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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推行

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年来，农村生机勃勃，生产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可谓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好时期．。盛世修志”，。志载盛

世”，于是雷山县乃有编修县志之举．

县志为。一方之信史”，。一县之百科全书”．它记载一县方域内的地理，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

作用，是辅治之书．因此，编纂县志是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雷山县人民政府从

1986年起，就将它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调集得力干部主持此事，越四年而成。《雷山

县志》的纂修问世。在雷山县的社会和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非常深远。

雷山原名丹江，清雍正七年(1729年)始置丹江厅理苗(民)府，设通判管理其

地．在此之前，只隶于其他州．郡、县，或处于两县之问。明至清初康熙朝360年间，

为苗族自理．清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在奏建新疆六厅时，虽称其为重要城池，但因地

辟山遥，邻封鸾远，交通阻塞，文化落后，太史公足迹未临苗岭，司马光大笔未汲丹

江，历来雷山史料见诸史册极少．乾隆《贵州通志》及民国《贵州通志》所载雷山史料

亦仅百十字。加之雷山建置迄今凡258年，从未修过地方志，稗史野史，难以搜寻；年

湮代远，老成凋谢；兵燹频仍，案无故牍；又迭遭大火，县治多次裁并，档案史料既

缺，口碑亦难征集，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雷山县志》的编纂工作，在省、州、县党

政领导机关的重视、支持和上级地方志专业部门的悉心指导与具体帮助下，得到全县各

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支持。而各区，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企事业部门都先编写了

部门志和行业专志，为县志总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雷山县

志》纂成问世，补国史之缺，纠旧史之误，记述雷山县当代各项事业之发展与进步，供

后来当政者以借鉴，资各族后昆以研讨．使之能总瞰雷山的历史轨迹，实为一件续史延

流，惠今益后的大事。

雷山地处雷公山区，民性强悍而纯朴。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抗暴斗争历史。著名的

。咸同农民大起义”杨大六，余老科英名已载于史册；以反贪官，反暴政而爆发的“西江

事件”。侯教之，韦洪彬的事迹常铭记在人民心中；在反击越南入侵的战斗中，苗族战

斗英雄周忠烈烈士血洒边关．全国景仰．各民族的祖先从秦汉以来。就在这里开疆拓

土，百余代人沐雨栉风，创家立业，垦殖连天的层层梯田，抚育郁郁苍苍的成片森林，

创造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历代英烈们的辉煌业迹．永远值得人民尊崇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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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四十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

就。改革开放十年，各族人民突破了封闭的局面，锐意改革。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

制，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城乡面目都为之一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教科文卫

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现在把演变发

展的过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编纂入志，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全县12万

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雷山县志》分地理、民族、党群，政权、劳动人事民政．司法、军事、国民经济

管理，农牧水利、林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贸易，财政金融、教育，文化

科技．卫生体育、人物等18篇，汇集了各方厩的资料．总观全志。我们认为其内容丰

富，资料翔实可信，体例科学而完备，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等特点都能较好地体

现，反映了一县的全貌．它对地方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是一部资治的善本，对广大人民

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份进行爱国爱乡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

好教材。我相信《雷山县志》的出版，将对雷山县的各族人民和各项工作会起到鼓舞和

促进的作用。

中共雷山县委书记 陆定洲

雷山县人民政府县长覃榜远

一九八九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编地方志，定名为《雷山县志轨

二、本志的编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

t。一埔一{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求实

存真，详今略古。

三，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纵述历史，横排门

类；以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方法编纂，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四、本志上限自清雍正七年(1729年)设治时起，下限为1987年。本着。立足当

代，侧重近现代，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的原则，叙述渐次加详，因文献资料不足，不

作繁琐考证。

五、本志以概述．大事记．专篇组成全书。专篇分地理、民族，党群、政权，劳动

人事民政．司法，军事、国民经济管理、农牧水利，林业．工建交邮，商业．财政金

融，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人物．杂志等18篇，共73章。3 14节。篇统章，章

统节，节统目。

六，政权，党群、军事i篇，采取分期记述，以区别其政治属性；民族篇侧最记述

迁徙、风情习俗，服饰、民族关系及民族区域自治，语寿文字等有民族特色的部分，其

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由其它专篇记述。

七，入录历代职官及’代行政领导人员，只列通判，县矢¨事、县(局)长以及县

委、人大常委，人民政府．政协刖大班子正副职，英雄模范列省级以上授予的，有突出

成就者在章节文字内以事系人记述。·

八．按“生不立传”的通例，人物志只选列在境内出生的和外籍长期在本县工作的．

已故的突出政界人士．著名革命烈士，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知名人士．能工巧匠等入

传；对劣迹昭著、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个别影响极坏者，也酌选入志．排列先后以卒年

为准。

九，使用数字以统计局上报资料为准。统计资料缺少的由有关单位提供并审定。历

史上的数据以《清实录》．文渊阁乾隆《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及馆藏档案为

准。 ．

t，现地名一律采用《雷山县地名志》中经过普查核定的地名．必用的古地名加注

今名，高程一律为黄海高程。 ．

，名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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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数字书写，习惯语中的数字和清代纪年用汉字：统计数、绝对数，民国纪

年、公元纪年、百分比等一律用阿拉伯字。

十二，计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规定的计量单位书写。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按原文书写，用括号注明。

十三、里程，通公路的按公路里程计标。未通公路的则按习惯里程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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