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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

序

西秀区蔡官镇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蔡官镇志》付梓问世之

际，编者邀我作序，盛情之下，作此序言，籍以祝贺。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瑰宝，是世界文化

丛林中的奇葩。中国著名古训“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表明

地方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

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江泽民同志

指出：“编修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

后代的千秋大业”。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领导集体，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要求全党“必须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

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

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辉煌盛世，编修好地方志书，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重任。

修志为用，不仅应当把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

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载入青史，传承后世。更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教化当

代，发挥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功能，通过服务“第一要务”和经济建

设，惠泽千秋。因此，志书一旦出版面世，就应当认真做好“读书用志”的组织工

作，这样才符合党委、政府组织修志的主旨，才不负广大编修人员的艰辛努力。

世纪之初，《蔡官镇志》编修出版，此为蔡官镇先进文化建设之一件大事。

作此短文，以为祝贺。是为序。

杨洪俊

(作者系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

200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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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蔡官镇志》即将付梓，这是蔡官镇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

可贺。

《蔡官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记述了蔡官镇从自然

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编纂地方志，旨在资政、存史、教化。有了这部书，可以窥见蔡官镇历史和

现状的真实概貌，看到这里的先民和今人的艰苦奋斗精神，看到一方热土上广

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成就。

同时，也可以看到蔡官镇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坎坷与曲折，从而探究各项工作

的得失，以便在西部大开发中进一步发挥蔡官镇的优势，聚集各方面力量建设

蔡官镇的美好家园。

《蔡官镇志》出版问世，它的意义重大深远，值得庆贺。我感谢编志人员的

辛苦劳动，为蔡官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于《蔡官镇志》在方

志中的地位，以及它的特色、优点等自有方家慧眼识之，又焉待余之赘言。是

为序。

侯 晏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2003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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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蔡官镇志》完稿付印，应邀作一序以示祝贺。

蔡官修志，亘古未有，此次修志始开历史之先河，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该

志的完成，为蔡官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份较为全面的历史资料。

“忘掉历史就等于背叛”，蔡官的发展之路，是曲折、坎坷和漫长的，凝结了

一代又一代蔡官人的心血和汗水。蔡官人正直、朴实和不屈不挠与大自然抗

争的精神，默默无闻建设自己家园的情结，使人油然而生敬意。由于自然环境

和基础条件较差，起点低，广大群众的付出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在建设道路上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躺在功劳簿上就会驻足不前，如今，蔡官正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蔡官人已逐渐摆脱贫困，步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了解历史，对曾经建设过蔡官的人们的无私奉献充满敬佩之情，展望未

来，蔡官制定的发展宏图不由使人信心百倍，蔡官人已扬帆前行。相信，蔡官

的前途是光明的，蔡官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蔡官镇志》能在短期内出版问世，得益于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

应感谢为该志的编修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

谨此为序。

邹基华

(作者系西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03年10月15日



序 四

时逢盛世，国泰民安，百业新起，文化进步，经济发展，《蔡官镇志》编纂成

稿付印，这是蔡官人民的一大喜事。

蔡官历史悠久，渊源流长。“高山脚下有墙垣，掘地五尺见坟冢”，曾几何

时，我们的先民就在此居住着，生息繁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千

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处于贫穷、落后和饱受战乱的侵扰，今虽流传着重金聘先

生事其子弟识字学文的传说和感人故事，然而那只不过是战乱稍息时绝少数

富庶人家的事，与大多数贫苦老百姓无缘。无怪乎，祖先们没法为我们留下多

少探本求源的记载，实可叹矣! ，

蔡官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生态景观奇特，自然环境良好，人民勤劳朴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稳步向前发展，人民安

居乐业，各行业繁荣昌盛，新兴产业逐步兴旺发达，人民群众正朝着小康社会

迈步前进。《蔡官镇志》的诞生，不仅为蔡官文化增添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而

且也是蔡官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蔡官镇志》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以“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记录和叙述蔡官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涵盖地理、政治、军事、政法、经

济、文化、社会、人物等8个方面。作为方志，本书打破了传统的章节体写法，

采用类目体编纂，体裁新颖，查阅方便、快捷，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趣味性和可

读性。可以说，该书达到了存史、资治和教化的目的。

在21世纪的开足之年，《蔡官镇志》的问世，是蔡官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

非成败留待后人评说。

谨以此《序》向本次编纂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关心、支持、帮助该书成稿付

印的社会各界友人、各级各单位(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兴专

(作者系中共蔡官镇委员会书记)

200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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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五

世纪之初，西秀区人民政府规划，蔡官镇党委、镇人民政府组织领导，调配

资金、人力，始修蔡官镇志。喜得各界通力合作，共襄盛举，历时年余，终已成

稿，付梓之际，可喜可贺!

纵观蔡官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建置变化无定，部分境域隶属

镇宁县、平坝县、普定县、黔西县之插花地。横看各业发展，从志书记事之始，

至明清两代的屯田之治，还是当代的农业、商业的兴起，现在的改革开放，无不

倾注生息于此的先民和今人的艰辛，蔡官各族人民用智慧和勤劳之手创造了

这方热土的历史。志告读者，蔡官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本届修志，因无经验可依，又别于专志和县志，经镇党委、政府统一思想，

对志书体例进行革新，改以往方志的章节体为类目体，以现代科学分类和社会

分工将志书归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政法、文化卫生、社会、人物”八

大类。保持方志内涵，用新方志政治立场观点，记述史实，详今略古，重写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业建设情况，突出1978年后的发展状况，实事求是反

映和突出蔡官地域特点、特色，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

我们将纳之于“读志用志”o继往开来，承前之志，服务好今之改革开放。

志书修成，感慨万千，特志弁言，谨序。

陈军前

(作者系中共蔡官镇委员会副书记、镇人民政府镇长)

2003年10月30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全镇

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

二、蔡官镇辖地以前未编写过志书类资料，本次修志记事历史上溯至有文

字记载之时期，下讫2002年12月31日，主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

官镇的史实，重点记述1978年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史实。对2003年1

月至本志出版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分述于志后。图片收录至出版前。

三、本志体例采用类目体编纂，各类顺序为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政

法、文化卫生、社会、人物。人物传和人名录在同一类别皆以卒年或姓氏笔画

为序。志书各目用“【】，，，子目用“[]”作区别。

四、历史朝代依历史称谓，年代称呼除专指外，均为20世纪。“安顺解放”

日期为1949年11月18日。地名使用各历史时期资料所注名称，现地名除使

用1980年地名普查时核准之名而外，对有误地名进行更改，同时附新旧地名

对照表。

五、入志资料主要源于市、区、镇档案收藏资料、旧志以及各类专著和研

究，对资料明显不足的，采集了部分口碑资料。入志资料已经严格考证、鉴别、

审定，除部分行文需随文作必要注明外，其他一律不注明出处。民族语言文字

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类专志。

六、对于1958年至1976年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的有关数据，经过鉴别后

取用部分比较符合实际的数据。对于各历史阶段的计量单位，为保持历史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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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均照实记录原历史计量单位。

七、对于辖区内的土地面积，本次修志采用土地管理部门保存的航测数

据，而未用习惯亩分。
～

八、对于其他志书上登载蔡官境内的事例有误的地方，本次修志时已进行

甄别，并予以修正。

。。；。Jlf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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