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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公室

主 任 谭顺正

副主任 杨尔坡(彝)

工作人员 张延林包开秀(彝。女，初期) 王巧奇(女) 郑惠(女)

张瑶(女) 曾孝华

县志编辑室

总编辑 谭顺正

副总编辑 壬仲才张延林文朝湘江国梁

县志编纂

总 纂 谭顺正

分志撰稿

凡 例谭顺正

概 述谭顺正

专题记述谭顺正

大事记文朝湘谭顺正

建置沿革张国正文朝湘

自然地理谭顺正

人 口 王高义

党政群团 曾品清至巧紊

公检法司李加彬

彝 族王仲才江国梁

罗阿铁(彝)

戚吉古子(彝)

杨尔坡(彝)

民 政杨静夫

军 事王仲才

经济管理张延林王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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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王淑明(女)鹫孝华
畜 牧张国正

茶 叶王淑明(女)

林 业王巧奇(女)

水利水电张国正王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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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尔坡(彝)、张延林

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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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嘉明

瓦扎木基

马开明

秦在高

敬伍堂

陈其中

徐建中

宋德成

列索子哈

卢天顺

王林吉

龚书桥

杨正勇

白连成

黎清明

刘廷举

杨拉体

童梓华

杨玉辉

商光涛

薛才全

张志东

常埘合

《雷波县志》终审人员名录

原中共凉山州委书记、调研员、州地方志编委会顾问

原凉山州州长、州地方志编委会顾问

凉山州人民政府州长 (特邀)

凉山州委常委、秘书长 (特邀)

凉山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特邀)

凉山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

凉山州人民政府秘书长

原州人大副主任、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原州民委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委员、副译审

原州政协秘书长、州地方志编委委员

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州地方志办主任、州志总编、审稿

领导小组组长

州地方志编委委员、州地方志办副主任、州志常务副总编、审

稿领导小组副组长、农艺师

中共雷波县委书记

雷波县人民政府县长

雷波县人大副主任

雷波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州监察局局长 (特邀)

雷波县政协主席

原雷波县政府县长 (特邀)

原雷波县人大主任 (特邀)

原中共雷波县委书记 (特邀)

原中共瓦岗县委书记 (特邀)

原雷波县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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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秋

苏占友

蔡辉杰

吴德翔

王小建

毛太

梁惠英

莫色乌呷

易蓉

勒格所莫

吴兴义

张存荣

邓全华

张维祥

杨昌文

曾孔辉

谭顺正

杨尔坡

王巧奇

中共雷波县委调研员

雷波县政府调研员

雷波县人武部政委

州志副总编、审稿小组成员、编辑

审稿小组成员、．编辑

审稿小组成员、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助理馆员

主任科员、助理馆员

主任科员、工程师

中共雷波县委办公室主任

雷波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雷波县委宣传部长

雷波县财政局局长

原雷波县农业局长

原雷波县区委书记

科长

雷波县志办主任

雷波县志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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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解放40多年来编修的第一部社会主

义新《雷波县志》付梓面世了，这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

事，也是祖国百花园中盛开的一朵小花；它既是雷波历史洪流的多彩画卷，更

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瑰丽新篇。新县志的出版，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

使命．实现了全县人民多年的夙愿。金秋硕果。可喜可贺J

雷波开发于汉代，迄今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清嘉庆十七年始修的

4卷本《雷波厅志》已失传，继之万科进于光绪十九年编纂完成刊刻问世的36

卷本《雷波厅志》传诸今世，民国末期吴卿材先生编修的《雷波县志》，仅存

手抄残本。历史上的修志难免受着时代和经济发展的局限，重人文，轻经济，

多封建伦理烈女节义，无民族及人文历史。尽管如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

些志书是彼时历史的真实记载，为我们保存了丰富珍贵的文献史料，无愧于开

拓者的业绩。1980年全国的修志春风吹遍了大小凉山，雷波和着全国人民的

步伐，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百业昌盛，为新修《雷波县志》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5年组建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了县志办公室。1986年着手搜集资料，除

去编辑6本《年鉴》的两年多时间外，7年修志经历了三届政府，动员的人力

之多，投入的财力物力之大，查阅档案，外调成都、重庆、雅安、乐山、宜宾

等各地资料之繁·吸收听取各阶层人士意见之广，可谓空前，是历次修志所不

及的。众手成志．共襄盛举l编修人员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

详今略古原则，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躬耕7载寒暑。在完成50

个部门志及查阅档案、复印一千多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反复核实，筛选史料。

经过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地分析推敲，编修出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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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雷波县志》。7年沧桑，8改篇目，10易文稿，得今志100万余言。《雷

波县志》全面、详实地记载了雷波解放40多年来的盛衰历程，不愧为一部多

姿多彩的百科全书。

新编《雷波县志》总汇了雷波县情，熔时代特点、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于

字里行间，开卷获益：农业、财税、商贸、金融等浓墨重彩；屯垦、鸦片、茶

叶、药材等独领风骚；水煮笋、盐渍笋和莼菜等名优特产品跃然纸上；彝族地

区的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后的发展似洪波狂澜；焚人悬棺和向天园

坟重放异彩；可听到装机1440万千瓦的溪落渡电站勘探工程的隆隆钻机声；

可看到万千漂木腾巨浪穿峡谷抵江陵。全县20多万各族人民的奋斗丰功彪柄

史册，垂鉴后人。《雷波县志》是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认识雷波，研究县情，建

设雷波的案头必备；是对全县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乡土教材；也是发挥雷波优势，扬长避短，振兴雷波经济的必读课本。为官一

方，公仆于民，我们生活工作在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这方沃土，亲手为它的

日新月异变化添砖加瓦，自然倍感欣慰；然而无力使乡土尽快繁荣昌盛，歉意

犹存。值此《雷波县志》出版之际，聊缀数言与全县人民共勉，同心同德，再

续青史。 。

中共雷波县委书记杨正勇(彝)

雷波县人民政府县长7白连成(彝)

1995年4月



凡 例

凡 1歹Ⅱ

1、 《雷波县志》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用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补史之缺，叙史之无。

2、 本志分篇、章、节、目四层次结构，目冠小标题。少量章不设节、目。

全书由概述、大事记、专题记述、志、传和图、表、录组成，志为主。

3、 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纵写，记述体。上限追溯至各门类事物的发端，

下限至1990年。溪落渡电站工程因阶段需要，下限至1996年。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记述。

4、 行文为现代语体文，第三人称，新式标点，引文如旧。历代直书其

年号，括注公元。1950年7月15日起解放后，概记公元。

5、 历史名人立传、表，生人辟《健在名人简介》。本地人为主。

6、 解放前的人、地、物名依当时为据，解放后以《雷波县地名录》为

准，少量矛盾者参考史料记载。彝族名系音译，汉文表述。‘

7、 解放前的度量、计量、货币以当时官定通用为准，解放后一律用人

民币和国家规定的标准度计量。除鸦片和白银为两、钱外，余精确到升、元、

斤。表列数为万斤、万元。

8、 本志统计资料采用县统计局公布之法定数为准。统一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
，

9、 解放前的夷族用夷，解放后一律用彝。

10、 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州、省档案及50个部门志和28个单位提供，

均一律摘卡存档备查．入志时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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