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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格尔木的发展历史，不得不

提到一个地区——阿尔顿曲克哈萨克

族自治区。对于格尔木的年轻人来

说，这个地区可能是陌生的，让我们沿

着时间的脉络了解一下阿尔顿曲克以

及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哈萨克族群众。

解放前，居住在新疆的部分哈萨

克族群众因不堪忍受反动军阀的统治，

流落避居到甘青新边界的深山里。

1952年，饱受残酷镇压与流离之苦的哈

萨克族群众终于解放，被青海省人民政

府安置在格尔木阿尔顿曲克地区。

据史料记载：“1953 年居住在格

尔木地区的哈族群众共计 205 户 834
人，居住区域以郭里毛为中心，东西约

七马站南北约六马站，一片茫茫无际

的天然草原，内有大水一条即郭里毛

河贯穿其中。”1953 年 3 月，都兰县委

派工作组来到哈区宣传民族平等政策

及既往不咎的各项牧区政策；同年 9
月，西北行政委员会民族访问团来格

尔木访问哈萨克族，协助成立中共阿

尔顿曲克哈萨克自治区工委和阿尔顿

曲克哈萨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在《1953 年阿尔顿曲克工委全年

工作报告》中这样描述哈族群众的生

活：“截至到 1953 年度，这里的哈族现

在都是有奶茶喝，穿的都是新衣服，吃

的面及野牲家畜肉，住的都是蒙古包，

完全是游牧生活，蒙古包较大的五个，

中等的占多数，喇叭式的 41顶，都有马

靴穿。如白力玛说，解放前没穿过新衣

服，衣不遮体，现在毛主席给了我新衣

服，从前咱们在山里时，铺的冰，盖的

雪，饥寒交迫，想不到会有毛主席，‘加

茶生（万岁）’，等等。群众情绪一天天

安定，逐渐亲信政府，对政府格外信赖

喜悦，这些都是救济所收获的效果”。

1954 年 7 月 15 日至 25 日，阿尔顿

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

会召开。大会针对哈族特殊情况、党

代表的产生及哈族头人的安排进行了

充分的研究。这次会议的召开有三方

面的收获。一是一些（哈族）顾虑较大

的头人对长期合作及其他政策有了进

一步认识；二是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

结；三是当家做主的思想有了进一步

提高。与会代表对今后阿尔顿曲克自

治区的发展表示很乐观。

根据格尔木市档案馆现存的阿尔

顿曲克哈萨克族自治区政府的档案史

料显示，截止 1965 年末，哈区共有三

个牧业公社（先锋公社、红旗公社、跃

进公社）12个生产队，农作物播种面积

927 亩，全区各类牲畜总头数达到

70790 头（只）；到 1976 年，原三个牧业

公社已改为生产大队，分别为拖拉海

大队、阿拉尔大队和鱼水河大队，全区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至 2115 亩，各类

牲畜 95717头（只）。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由于哈萨

克族群众人口少，文化教育发展缓慢，

婚配问题受到了影响，近亲联姻影响后

代健康，思念故乡等等，为此，他们要求

重返新疆。根据胡耀邦总书记 1983年
7月视察青海时对哈萨克族群众工作的

指示：“去者欢送、留者欢迎”的精神，

1984年青海省人民政府根据哈萨克族

群众的要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政府互相协商，一致同意将哈萨克族群

众 200多户迁往新疆安置。

1984 年 5 月 26 日，格尔木市在管

线团礼堂召开欢送哈萨克族群众搬迁

新疆大会。哈族群众代表巴合木在大

会上作了“兄弟情谊深、永远心连心”

的讲话，他说：“我们不会忘记，是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哈萨克族群众从

苦难中拯救出来，在各兄弟民族的大

力支援下，帮助我们在阿尔顿曲克草

原重建了家园，使我们过上了安定幸

福的生活。在我们即将离开阿尔顿曲

克，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又高兴，又

颇烦，高兴的是我们重返故乡的愿望

实现了，颇烦的是我们在海西生活了

多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淌下了许许多多的

汗水，在即将离开的时候，留恋和惜别

的心情油然而生 .....”在迁新大会上，

时任海西州委副书记、州长高尼致欢

送词，时任青海省副省长韩福才、中共

格尔木市委副书记高永红、哈区党委

书记达吾太分别讲话。大会向迁新群

众赠送了毛毯、镜框等纪念品，给新疆

接收安置青海哈萨克族群众的州、县

各赠送锦旗一面，上书“团结之花与昆

仑永存，友谊之树为天山长青”以示祝

愿。同时，海西州民族歌舞团演出了

精彩的哈萨克族歌舞送行。

1984 年 5 月 28 日，格尔木市各族

人民群众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哈萨

克族群众仪式。28 日晚，迁新群众乘

专列离开格尔木，时任青海省副省长

韩福才和海西州、格尔木市党政军负

责同志及群众三千多人到车站欢送，

专列途径德令哈、乌兰、天峻时，当地

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也都到站欢

送。5 月 30 日专列到达西宁，时任中

共青海省委书记马万里等领导三十余

人登上列车与迁新哈族群众道别。6
月 1日，专列抵达新疆乌鲁木齐，车站

广场锣鼓喧天，欢迎群众载歌载舞。

次日，《新疆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九百多哈萨克族同

胞返疆定居》的文章。

1984 年 6 月，哈萨克族群众返新

后，格尔木市人民政府上报海西州人

民政府《关于撤销格尔木市阿尔顿曲

克哈萨克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报告》，

同年 9月，上报海西州人民政府《关于

原阿尔顿曲克区更改乡名的请示》，请

示提到，哈区哈族社员群众已全部搬

迁新疆，目前该区仍有十个以汉族群

众为主的农业队，最近又从乌图美仁

乡迁来四个牧业队，系蒙古族社员群

众，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更改乡

名问题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征求和

听取了蒙古族干部、职工以及牧民群

众的意见。1985 年 6 月 15 日，青海省

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撤销格尔木市阿

尔顿曲克区、建立郭勒木德乡的批

复》，批复称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格尔

木市阿尔顿曲克区的建制，在其原行

政区域内建立郭勒木德乡。

从 1985 年开始，部分返新的哈萨

克族群众又陆续从新疆倒流回格尔

木。同年 3月，由新疆重返青海的全体

哈萨克族群众上报《请愿呼吁书》，在呼

吁书中表达了哈族牧民重返格尔木市

的主要原因是，对当地气候不适应，水

土不服，同时安置地生产条件差，导致

生活水平下降，有些中青年人说：“我们

是在青海土生土长的，我们的故乡是青

海，我们要回去。”截止 2000年，倒流回

格尔木市的哈萨克族群众已达 107 户

482人，牲畜达到 10092头（只）。

针对这一情况，2000 年 10 月，国

务院组成联合调查工作组来格尔木调

查核实有关情况，在充分听取哈族群

众意见，本着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形成

了两种安置方案：一是愿意回新疆的

部分哈萨克族群众统一搬迁，并集中

安置在新疆；二是要求留在青海的哈

萨克族群众在青海安置。

2001 年 8 月 21 日，31 户 130 名哈

萨克族群众由国家民委、青海民委有

关领导与新疆工作组负责迁往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奎屯市新建的定居点。同

时，格尔木市根据青海省政府的决定

成立哈萨克族群众搬迁工作领导小

组，将仍滞留在青海的 84户 407名哈族

群众全部搬迁至马海地区统一安置。

2002 年 11 月 6 日，青藏兵站部调

用 200台车辆 400余名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四支队调用四辆大客车和 300 名

官兵全力支持哈族群众的搬迁工作，

将滞留在格尔木的哈萨克群众全部安

全搬迁至马海定居点，现称“马海村”，

是青海省目前唯一一个哈萨克族村

落，该村行政关系隶属于大柴旦。

从 1954年 7月至今，66年的历史，

时光流转，格尔木从当初的帐篷小城

发展到今天的青海省副中心城市，当

年饱受流离之苦的哈族群众到今天能

够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这其间，一幅

幅图片、一篇篇文字记录了格尔木各

民族团结融合的历史。阿尔顿曲克草

原今天依然还在，秋日的阳光下，清溪

蜿蜒，苇草流漫，似乎在吟唱曾经居住

在这里的哈萨克群众

幸福的絮语。

左图：“欢送哈萨克族群众搬迁新疆大

会”邀请函

右图：1984 年 6 月 2 日的《新疆日报》

盛开在草原上的民族团结之花
——记格尔木哈萨克族群众迁移始末

□ 文/格尔木市档案馆 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