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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在全国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满怀豪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形势

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科学志》出版问世了。这是全州科技界认真实

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值得庆贺。

该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忠于史实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规范的体例，流

畅的文字，记述了从汉朝至2000年黔西南州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如实

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州科技工作在中共黔西南州委、州人民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前进的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和较高

的科研价值。

科技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制定了《关

于党员参加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号召广大党员积极学习理论，参加经

济和技术工作，用科学技术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保证抗战胜利o 1956年，党中

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取得了以

。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

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明确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

个现代化的关键的思想，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

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大变革、大突破、大发展。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站在时代发

展的高度，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

号召。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提到与改革

开放同样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十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这

是党中央在面对21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

党的十六大对科技进步的论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在

新世纪的各项工作任务之中，充分表明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

主要标志的特殊意义。

黔西南山川秀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面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紧迫需求

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机遇与挑战，我州科技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创新，进一步使全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

质的轨道上来，为推进科教兴州战略和实现富民兴州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盛世修志，义不容辞o《黔西南州志·科学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承上启下，继

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和促进我州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借此机会，谨向关心支持《黔西南州志·科学志》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问候。书中不足之处，深望读者指正。

一，'——』o

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副州长

2004年11月



序二
?

又是瓜蒂果熟时o《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科学志》经过全体编纂人

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审定出版，这是全州科技界的一件大事，在此表示热烈的祝
力口
-贝0

建国前，黔西南科技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建国初，由于黔西南行政区划的

变更，未及建立科技工作管理的职能部门。时至1972年4月，当时的兴义地委

制发了“兴义地委干任字(1972)12号”文件，建立“兴义地区科技局”，主管全地区

科技工作。但由于地处边远，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经济、教育、文化事业

不发达，全地区科技工作发展十分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州科技工作

以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

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工作方针，紧紧围绕经

济建设中心，解放思想，开拓前进。在加强科技宣传，提高全民科技意识；调整科

技系统结构，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促

进经济和科技的紧密结合；引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努力培

育技术市场，发展民营科技企业；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及转换部门职能等方面做了

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改革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州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新世

纪全州科技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o

《黔西南州志·科学志》是我州有史以来第一部独立的科技专志，不仅凝聚了

全体编纂人员和州县(市)科技部门全体同志的心血与辛勤劳动，而且自始至终

地得到了州委、州政府、州史志办公室与原州科委老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使我们

感到信心百倍。编纂人员从大量的、翔实的史料和新近资料中，以编写社会主义

新方志的观点和方法，去粗取精，弃伪存真，整理归纳，客观地记述了近三十年来

全州科技工作发展的基本轨迹，真实地反映了黔西南州科技事业在各个不同历

史阶段的面貌和特点，应该说，是一部科学性和资料性结合较好的史志著述。

十年磨一剑o《黔西南州志·科学志》的编写，60余万字，历时十八载，几易

其稿。个中辛苦，实属不易o·前任编委，有的因工作变动，有的因身体原因，不得

不放弃心爱的事业。他们为本志书的完成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和前期准

一3一



备。从2002年11月起，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新任编委加班加点，终使志

书交付出版，向全州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十六大的春风已吹遍神州大地，黔西南州科技工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我们将认真实践“三个代表”要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为全州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斧

正。

最后，谨向编写此书而辛勤劳动的同志和关心支持此书的单位、个人表示衷

心的感谢o

——4——

黔西南州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彩六刍
2004年12月 7



编纂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记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科学技

术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科技机构及队伍、科技管理、科技成果、科研应用、’

科技服务与科技交流、科技人才与战略研究、“星火计划、科技扶贫”试验区、民营

科技企业与技术市场、科协代表大会与服务机构、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扶贫服务、

学会、协会、研究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及附录组成。按自然科学、科学普及、

社会科学划分门类，设立三篇按序排列。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基本止于

2000年，部分章节为保持叙事的延续性，适当下延。

三、本志采用篇章结构，按章节排列，全志横排竖写j内容详今略古，详异略

同，运用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表述，对资料有疑则加注按语。分志与分志

之间的交叉内容，采取此详彼略的写法。该志收录了科学技术、科学普及和哲学

社会科学三大部分内容，故定名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科学志》。

四、本志称谓：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政权和官

职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变更的首次出现时括注今名。民族

称谓，各民族族名以国家规定的为准。本志忌用“同志”和第一人称代语。

五、本志对本州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

七、本志只收录在黔西南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获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名单。

在州外、省外工作的州籍高级技术人员名单，因收集不全，没有录入本志。

八、本志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根据文献档案记载；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以州统计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单位提供。

九、行政单位名称第一次在本志中出现时采用全称，之后使用简称。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西南州；1982年5月未建黔西南州之前，称黔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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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西南隅，为滇、桂、黔三省接合部，有

南、北盘江和黄泥河环绕。辖兴义市、兴仁县、普安县、晴隆县、贞丰县、安龙县、

册亨县、望谟县等7县1市和顶效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州国土面积16804平方

公里。2000年末，全州总人口2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州境内居住着

布依族、苗族、回族、彝族、仡佬族、瑶族、黎族、汉族等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州人口总数的42．47％，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

黔西南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林木繁茂，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但人

才、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

世居境内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对生产技术进行过反复的实践

和总结。早在汉朝，黔西南境内就出现了“一半水塘，一半稻田，田中稻禾成行点

窝，块块稻田开阡陌。塘田间隔长堤，留有进出水口，通水灌田”的“水灌稻田模

型”，极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池塘养鱼情况。山区人民还学会了砌

石坎造梯田，扩大耕种面积，并学会了用黄泥水漂选稻种，耕作方法不断改进。

明朝洪武四年至六年(1372年至1374年)，普安县楼下乡松林一带培育成功“楼

下大白米”，产量高，亩产800余斤，千粒重26至28克，出米率高达76％，米质

好，做饭蓬松柔软，色白而具光泽，香味浓郁，一直作为“贡米”上献朝廷。民间工

匠技术不断创新发展，世代相传，如蜡染、刺绣、编织、造纸、采矿、腌制、陶瓷、建

筑和冶炼等生产技术，工艺精湛，有的至今仍颇负盛名。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黔西南科学技术水平十分低

下o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有极少数有识之士，立志在乡村建技术试验场所，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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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工农业，终因势单力薄，无大成就。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束缚了经济的发

展，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1949年，黔西南的工业基本上仍是空白，技术

人员数量微乎其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土地改革后就

集中当时人数不多的科技人员先后建立了国营农场、国营林场、畜牧改良站、棉

烟指导站等技术指导机构，推广农业技术。随后又建立了工业、农业、卫生综合

科学研究机构，选派人员到各专业学校培训。1957年，黔西南自然科技人员已

由1950年的171人发展到1131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4．33％o 1956年1月，党

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会议，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地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号召各行各业向科学进军。在农

业上强调良种良法及耕作制度的改革；在工业上强调改进技术，改革工具，提出

向科学要时间，要效益，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一

部分知识分子被错误处理，使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左”的思想抬头，急于求成，大搞深耕，“大炼钢

铁”，“放卫星”等浮夸风盛行，违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科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严

重影响。1961年，在实行国民经济调整中，大量撤并科学实验场所站，减少人

员，科学事业又止步不前o 1963年以后，科学研究项目有少量的安排，并取得一

些成绩。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成了“臭老

九”，被下放“劳动改造”，黔西南境内刚复兴的科技事业又遭到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黔西南境内各级相继建立和恢复了科学技术委

员会。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

阶级的组成部分。发展经济“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道理逐渐深入人心。经过

拨乱反正，黔西南州党委为1000余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风尚初步形成，符合“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知识分

子，有的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党和政府为许多科技人员创造条件，使其发挥自

己的专长。为使广大知识分子名实相符，自1980年开始给予评定技术职称o

1982年5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之前，境内没有一名高级技术职称的

科技人员，到2000年底，经评定，取得自然科学高级技术职称的有773人。各级

党委和政府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关心广大知识分子，如春风化雨，激励广大知识分

子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自1980年以来，科技管理日臻完善，科技成果不断涌

现。1978年至2000年间，黔西南获奖成果564项，其中荣获国家奖励3项，获省

奖励199项，获州奖励161项。此外，群众性的科研活动也十分活跃。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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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各厂矿、各县自列项目，不少于1000项o

黔西南州根据党中央1985年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

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州、县科学技术工作部门，侧重于抓应用科

学，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本州的优势，开展了“星火计划、科技扶贫”、“攻关计划”、

“年度计划”、“重点课题”等科研工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提高。随着科技

体制改革的深入，州内外科学技术交流活动空前活跃o 1987年5月在兴义隆重

召开第一届科技交易会，同时成立了科技开发服务中心。此后，黔西南州每年参

加滇、黔、桂三省(区)四地州[广西百色、云南文山、曲靖、贵州黔西南，后发展到

滇、黔、桂三省(区)九地州：新增贵州安顺、六盘水、毕节、云南红河，广西南宁】举

办的科技交流会受益不少。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是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力量。科

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黔西南州农业、工业、林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这不仅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农业方

面，改进耕作技术，推广新品种，复种指数已由50年代初期的109．1％上升到

2000年的208％，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由50年代初期平均亩产100余公

斤，增加到2000年的400余公斤，水稻亩产达600余公斤；工业方面，产值大幅度

提高，到2000年已达35亿元，比50年代初期增加516倍，如煤炭、黄金、酒业等

已成为全州的支柱产业；林业上的科技营林造林，均有较大发展。自然资源得到

以开发利用，野生植物资源得到大量开发。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工农业生产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o
●一

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纽带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的助手。科协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促进科

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同时反映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呼声，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

法权益，为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团体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很落后，

黔西南境内曾有部分县建立过为数不多的科学技术团体，但基本上没有开展活

动o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建立兴义地区科协o 1985年，全州8个县全

都建立了科协组织。至2000年，州、县(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发展到116个，

会员7870人；乡、镇基层科普协会103个，会员2733人；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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