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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金志伟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正坤

伴随着建设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艰难

曲折，伴随着新世纪第一抹绚丽的阳光，伴

随着新千年第一缕报春的花香，人类叉翻开

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世纪交替，回顾历史，20世纪的最后10

年，禄劝人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

的成就，对禄劝在新世纪中的建设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这种意义，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书记金志伟 县长张正坤

一是我们传承着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熔铸的不屈不挠、顽强抗争、乐观豪迈的禄

劝人精神。

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地质构造和社会历史发展原因，禄劝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生

存环境恶劣、积累严重不足的山区少数民族自治县。然而，就是在这4 200多平方千米的

山山水水闻，在不间断的干旱、洪涝、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慑中，一代叉一代的禄劝

人不但生存着，而且发展着。在既战天又斗地、保生存求发展的奋斗进程中，熔铸出了禄

劝人民面对灾难顽强抗争、面对挫折不屈不挠、面对不幸乐观豪迈的精神底蕴。正是这

种精神底蕴，成为禄劝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正是这种精神底蕴，成为禄劝20

世纪最后lO年顺利实施一系列重大建设的主要支撑。这种精神底蕴必将成为新世纪禄

劝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核心动力和内在支撑。

二是通过扶贫开发与扶贫攻坚，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禄劝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宴的基础。

10年来，禄劝举凡水利、电力、交通、通讯等每一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人民群

众衣、食、住、行等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莫不与扶贫开发与扶贫攻坚密切相关。Io

年中，打好扶贫攻坚战，脱贫致富奔小康成为禄劝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迫切要求，党和

政府审时度势．组织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投身于扶贫开发，全县人

民以新的精神面貌，同心同德，奋力攻坚。10年中，全县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

题；国内生产总值由22 376万元增长到99 908万元；地方财政收入由l 200万元增长到

5 557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由14 707万元增长92 02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23元增

长到1 215元：农民人均占有粮食由204千克增加到395千克。10年中，全县水利化程度



区的每一个村落，与灾区群众冒一样险、受一样苦、干一样活。正是通过各级领导和每一

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扎实工作，劫后余生的灾区人民才更深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与灾区

人民肩并肩、心连心。在随后全面开展的震后恢复重建中，党和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社会

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灾区人民以顽强的毅力与地震灾害作斗争，使“灾区人民生产生

活达到和超过震前水平”的目标圆满实现。总结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的历史，我们最大

的收获，并不仅仅在于恢复了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重建了崭新的村落居宅，最重要的

是，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感受到社会各

界血浓于水的真情友爱，坚定了禄劝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

和决心。

四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激发了禄劝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活

力。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开放，使禄劝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革。进入90年代后，禄劝也同全国一样，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领域逐步扩

展。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各项改革仍然居于前沿，其成效与影响，以土地延包、“五小”

水利设施使用权出让、“四荒”出让三项改革为最。1998年后实施的工商企业三年改革

解困，已在新世纪里初现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中，县级党政机构改革、乡镇党政机构改

革、村级体制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使政企不分、人浮于事的局面逐步改善，机构

组成与人员结构渐趋优化。与此同时，社会保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成

为10年改革的又一大成果。通过10年不断的努力，改革开放已影响到禄劝社会各阶层，

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危机意识、与时俱进意识、开拓创新

意识，对禄劝新世纪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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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步入了一个新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辞旧迎新之际，我们深深地认识

到，在艰苦的发展历程中，禄劝人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我们应该忠实地记录这些成绩

以昭示后人；在不断建设与发展中，我们取得经验的同时，也有过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

忠实地记录这些经验以警示后人。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中国的政治谋略史上，有

“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的古训。地方志的编修，就是一种典型的“谋全

局”、“谋万世”之举。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

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在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

要求：“志书要做到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地方志事业几乎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尽竭的一项

工作。明代以来，禄劝地方志的编纂已呈代代庚续、从未断章的局面。其中：《禄劝州

志》、《农部琐录》、《禄劝县志》、《禄劝乡土志合编》，对禄劝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影响

至深。20世纪80年代后期，禄劝开始了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的编纂，并正式出版发行了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进人新世纪，在地方财力捉襟见肘的困难局面下，县委、县人

民政府仍然作出了续修县志的决策，并立即付诸实施。在各级各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县

志办公室克服各种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收集整理资料逾千万字，完成80余万字

的文稿编纂。文稿在通过续志编纂委员会内审、县委和县政府初审后，三易其稿，于2002

年3月通过了市级复审和省级验收。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1991—2000)，是社会主义时代禄劝的第一部续修县志，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意见为：指导思想正确，资料丰富翔实，准确可

靠，无重大缺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重点突出，主线清楚，详略得当；篇目设置合理，结

构严谨，层次分明，排列有序，有所创新；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洁流畅。

我们难以保证，这本续志能成为毫无瑕疵的信史良志；我们也不奢望，这部续志会成

为彰往昭来的存史华章。但我们保证，我们对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最后lO年的记述

是真实的，我们对工作成绩和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客观的；我们期望，后世为禄劝山山水水

的“谋事者”，通过案头的这部续志，能够准确而全面地认识禄劝20世纪最后10年的这

段历史，能够深刻而充分地汲取这一时期禄劝人在建设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那么，这部

续志存史、资政、教育的功能就已经实现了。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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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立场，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禄劝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的统一。

本志延续《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上限于1991年，下限截止2000年末。重点记

述禄劝扶贫开发与扶贫攻坚、抗震救灾与恢复重建、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过程与成效，

为彰明因果，部分内容因记述需要适当下延。

本志为章节体，章下设节，节下设类目，类目下设条目；目为记述单位，图表穿插于正

文中。

本志按“事以类从”、“横排纵写”的原则，凡属同一性质或有内在联系的事物，均合并

记述，不受事物的行政隶属限制。

本志采用现代汉语记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流畅，“概述”之外，述而不议。

本志行文用字、计量单位一律遵从国家有关规定。

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或在本地区活动人物为主。

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文献、档案，来源于各乡镇、各部门所提供

的续志文稿；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的法定统计数据为准，未列人国家统计范围的，经认真

核实后使用；口碑资料经鉴别核实后谨慎使用。所用资料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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