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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新编《纳雍县志》是建县以来第一部志

书，她的出版，是纳雍人民盼望已久之大喜事。纳雍自1941年建县，特别是

1949年全国解放后建立新的县人民政府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全县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伟大胜利o《纳雍县

志》反映了纳雍历史变化，全面记述建县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纳雍政治、经济、文化之辉煌成就和曲折发展，成为认识纳雍、开发纳雍之重

要借鉴。

纳雍自然资源丰富，经探明的地下资源有煤、铅锌、大理石、硫铁、硅石、金

银、铜、锑、重晶石、高岭土等20余种矿藏，尤其以无烟煤(又称白煤)更为丰

富，探明储量68亿吨，占全省储量的百分之十二点八。

志书记述了纳雍历史，突出了纳雍人民历史贡献，讴歌了为解放纳雍光荣

献身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为祖国献身的纳雍籍战斗英雄刘兴文等烈士。纳

雍各族人民为建设桑梓作出之奋斗和贡献，将作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流传后代，

新方志将对纳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将作为重要乡土教材培育一代又一代新人o

《纳雍县志》的编纂出版，工程浩繁，成书不易。其问，县内各级领导和社

会人士鼎力支持，全体修志人员奋力笔耕，省、地及兄弟县、市领导、学者、专家

不断给予指导和鼓励。值此成书之际，谨代表中共纳雍县委和纳雍各族人民‘

致以谢忱。；

中共纳雍县委书记赵英旭

199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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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3 一

纳雍建县以来未修过县志，修志工作困难较多。从1984年成立县志编纂

机构起，在县委领导下，县几大领导班子及曾在纳雍工作过的老领导大力支

持，各机关单位密切配合，上级业务部门热心指导，编修人员努力工作，苦战

15个春秋，三延下限，五调班子，数易其稿，终将县志修成，工程艰巨，成书不

易。县人民政府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纳雍县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地

反映了具有本县特征的民族文化、民俗风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重

点记述了解放以来全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起伏；突出了经济、科

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资料翔实全面，文词简朴流畅，具有较

强的可读性。

纵观历史，纳雍县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199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1949年的100倍，农业总产值为7．9倍，粮食

总产量为4．44倍；财政收入为1950年的220倍。纳雍是一块正待开发的宝

地。县境内有已探明储量为68亿吨的优质无烟煤，是电力和化肥的重要原

料。有50亿立方米以上的晶墨玉大理石，是建筑和工艺美术品的优质材料。

还有硫铁、锑、铅锌、铜、镍钼、钴、汞和重晶石、硅石、石灰石、粘土、稀土等20

多种矿藏资源，36万亩草场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发

展农业、林业和畜牧业。景色迷人的旅游景点，如总溪河乌江第一漂、吊水岩

银练山庄、过狮河水上游乐园，以及宣慰洞、明月洞、彭家洞、桃源洞等溶洞奇

观，可为中外游客和投资者提供舒适的游乐场所。县城14000 f-I程控电话进

入全国直拨网，开通了127自动寻呼和移动电话。距省城贵阳240公里，距贵

昆铁路滥坝车站77公里，与毗邻的县、市公路畅通无阻。县内各乡镇通电、通

公路。新建的农贸大街、沿河大街，以及乡镇小集镇促进了第三产业快速发

展。以煤炭开发为龙头的乡镇企业成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中国3356}项

目和“长防”、“长治”、农建工程的实施，促进了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人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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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控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纳雍正以一副百业俱兴、政通人和的姿态迈

向21世纪。

横比现实，纳雍与先进市、县差距尚远。我们必须正视历史，面对现实，展

望未来，奋起直追，开拓进取。夯实农业基础，抓好系列开发，发展支柱产业，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是全县69万人民的信心和决心o

《纳雍县志》是纳雍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情书。新志书的出版发行，必将

为有志于认识纳雍、研究纳雍、开发纳雍的人们提供丰富的资料，为纳雍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纳雍县人民政府县长孑当i仅阐
199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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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

载纳雍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着重记述当代。上限除在建置沿革等章节追溯到秦汉时

期外，一般起自清末民初，大部起自民国30年(1941)纳雍设县以后，下限至1997年。中

共纳雍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人任职记述至1998年。

三、全志包括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图、表、录辅之。除概述、大事记、人

物等综合部类外，重点设置建置沿革、人口民族、自然环境等专志20篇，下设章、节、目、子

目。篇目设置既考虑社会基本分工，又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归并某些属性基本相同

的项目，尽可能做到合理、适中。

四、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个别条目则用记事本末体，择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历史上重

大事件记述。

五、人物传记，坚持生不立传。在世人士有其重大业绩者，采用以事系人载入有关专

志。立传人物，以在纳雍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影响较大的人

士为准，事迹力求真实，不作评论。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文除外)，文字要求严谨、朴实、规范。语言简洁、流畅。

七、国名、朝代名一律使用通称。机关团体名一律用记事时名称。历史职官和人名，

均用当时名称，直书其名，不加称谓，需叙职务者，列于人名之前，并用记事时任职。地名

均用记事时原名，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

八、历史纪年，使用记事时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文中“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

年12月16日纳雍解放之前、之后。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各项数据，解放前的用历史资

料，解放后的一般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缺的，用业务部门的数字；解放后与解放前不

符的，采用存疑的办法处理。历史计量，可折合现制者，折合现制注明，不可折合者，按历

史计量记述。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档案、史籍、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回忆材料，以及县内各部门、各

乡镇(包括原来的区)提供的志稿、资料，经考证鉴别后使用，除引文外，均不注明出处。

十、索引按图、表、条目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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