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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嵩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洪苍

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是一块明镜。古人云：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修志更有其重要

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对广大人民群

众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和近现代史教育，激励人们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建设家乡的热情，增强人们

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可以为各级组织领导

明地情、断大事、寻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依

据，充分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功

能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县白邑乡团结办事处

倡导并组织编纂村史村志的做法，实在是一明智之

举，与中央、省、市、县的要求完全吻合。

纵观回子营属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地灵

人杰，民风淳朴。近千年来，这里的回汉村民和睦

亲善，勤劳智慧．崇尚文明，讲究礼貌，历史上曾

被誉为“礼义之邦”或“盘江之源”、“鱼米之乡”o



尤其是共和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下，民族、宗教政策不断落实，民族之

间更加和睦团结。他们休戚相关、同舟共济、相互

支持、互相帮助、携手并肩、艰苦奋斗，共同为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尽责尽力，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些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充分说明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

不开汉族”这一伟大真理；同时，对于人民创造历

史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把历史——特别是盛世

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并载入史册，这不仅是我们

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也是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谋求发展的需要。它既是党中央的号召，

亦是人民的夙愿。希望一切有识之士，牢记党和人

民的期望，不负历史的重托，尽心竭力，努力工作，

求实存真，辛勤笔耕，使地方志“伴民族，随历史，

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为弘扬民族文化，充实和丰

富祖国的文化宝库作出积极的贡献。

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谨此为序。

1998年lO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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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团结办事处党总支书记王世德

团结办事处主 任吴永福

自古以来，回子营便居住着回、汉两个民族。

他们同饮一潭水，共烧一山柴，和睦相处，互相帮

助，亲密无间，在这块沃土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

解放前，这里的回、汉村民深受“三座大山”

的压迫和奴役，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再加之兵燹

匪患及天灾人祸的威胁，村民更是苦不堪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

领导下，回、汉村民斗地主、分田地，翻身做主人。

民族经济逐渐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科技兴农，村民同心同德干四

化，kt,kt,实实奔小康。各行各业有了较快发展，集

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员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怀支持下，

在当地历届领导班子和村民的不懈努力下，本村农

田水利建设逐年发展，林业工作大有起色，文教卫

生事业不断加强，计划生育工作进展顺利，工副业



发展迅速，村容村貌大有改观，初步呈现出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

温故能知新，继往能开来。只有了解家乡，才

能热爱家乡；只有热爱家乡，才能建设好家乡。为

了使广大村民——特别是年轻人不忘历史，正视现
实，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并能激发斗志，放

眼未来，群策群力，开拓进取，拼搏奋进，把家乡

建设成一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环境

优美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总支、办事处经

过反复研究，决定编写《团结办事处简志》(即《回

子营村志》)；并聘请嵩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马洪苍、

原寻句县人大主任杨光斗、耋耄老人马延年及云大

教授马荣柱为顾问，县人民政府史志办副编审马金

选担任主编(主笔)，原团结大队(办事处前身)老

书记马孝忠、办事处文书马平贤及杨光文参与搜资、

编辑工作。在编纂本书过程中，马洪苍等领导同志

给予极大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于百忙之暇，亲自

审阅并修改志稿；其它几位顾问和搜资编辑人员，

不辞辛劳，内查外调，废寝忘食，辛勤努力，均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我们谨代表办事处、

党总支及全体村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和崇高

的敬礼!

本书是团结办事处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珍贵地方

文献，是本办事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记录。她的出



版问世，既是各级党政领导的职责和政绩，亦是各

级领导和一切有识之士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同时还

是全体村民多年的夙愿。希望人们能够喜欢她o

1998年lO月26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回子营村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

政治各项事物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力求贯通古今。上限追溯到有资料记

载的年代，下迄1998年。

三、鉴于村制规模小、时空跨度大等因素，采

用纲目体式，分门目、纲目、类目、条目，以条目

为撰写实体，使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全志按横排门

类、纵叙史实、事以类从、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原则，由概述、重大事略、正文、图(照)表、‘人

物、附录组成。

四、志内纪年、称渭、地名、币值、粮食等按

原称记述(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1954年后的

的币值按改革后的新币值记述。所涉数据、符号、

书写等，均以国家职能部门公布的有关规定为准。

五、人物除以事叙人外，采用传、表、录体裁

记述。立传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志中“解放前”、“解放后”均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后o ．



七、志中的“村民”，除注明回族村民外，其余
均含回、汉族村民。 ．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正史、志书、相关书报、

概况、碑刻、口碑资料等；并加以考证、辩析，力

求言而有据；行文中不再加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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