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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织金无县志，已逾百年。今欣逢盛世，历13个寒暑，县志修成，可喜可贺。

织金因天下第一洞——织金洞的发现而名声在外，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到织金任职，

深为这里神奇的溶洞，秀丽的山川、温和的气候、丰饶的物产、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彩

的民族风情所陶醉。但是，这里还是一个贫困的地方，离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当远。究其

原因，除经济基础薄弱，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人IZl增长过快等之外，更深层次的

历史症结还有待探索。为此，我热切希望对织金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发展史和现状作

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了解。《织金县志》对此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素材。

阅织金百余年风云变幻，兴衰更替、仁人志士、山川风物，掩卷而思，在织金这片

迷人而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织金人民曾用自己聪颖的智慧、勤劳的双手和不屈不挠的精

神．，创造过无愧于人类历史的业绩，有过自己的光荣与辉煌；曾涌现过无数的志士英

杰，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面对贫困落后的现实，我们拥有许

多，也缺少许多。要改变织金贫困落后的面貌，只能靠我们自己，只能靠生息在这片土

地上的人民的不懈奋斗。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全县人民正加速经济的发展，加快脱贫步伐的今天，认真|鱼I

顾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促进新形势下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

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为此，我希望每个生活在织金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阅读

此书，认真思考，从中获得新的教益和启发。我相信，全县各族人民一定会从自身的历

史积淀中采掘出艰苦创业、勇往直前的动力珍宝；从先辈的足迹里获取英勇不屈、自强

不息的精神食粮，通过讲政治、讲规矩、讲奉献、讲廉洁、讲团结，齐心协力、和衷共

济，共同为织金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而努力奋斗，共创无愧于先辈的业绩与辉煌。

中共织金县委书记毛秋生

一九九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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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_二

序 二

经过13年的努力，《织金县志》终于问世。这是织金县社会丰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大成果，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大喜事，值得庆贺。本人任内能为这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

作序，深感欣慰。

织金古名比喇，是仡佬族的居地之一，由其先民中的把氏管领。南北朝时期的梁末

陈初，彝族默部德施氏先民由其首领阿扯率领入居，后将境地划为的都、陇胯、朵里、

阿架4个则溪进行管领，自隋至明皆为自治之地。清康熙五年(1666)建平远府治理，

后降为平远州。民国初年改为平远县，后改为织金县。宋、元以后，其他民族先后徙

入，使织金成为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县分。下百年来，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在

织金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尤其是从1950年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领导以后，织金在工、农、商、学等各个方面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获得解放的

织金各族人民，奋起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格外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这些辉煌的成绩，《织金县志》已分门别类详尽记载入卷。

织金修志，始于清初，所成旧志有乾隆《平远州志》、道光《平远州志》和光绪

《平远州续志》。这几部旧志都过于简略，读后使人仅知大概。新修的《织金县志》，根

据详今略古的原则，详细记载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1992年前后102年间，县内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民族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观今鉴古、温

故知新的百科全书。尤其是解放以来织金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新成绩，记载

特别翔实，读后使人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将为现在和未来

的人们，特别是为现在和未来领导织金全面工作的人，提供决策的借鉴和参考，避免

6"g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短拙，达到正农冠、知兴替、明得失，推动织金不断发展的

效果。

织金县人民政府县长沈先启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

j



凡 例

尼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编纂的指导思想。在编纂中运用历史唯物丰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求实存真、详今略古的原则，记述织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

二、本志有述、志、记、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设概述、大事记、

人物、附录及分志16篇，各篇记述层次为章、节、目、子目。
‘

三、各篇、章记事，上起有史可稽的年代，下迄1992年。中共织金县委、县人民

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人武部正副职领导人名录延至1997年。

四、人物传，只记对织金有过重要贡献或重大影响的已故人物；对织金有重要贡献

或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记入有关篇章。

五、民国以前历代纪年(含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

六、各篇所记1950年至1955年期间的人民币金额，已按新旧人民币比值折为新人

民币。

七、1950年1月8日为织金县解放日，在此之前的资料记入本书的“解放前"，其

后的资料则记入“解放后"。

八、地名以“织金县地名录”为准，人名职务均使用当时称谓，不加褒贬语。后有变

动的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括注今名。

九，计数计量，解放前一律以原未作折算资料记入，数字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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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货棉布经营⋯⋯⋯⋯⋯⋯⋯⋯⋯⋯⋯⋯⋯⋯⋯⋯⋯⋯⋯⋯⋯(534)

五金交化经营⋯⋯⋯⋯⋯⋯⋯⋯⋯⋯⋯⋯⋯⋯⋯⋯·⋯⋯⋯⋯”(537)

糖烟酒经营⋯⋯⋯⋯⋯⋯⋯⋯⋯⋯⋯⋯⋯⋯⋯⋯⋯⋯⋯⋯⋯⋯(539)

食盐经营⋯⋯⋯⋯⋯⋯⋯⋯⋯⋯⋯⋯⋯⋯⋯⋯⋯⋯⋯⋯⋯⋯⋯(542)

肉类经营⋯⋯⋯⋯⋯⋯⋯⋯⋯⋯⋯⋯⋯⋯⋯⋯⋯⋯⋯⋯⋯⋯⋯(542)

饮食服务⋯⋯⋯⋯⋯⋯⋯⋯⋯⋯⋯⋯⋯⋯⋯⋯·⋯⋯⋯⋯⋯⋯··(545)

风味小吃⋯⋯⋯⋯⋯⋯⋯⋯⋯⋯⋯⋯⋯⋯⋯⋯⋯⋯⋯⋯⋯⋯⋯(545)

外贸⋯⋯⋯···一·⋯⋯⋯⋯⋯⋯⋯⋯⋯·”⋯·⋯⋯·⋯·”⋯⋯⋯·“·(547)

粮油购销⋯⋯⋯⋯⋯⋯⋯⋯⋯⋯⋯⋯⋯⋯⋯⋯⋯⋯⋯⋯⋯⋯⋯(550)

征购·⋯”⋯⋯⋯⋯⋯一⋯·”···⋯⋯·⋯一⋯””⋯”⋯”⋯””⋯⋯·(550)

供应·⋯”⋯⋯⋯⋯⋯⋯⋯··”·⋯·”·⋯⋯⋯⋯⋯⋯．．⋯····”⋯⋯·(554)

粮油储运与调拨⋯⋯⋯⋯⋯⋯⋯⋯·⋯⋯⋯⋯⋯⋯⋯⋯⋯⋯⋯··(556)

第十篇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支⋯⋯⋯⋯⋯⋯⋯⋯⋯⋯⋯⋯⋯⋯⋯⋯⋯⋯⋯⋯⋯⋯⋯

第三节管理监督⋯⋯⋯⋯⋯⋯⋯⋯⋯⋯⋯⋯⋯⋯⋯⋯⋯⋯⋯⋯⋯⋯⋯

第四节公债⋯⋯⋯⋯⋯⋯⋯⋯⋯⋯⋯⋯⋯⋯⋯⋯⋯⋯⋯⋯⋯⋯⋯⋯⋯

第二章 税务⋯⋯⋯⋯⋯⋯⋯⋯⋯⋯⋯⋯⋯⋯⋯⋯⋯⋯⋯⋯⋯⋯⋯⋯⋯

第一节农业税⋯⋯⋯⋯⋯⋯⋯⋯⋯⋯⋯⋯⋯⋯⋯⋯⋯⋯⋯⋯⋯⋯⋯⋯

第二节工商各税⋯⋯⋯⋯⋯⋯⋯⋯⋯⋯⋯⋯⋯⋯⋯⋯⋯⋯⋯⋯⋯⋯⋯

第三节税收管理⋯⋯⋯⋯⋯⋯⋯⋯⋯⋯⋯⋯⋯⋯⋯⋯·⋯⋯⋯⋯·⋯⋯·

第四节利润监交⋯⋯⋯⋯⋯⋯⋯⋯⋯⋯⋯⋯⋯⋯⋯⋯⋯⋯⋯⋯⋯⋯⋯

第五节税收减免⋯⋯⋯⋯⋯⋯⋯⋯⋯⋯⋯⋯⋯⋯⋯⋯⋯⋯⋯⋯⋯⋯⋯

第三章 金融⋯⋯⋯⋯⋯⋯⋯⋯⋯⋯⋯⋯⋯⋯⋯⋯⋯⋯⋯⋯⋯⋯⋯⋯⋯

第一节金融机构⋯⋯⋯⋯⋯⋯⋯⋯⋯⋯⋯⋯⋯⋯⋯⋯⋯⋯⋯⋯⋯⋯⋯

第二节货币⋯⋯⋯⋯⋯⋯⋯⋯⋯⋯⋯⋯⋯⋯⋯⋯⋯⋯⋯⋯⋯⋯⋯⋯⋯

第三节存款储蓄⋯⋯⋯⋯⋯⋯⋯⋯⋯⋯⋯⋯⋯⋯⋯⋯⋯⋯⋯⋯⋯⋯⋯

第四节信贷．．．⋯⋯⋯⋯⋯⋯⋯⋯⋯⋯⋯⋯⋯⋯⋯⋯⋯⋯⋯⋯⋯⋯⋯⋯

第五节保险⋯⋯⋯⋯⋯⋯⋯⋯⋯⋯⋯⋯⋯⋯⋯⋯⋯⋯⋯⋯⋯⋯⋯⋯⋯

第六节民间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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