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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彝族苗族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山水秀丽，地灵人杰。然

而由于种种原因，新华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

却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给后人对新华深层研究带来诸多不便。为更

好地开拓这块古朴的宝地i建设更加美好的新华乡，历届党委、政府

首先考虑的是尽快修编新华乡志，以存史，以资政，以教化，以服务

当代，惠及子孙，启迪民智，以文育人。

幸逢盛世修志，党委、政府下决心组建编委会，抽调人员组成征

集资料和写作班子，在全乡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退休老同志的支持帮

助下，广征博采，经过编纂工作者的一番艰苦努力，精心撰写，半年

多时间便告成书，终于了却了全乡人民多年的夙愿。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出版面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实为新

华乡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

要成果，可喜可贺。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横排纵写，贯通古今，详今略古，观点

正确，体例规范，资料丰富，史实准确，文风朴实。全志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翔实的资料，较全面、系统

地记述了新华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实事求是地记

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华乡所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将

一个崭新的新华展现在世人面前，从中既可找到新华的发展规律，又

揭示了新华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的两个文明建设，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借鉴。是一本直接为未来社会文明建设提供服

务的资料书、工具书。



·2·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

志书的功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因此，我们恳望广大有

志于新华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仁人志士、干部群众，读好志，用好

志。以史为鉴，为振兴新华而奋斗。

《新华彝族苗族乡志》的编纂成书，离不开全乡人民和各部门的

支持，离不开关心家乡建设的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协助，离不开关心新

华发展的历届乡党政老领导的帮助，离不开县史志办的指导，离不开

修志工作者的辛勤笔耕。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共新华彝族苗族乡委员会书记罗洪云

新华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乡长李永良

二Co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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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本

着详今略古，突出当代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为原则进行编纂。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有文献史料记载的历史起，下限至cvOL,年12

月止。

三本志实用条目体进行编纂、分序、凡例、述、记、志、传、

图、表、录等部分。

四 本志行政区划和机构名称按历史称谓记述，特殊情况括号加

注。

五本志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记述，数字及标点符号均按国家规定

书写，涉及计量单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按原计量单位记述，

以后按国务院198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

述。

六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用汉字，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均括注公历纪年，1950年以后，一律用公历纪年。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记述。

八本志人物设传、表、录，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有贡献和业绩

典型者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记述。

九本志资料源于县档案馆、乡及乡级机关和村档案室档案，史

料文献，旧志和涉及各村、单位提供的资料，部分来源于社会上的口

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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