗县的党政干
部和内蒙古骑兵部队的
基层干部为主， 同时也
招收部分农牧民积极分
子。

1947年8月7日，中
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决
定成立内蒙古军事政治
大学， 乌兰夫兼任校长
和政委， 分别在乌兰浩
特设立第一院， 培训在
职干部； 在齐齐哈尔设
立第二院，培训新干部。

其中， 内蒙古军政大学
第一院由东蒙军政干部
学校改建而来。

1948年5月，内蒙古
军政大学第一院改建为
内蒙古党校，原学校100
多名师生并入第二院。
1949年4月17日，原内蒙
古人民解放军教导大队
并入内蒙古军政大学。

军政大学到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夕， 共培训了1400多名
蒙古族干部后停办。培
养干部的任务由内蒙古
党校和行政干部学校承
担。

1997年4月
1997年4月18日，国

家计划委员会、农业部、
水利部批准松山区、宁
城县、 杭锦后旗、 阿荣
旗、达拉特旗、商都县、
土默特左旗、 磴口县为

“九五”第一批国家商品
粮基地；扎兰屯市、林西
县、 科尔沁右翼前旗为
国家糖料基地； 乌拉特
前旗为国家油料基地；
突泉县、 敖汉旗为国家
巩固完善商品粮基地。
项目建设总投资6375万
元， 其中国家投资3120
万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

内蒙古不仅是我国的
“畜牧业王国”， 也是
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
和五大商品粮净调出
省区之一，素有“塞外
米粮仓”之称，每年为
国家提供商品粮超过
200亿斤， 农民人均储
粮和人均占有粮食分
别排在全国第二和第
三位。

目前， 内蒙古粮食
生产以玉米、 小麦、水
稻、大豆、马铃薯五大
作物和谷子、 高粱、莜
麦、糜黍、绿豆等杂粮
杂豆为主，已初步形成
体现不同地域特点和

优势的生产基地。如河
套、土默川平原、大兴
安岭岭北地区的优质
小麦生产基地；西辽河
平原及中西部广大地
区的优质玉米生产基
地；大兴安岭东南的优
质大豆、 水稻生产基
地；中西部丘陵旱作区
的优质马铃薯、杂粮杂
豆生产基地。 其中，玉
米播种面积、产量均居
全国第3位；大豆面积、
产量居全国第3位；马
铃薯播种面积居全国
首位， 产量居全国第5
位； 向日葵种植面积、
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1949年4月19日，内
蒙古自治政府发出《关
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指
出， 内蒙古地区疾病复
杂，死亡人数多，所以各
级机关对地方卫生工作
都必须极端重视， 应当
把卫生防疫工作提到重
要位置上来。

60多年来， 内蒙古
的卫生与健康事业得到
长足发展， 人民的健康
水平显著提高， 卫生防
疫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如今， 内蒙古的法
定传染病报告率达到

99.67%， 已连续11年没
有发生人间鼠疫， 扩大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
续保持在95%以上，连
续22年没有白喉报告病
例，连续5年没有乙脑报
告病例……

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
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逐年提高。 随着医
疗保障水平的不断提
高， 群众就医需求得到

充分释放，“小病拖、大
病扛” 无钱看病的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另外，经过几年“健
康内蒙古”的建设，蒙中
医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全区以3所自治区级蒙医
中医医院为龙头、16所盟
市级蒙医中医医院为骨
干、103所旗县级蒙医中
医医院为基础、苏木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蒙医中医科为网底
的四级蒙中医服务体系
已经形成，蒙中医药的特
色与优势日益凸显。

1954年4月20日， 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命令，经
向各界人民广泛征求意见后，
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批准，自4月25日起，将归绥市
更名为呼和浩特市。“呼和浩
特”蒙古语意为“青色之城”，
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科教和金融中
心，是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被誉为“中国乳
都”。

呼和浩特建城历史可追

溯至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1572年（明朝隆庆六年），蒙古
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与明朝“通
贡互市”建立友好关系，并在
这里修建城池， 命名为“归
化”，蒙古族人民称为“库库和
屯”（即“呼和浩特”），成为现
代呼和浩特市的雏形。1954年
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呼和浩特北拥草原、南临
黄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
灿烂的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市内有距今70万年

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遗址“大
窑文化”，有始筑于公元前4世
纪战国时代的中国最古老的

“赵长城”， 有公元1世纪作为
“胡汉和亲” 历史见证的昭君
墓，有世界上唯一用蒙古文字
刻写的天文图金刚舍利宝塔，
有被誉为“佛教建筑典范”的
席力图召；呼和浩特也是丝茶
驼路中转之地，是召庙文化盛
行之地，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
化、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
汇、融合的前沿。

2003年4月21日， 国家省
际大通道公路建设项目建设
协调会议在兴安盟扎赉特旗
召开。内蒙古省际大通道是国
务院批准建设的西部大开发8
条省际通道中重要路段之一，
是中国距离最长的一条省际
大通道， 是自治区通往东北、
华北、 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
也是自治区“三横九纵十二出
口” 公路主骨架重要的“一
横”。

内蒙古省际大通道于
2002年开工建设，2005年9月
全线贯通， 全长2558公里。全
线按一级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贯穿内蒙古9个盟市40多个旗
县，辐射地域面积83万平方公
里，受益人口近2000万人。

内蒙古省际大通道全线
贯通后， 显著改善了内蒙古
的投资、旅游和人文环境，加
快了内蒙古各种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对外开放的步伐，对

内蒙古经济、 文化及社会各
方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它的建成为全区
各地资源共享、区域联动、共
同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同
时也巩固了我区在西部大开
发中的战略地位， 加快了自
治区融入“东北振兴”和“中
部崛起”战略的步伐，对自治
区实现公路运输“对接周边、
通疆达海” 的目标提供了强
有力的交通保障。

1960年4月22日， 内蒙古
杂技团成立。

内蒙古杂技团是在乌兰夫
同志的亲切关怀下， 于1958年
从中国杂技团抽调部分教员和
学员、演员，由张伟和吴振华同
志为领队来到内蒙古起步的。
这支文艺队伍在当时曾受到周
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亲切接
见， 周总理还亲自过问他们的
生活， 并建议为队员们的早饭
加些牛奶与鸡蛋等营养品。

内蒙古杂技团从诞生之日
起， 一直坚持走民族化的发展
道路， 在继承中国传统杂技艺
术的基础上，勇于发展创新，不
断推出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区特
色的优秀节目。《柔术滚灯》《四
人踢碗》《射箭》《蹬弓造型》《三
人蹬技》《双层晃板》 等具有浓
郁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杂技
节目， 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大型
文艺汇演、杂技大赛，以高超的
技艺、 精湛的表演及独具特色

的民族音乐和服饰艺术， 赢得
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先
后多次在国内外重要赛事上获
得各项大奖。

内蒙古杂技团是自治区
唯一的专业杂技艺术表演团
体，先后赴澳大利亚、美国、加
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多个
国家演出，积极参与弘扬民族
杂技艺术，为促进对外文化交
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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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23日， 内蒙古
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王爷
庙（今乌兰浩特市）开幕。

乌兰夫致大会开幕词。他
指出， 这次会议是在自治运动
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召开的一次
盛会； 即将由这次会议产生的
内蒙古自治政府， 将团结内蒙
古的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投入解
放战争， 并为建设和平、民主、
自由、幸福的内蒙古而奋斗。

会议讨论通过了乌兰夫
代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所作政治报告和《内蒙古自治
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
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内蒙古
人民代表会议宣言》。

《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
言》指出，此次大会决定成立内
蒙古自治政府； 自治政府是实
行高度自治的区域性地方民主
联合政府， 将团结内蒙古各民

族和中国境内各民族， 争取内
蒙古的彻底解放及中国各民族
的共同解放； 自治政府将保障
人民群众的人身、思想、宗教信
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
住、迁移等自由权益。

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
第一届临时参议会。

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
召开，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
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