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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今逢盏世，政府规划，革集人才，调配资金，修志工作得以继承，正常

运行。《安顺市志》喜得各界力量通力合作，共襄益举，数易寒署，终得成

稿。现付梓印出，以传后世，可喜可贺!

安顺气候宜人，生态奇特，环境良好，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方便的交

通条件，社会、经济发展优于周围地区。清代以来商业繁荣，民国形成商品

集散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繁荣兴盏，形成城郊脱贫致富奔小康

之态势。纂载史册，传之后人，使之起到存史、资治和教化作用。

祖国的文献宝库中，唯方志独具特色，世称瑰宝。纵观安顺的历史，市

属建置变化无定，落笔容易写好难。横看各地的地方志，专志、县志者多，

完稿的市志少，写文字量计划在200万字上下，且又有别于专志和县志的

《安顺市志》，确实无经验可依。后来统一思想，大胆创新，以现代科学分类

和社会分工为结构突破口，推进鳊修工作。方志界研究城市志的文章，归纳

起来不外乎“突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信息中心的主题，展现都

市时代气息与步伐”o安顺市就其本身来说，具有基本的城市特色，但又有

其不同之处。简单地说，结构上是市、-县的结合体，性质上以城带乡、以乡

促城、军民结合。本届编修志书，保持了城市方志的内涵，反映和突出了城

建、工业、商业、教育、文化，又实事求是地写了农林水牧渔。安顺市历史

上有《安顺府志》传世，但因是府署修的，仅充今安顺市属内容为结构中的

一个部分，又有《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县政府组织编纂，但“越境”遍写府

辖八属，结果印书经费无着落，只编得初稿存馆。今《安顺市志》修成并正

式出版发行，横分纵述，探本求源i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

内。是非成败，留予后人作评。

本届修志工作，历经十截，三定方案，两易其稿，先后动员259人参加



资料收集工作，加余人参加编纂。查阅馆藏档案5000余卷，调查了解1500

余人，收得资料稿1500余万字。可谓“盏世修志”大举矣!本届修志，用务

实的观点和拓新的方法，编通志，溯历史，贯通古令，详今略古，重写自民

国初年建县以来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无奈民国时期安顺县的

末任县长李紫珊，在1949年J『J『月离开县政府逃去杨武前夕，将县政府所存

几十年的文书档案全部焚烧殆尽，故今馆藏民国档案荡然无几，给本届修志

工作造成困难。虽致力上下左右觅资料，手口碑，然民国时期的史实仍嫌不

足，造成历史性遗憾。特志此事，以告后任。谨序。

(作者后任市委书记)

安顺市人民政府市长 杨冠奕

1994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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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在我接任市长之时，《安顺市志》已经脱稿，参加了志稿的审阅。鳊写

地方志的同志再三要我写个序，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安顺市地处黔中腹地，历史上称“黔腹、滇喉、粤蜀之唇齿”，在政治、

经济、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安顺市志》中，我们窥视到：无论

从春秋时代的庄跻王滇，秦汉时期的夜郎都邑，到明清时代的洪武征云南、

康熙平“三番”；还是近代的鸦片集散、咸同起义、商贾云集、军阀纷争，到

加世纪6D年代的“三线”建设、现在的改革开放．无不倾注着人民群众的血

和汗，生息于斯的先民和今人，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民族

文化。志书专设航空工业篇，记述了6D年代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以安顺

市为中心组建了航空工业基地，将高、精、尖的现代科学技术引到安顺市，

历经近如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军工加民用"为特点的

高技术基础工业。专题记述，详今略古，简明扼要o 9D年代兴起的经济技

术开发区，促进了多种经济成份共生繁荣，在不久的将来，安顺市的经济建

设将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安J顷市志》的出版问世，是安顺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为

我国地方志这一传统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页新的内容。《安顺市志》结构独

具特色，史料翔实，文字流畅，脉络清晰，鲜明地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

色，为后人施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进行地情教育、爱国爱乡教育教材。本

志的修成，凝结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省、地专家给了较高的评价，谓之

为省内第一部完整的新编市志，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志书修成，感慨万

千，谨此为序。

安顺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正明

1995年5月1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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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

记述本市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讫1990年，主要记述民国初年及其以后的

史实。对1991年到本志出版前的1994年的社会发展状况略述于志后。图片

收录至出版前。

三、内容依社会分工、科学分类，以篇、章、节、目按概述、大事记、

各专篇、人物等排列。分类记述，以市属为主。人物传按出生年月顺序排

列。

四、历史朝代依历史称谓，年代称呼除专指外，均为20世纪。“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实际计算从1949年JJ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顺，

接收民国时期的县政权始。历史地名用当时的称谓并括注今名，现地名使用

以1980年地名普查核准之名。

五、吸收中共党史研究、文史资料、综合农业区划的部分成果，气象资

料断限于1984年。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未公布的，运用有关

职能部门审核提供的数字。

六，各种统计数据i除特别注名外，经未包括国家部委、省、地属驻市

境内的单位。

七、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省地市各级馆藏档案，以及旧志、部门志资

料，专题研究，专题考察，专著，报刊和有关口碑资料，文字材料，经过严

格考证、鉴别、审定，除行文随文作必要注明外，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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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山峰溶洞⋯⋯⋯⋯·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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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人口分布⋯⋯⋯⋯⋯⋯⋯⋯⋯⋯?⋯⋯⋯⋯⋯⋯⋯⋯⋯⋯⋯⋯⋯⋯”(212)

第三节人口构成⋯⋯⋯⋯⋯⋯⋯⋯⋯⋯⋯⋯⋯⋯⋯⋯⋯⋯⋯⋯⋯”j⋯⋯⋯(2 1 6)

第四节人口控制⋯⋯⋯⋯⋯⋯⋯⋯⋯⋯⋯⋯⋯⋯⋯⋯⋯⋯⋯⋯⋯⋯⋯⋯⋯(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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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民族⋯⋯⋯⋯⋯⋯⋯⋯⋯⋯⋯⋯⋯⋯⋯⋯⋯⋯⋯⋯⋯⋯⋯⋯⋯⋯⋯(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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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回族⋯⋯⋯⋯⋯⋯⋯⋯⋯⋯⋯⋯⋯⋯⋯⋯⋯⋯⋯⋯⋯⋯⋯⋯⋯⋯(298)

第五节仡佬族⋯⋯⋯⋯⋯⋯⋯⋯⋯⋯⋯⋯⋯⋯⋯⋯⋯⋯⋯⋯⋯⋯⋯⋯⋯⋯(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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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权⋯⋯⋯⋯⋯⋯⋯⋯⋯⋯⋯⋯⋯⋯⋯⋯⋯⋯⋯⋯⋯⋯⋯⋯⋯⋯⋯⋯(366)

第一章清及清以前的政权⋯⋯⋯⋯⋯⋯⋯⋯⋯⋯⋯⋯⋯⋯⋯⋯⋯⋯⋯⋯⋯⋯(366)

第一节普定府⋯⋯·⋯⋯⋯⋯⋯⋯⋯⋯⋯⋯⋯⋯⋯⋯⋯⋯⋯⋯⋯⋯⋯⋯⋯··(366)

第二节安顺州⋯⋯⋯⋯⋯⋯⋯⋯⋯⋯⋯”．01．⋯⋯⋯⋯⋯⋯⋯⋯⋯⋯⋯⋯⋯”(367)

第三节普定县与普定卫⋯⋯⋯⋯⋯⋯⋯⋯⋯⋯⋯⋯⋯⋯⋯⋯⋯⋯⋯⋯⋯⋯(367)

第四节安顺府⋯⋯⋯⋯⋯⋯⋯⋯⋯⋯⋯⋯⋯⋯⋯⋯⋯⋯⋯⋯⋯⋯⋯⋯⋯⋯(367)

第五节州县及府亲辖地下属行政单位⋯⋯⋯⋯⋯⋯⋯⋯⋯⋯⋯⋯⋯⋯⋯⋯(368)

第二章民国时期的政权⋯⋯⋯⋯⋯⋯⋯⋯⋯⋯⋯⋯·⋯⋯⋯⋯⋯⋯⋯⋯⋯⋯”(375)

第一节县公署县政府⋯⋯⋯⋯⋯⋯⋯⋯⋯⋯⋯⋯·”⋯⋯⋯⋯⋯⋯⋯⋯⋯(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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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基层政权⋯⋯⋯⋯⋯⋯⋯⋯⋯⋯⋯⋯⋯⋯⋯⋯⋯⋯⋯⋯⋯⋯⋯⋯⋯(378)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权⋯⋯⋯⋯⋯⋯⋯⋯⋯⋯⋯：⋯⋯⋯⋯⋯“(380)

第一节各族各界代表会议⋯⋯⋯⋯⋯⋯⋯⋯⋯⋯⋯⋯⋯⋯⋯⋯⋯⋯⋯⋯⋯(380)

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381)

第三节人民政府⋯⋯⋯⋯⋯⋯⋯⋯⋯⋯⋯⋯⋯⋯⋯⋯⋯⋯⋯⋯⋯⋯⋯⋯⋯(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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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劳动保险⋯⋯⋯⋯⋯⋯⋯⋯⋯⋯⋯·—⋯⋯⋯⋯⋯⋯⋯⋯⋯⋯⋯⋯”(454)

第五节劳动保护⋯⋯⋯⋯⋯⋯⋯⋯⋯⋯⋯⋯⋯⋯⋯⋯⋯⋯⋯⋯⋯⋯⋯⋯⋯(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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