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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竺鬻耄郭惠云’一云县委书记”““

在全县上下加快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经云县地

方志编纂工作者辛勤笔耕，地方志编幕又获硕果。编纂地方志是一项具有长期性，

连续性的千秋伟业。中央领导曾强调：“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

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

届志书开修之时”：云县委、政府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此部续修《云县志》是继

1994年出版的《云县志》之后云县第二部社会主义新方志。此志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1991～2000年云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事记部分则上朔到

1978年，下延至2004年。如此，续修《云县志》就较为全面、准确地把改革开放

以来，云县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到第二轮修志成果中。地方志编纂是一项浩繁的工作，纂成一

都洋洋80万字的县志实属不易。我们真诚地感谢为续修《云县志》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的地方志工作

者!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支持续修《云县志》工作的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人士!

改革开放以来．云县无论是积累的物质财富、建设经验、文化成果、科研成果，还是培养人才方面

都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段历史对我们各族人民是永远值得记述、值得总结和不能忘记的，因为它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续修《云县志》中积累和保存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地方史料，对于

各族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对于向前来投资、办厂、经商或观光旅游的国

内外来宾介绍地情资料；对干建设小康社会和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事业，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存史、资活、教化”功能及作用。志书的三大社会功能，决定了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三大功能

中“存史”主要为后代人用．“资治、教化”则主要是当代人用。我们要大力提倡读志之风，各级领导要

配置地方志，随对翻阑、利用。唯有读志、用志，才能体现出志书的价值，才能资治，才能利民，也才

能检验志书的优劣、真伪和正误。我们要利用志书为各级领导决策作参考；利用志书为落实政策．解央

历史疑难问题提供资料；利用志书促进环境治理，保护生态平衡；利用志书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利用

志书为市政工程建设出谋划策；利用志书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总之，我们要进一步处理好修

志和用志的关系，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生着最广泛、最深刻、最激动人心的变革时代。2004年初，在中共

云县委十届三次全会扩大会议上，县委深入分析了当前形势及面临的发展机遇．制定了“强化农业基础，

发挥资源、区位两大优势，加快‘三沿’(沿线、沿河、毋江)开发，提升水电、糖，茶、畜牧四大支

柱，抓好工业、生态、城镇、交通、水利五个重点，培植提升酒类、经济林果、农副产品加工、商贸服

务，旅游五大产业，实施科教兴县、非公经济强县、可持续发展、扩大开放、工业化、城镇化六大战略．

构建国家水电能源、糖，茶基地县，澜沧江文化旅游区，滇西南绿色经济之乡，区域性商贸服务中心四

大目标”的发展思路。金县各级干部职工和各族群众，通过近一年的积极努力，促使云县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盛世修志，功在当代，利在千税。本届续志结束后，地方志工作者要

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再接再厉，在为下届修志积累资料的同时，积极开发利用地方志，把“服务当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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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到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利用搜集到的地情资料，开发一些“短、平、快”的产品，集思想性、历史

性、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和实用性为一体，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2004年11月临沧地区撤地设市，这标志着临沧社会经济发展已达到了一个

新的水平，临沧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云县作为临沧市的交通要道，作为临沧市的窗口县，历史的

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县各族人民将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振奋

精神，真抓实干，开拓进取，为云县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1

2004年12月



序

云县人民政府县长 宋红临

雕熏蒺一



屈 冽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述云县1991～2000年的发展历史，部分资料上溯到事物的发端年份。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了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云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大事记上溯到1978年，下延至

2004年，个别条目截至书稿出版之时。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的章节条目体式，由概述、大事记、专

志、人物传、附录、编纂始末等部分构成，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体裁，相互补充应用。

三、人物按传、简介、表等三类分设。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不论原籍或

客籍，以对云县历史产生较大影响的作为人志人物的选录标准。

四、本志使用的数据原则上以统计局资料为准，个别数据以历史档案资料

为准。关于全县土地面积，土地卷中以1998年新编修的《云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数据3668．35平方千米为准，其他各处用1985年土壤普查时的3760平

方千米。人VI数据，人El卷中以人口普查资料为准，其他各处用统计局数据。

五、年代按公历纪年记载。文中80年代、90年代等，均指20世纪年代。

计量单位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记载。

六、为简洁文字和方便查阅，相关条目之间采用“指引互见法’’说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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