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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1984．5—1986．3)

主任 薛桂英 (女，副市长)．

副主任 张子贵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委员． 李中华 (市文化局副局长)

吴映华 (女，市统计局局长)

李尚信 (市档案馆馆长) ．

马荣兴 (市政府办公室地方志科)

第二届

(1986．4一 )

主任 陈忠祺 (市人大主任)

副主任 余蕴祥 (副市长)

委员 李正友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李永森 (市委办公室主任)

袁汉卿 (市委宣传部部长)

杨永泉 (市经委主任)

。 周令武 (市计委主任)，。

．陈忠志 (市劳动人事局局长)

l白家禄l (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I罗家禧i (州直属企业党委副书记)

徐克昌 (市政协办公室主任)

分管副市长 ，．

余蕴祥(1986．4—1987．10)

杨德保(1987．11—1993．3)

杨汝学(1993．4一 )

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赛双恩(1987．3—1993．2)

张德兴(1993．3一 )

工作人员董莉(女)汤行超杨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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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市志》编纂人员

主 编 赛双恩(1986．4—1999_．12)

汤行超(1993．6—1996．11)

特邀编辑 李景煜(1995．5—1996．11)

编辑、编务汤行超 廖惠民 苏绍孔 张德兴

’

杨辉(女)董莉(女)谭光荣 普忠科

周国祥 周丕功 徐伟 I万之泰l

普惠良 李广德 普孝忠 张福德

图圈 朱仲文． 傅美泽(女)

彩图摄影、搜集 何振泰张孟生郭建华 陈刚 梁建云

彩图编辑
’

黄泰柏何振泰

部门志、资料主编(主笔) 何耀祥 李广德 杨佳云

何振泰 陈子华 王雪英(女)文占月

邱家栋 叶炳泉 胡昌志 李自操 ．

唐顺藩 李培源 吴映华(女) 罗绍义。

李培仁 陈培天 韩国鑫 苏宝林

马凡 李振声 赵翠珍(女) 李克勤

杨朝品
7 余实 黄敬知 段希陶

黄克龙 李家福 计竹英(女) 亚忠明’

．王昌龄 李新成 余玉龙 林永先
。

．’车发鹏 马如恩 陈少敏(女)俞宏云
·‘

杨应华， 岳中谦 邵永寿 王京战

李重祚 白永寿 罗家才 I固丝堑I
’

王增先 高松友 杨瑞生 唐超

·， 谭鸿滨 曹定安 余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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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验收

审 定

出版审批

<开远市志：》审查验收人员

陈忠祺(原市人大主任，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张周令(原市人大副主任)

卢占清(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周国祥(原市委党校副校长)

陈柱国 (红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副编审)

张文纲(原红河州志办主任，副编审)

郭其泰．(云南省志办副主任，副编审)

李学忠(云南省志办副主任，副编审)

宋永平(云南省志办主任助理，编辑)

吴於松(女，云南省志办助理编辑) 、

段登陆(红河州委副书记，原开远市长)

罗中先(开远市委书记兼市人大主任)

开远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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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远旧称阿迷，地处滇南，历史悠久。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治，至今已

2000余年。远在距今1500。800万年前后的晚中新世，今市属小龙潭盆地曾是腊玛古猿

的栖息繁衍之地。小龙潭出土的古猿化石蜚声国内外，在证实滇中高原是人类发祥地之

一的课题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开远自古为云南抵达东南亚各国的通道。滇越铁路通车后，为云南南出海外、东连中

原的必经枢纽，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中外物资于此集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滇南

兵家必争之地，曾是抗日战争中我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号称南疆锁钥。

被称为龙潭煤系的小龙潭煤田是世界上迄今已发现开采的特厚褐煤田之一，储量

lO．93亿吨，是我国大型露天褐煤生产基地，1990年褐煤产量达404万吨以上。装机容量

60万千瓦的小龙潭坑口火力发电厂的建设，变运煤为输电，有力地推动着滇南地区工农

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开远世居的汉、彝、苗、回、壮等各族人民，是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人民。他们长期反

对过封建领主和土司的压迫，抗击过法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压榨。早在1928年中共云南

省工委就在开远火车站建立党的地下特别支部，组织领导铁路沿线的工农群众开展反帝

反蒋的政治斗争。40年代后期组织地方革命武装，配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开

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远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深

化改革开放，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创造性地忘我劳动，不断谱写划时

代的新篇章，把开远建成云南省内煤电能源、化工、建材的重要基地。城建基础设施胚步
配套完善，各种商品的批发市场已经形成，文卫科教事业蒸蒸日上，正在形成一个商贸中

心，已具备了较好的投资环境。
。

开远在元明以后，人文蔚起。曾有与明代名士杨慎一夜咏成百首梅花诗的进士王廷

表，有历任广东泗川提督的武将马维骐，有为建立新中国而壮烈牺牲的志士，有舍己救人
韵“永不凋谢的小红花”。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开远从清嘉庆元年(1796)修成第三部<阿迷

州志>后，地方多事，迄今200年未续修，这也从一个侧面透视了“盛世修志”的规律。本届

修志，是在各级党政领导的主持，省、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卞按计划进行的：

我市修志历时13年，成书百万字，上溯事物发端，下迄1990年，按详今略古原则，本实事

求是精神，用新的观点、新的体例，集可以收罗的历史资料，记一地兴衰变迁源流。虽不能

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于开远的自然条件、经济生活、政治建置、军事形

势，以及人文社教的高风，体育卫生的发展，民族风情的多彩，土特名产的风味，旅游资源

的开发等等，可一编在手，尽览无遗，实可谓市情的总汇，一方之全史。是一部具有时代特

色，突出地方特点，有一定思想性、科学性的好志书。其问所记，关乎世道人心，为存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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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化之不可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我国千

百年来的古训。在12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总结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占有和掌握这一时期的资料显得尤为重要。全国

如此，开远亦然。要建设发展开远的明天，就先要了解认识开远的昨天和今天。新编<开

远市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记述尤为翔实，是一部极好的乡土教材，是多功能、大

容量的资料信息库，可供各行业的领导者、投资者、科研人员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科学依

据。我们殷切地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党政领导、干部、职工及有阅读能力的市民认真一

读。开发利用好志书中蕴藏的丰富资源，更深刻地认识开远市情，开阔眼界，为建设更加

美好的新开远提出好建议，作出新贡献。
。

、

在新市志即将和全市人民见面之际，谨代表中共开远市委、市人大、市人民政府、市政

协、市纪委向支持编撰本志的各族各界人民、各级党政军领导和数以百计辛勤笔耕的编撰

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和由衷的敬意。感谢你们通力合作，给后人留下这一份珍贵的财富。

中共开远市委书记 罗中先

开远市人民政府市长段登陆
一九九六年一月



凡 例

一、<开远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遵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精神，力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一方地域内自然、社会各部类事物的历史和现状。鉴古

知今，为当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志书并用图、述、记、志、传、录六体，各体自成系统，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有机组

合为全志大系统。卷首置彩图，形象展示地方特色和古今风采。继设总述、大事记，提纲

挈领，总揽全书：总述撮地区时空大势大略概而述之，稍带策论性；犬事记时经事纬，以编

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志为主体，共30章，横分门类，纵述历史，按经济基础、上层

建筑顺序排列，章下设节、目等层次。再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知人论世，彰往昭

来。附录殿后，作历史钩沉，备供参考。志文酌附表图，以简约文辞，利于归纳、排比。

三、志书上限溯至有据可考之时，下限截至1990年。

四、按详今略古(建置、文物等除外)，详独略同，详特点略一般的原则选材记事。采用

语体文，著述体，力求精炼准确。

五、沿用中国历史年号纪年时，括注公历纪年，在一个大的段落内，同一年号的年份只

注首次。20—80年代均指20世纪内。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记述历史时沿

用原称，必要时括注现行计量单位。“中华民国”按通例简称“民国”，“中国共产党”简称

。中共”。人物、机构、党团等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开远旧有阿宁、阿迷之称，建置有州、

县、市之变。除大事记、建置等篇外，为记述方便，概称开远。1950—1955年，市场流通旧人

民币，为避免频频加注，亦统记为新人民币值，新币1元抵旧币1万元。
’

’

六、志书资料来自各部门单位及省、市档案馆，亦慎用部分口碑资料。一历史资料重点

参阅清代康熙、雍正和嘉庆3部<阿迷州志>及民国时期的地志编辑资料。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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