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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纂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从一书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晋宁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7月22日成立晋宁县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张中宁

副主任吴云辉 。

委 员李德政林文翠段成琪章润李宗成何家先李世林

蔡松培田建才陈光华黄文龙李光学陈春富胡文学

李玉龙朱家友李林李绍强陈文富宋业鉴章成义

关发昌张开鼎李长义李安国马鸣远

1993年9月6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主 任李文清

副主任许明张耀云纳国文

委 员杨绍林余顺华张洪波章润赵晓明高丽君张汝顺

李树恭朱桂良李凤积

1999年11月23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名誉主任王永清

主 任黄家富

副主任蔡杰孙忠李相寿余顺华

委 员蔡永福耿学仁刘志刚陈宗举李树恭毕天福蔡松培

李凤英赵春泉普云明朱桂良李凤积

2001年9月13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名誉主任蔡杰

主 任孟少波

副主任孙忠李相寿余顺华

委 员赵毅耿学仁刘志刚郭汝明毕天福曹开明杨加云

李凤英陈云华吴永华李凤积



2003年12月29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名誉主任蔡杰

主 任孟少波

副主任熊瑞丽李明强李飞鸿

委 员王雷李白高刘志刚郭汝明何永康曹开明杨树勤

赵丽娟王力张兴华张志民吴永华

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李凤积(1987年7月一1993年3月)

主 任朱桂良(1993年3月一1994年11月)

负责人朱桂良(1994年12月一2001年4月)

主 任赵毅(兼，2001年4月一2003年4月)

负责人吴永华(2001年4月一2003年12月)

主 任王雷(兼，2003年12月一 )

负责人吴永华(2003年12月一 )

主 编

执行主编

副主编

编 辑

校 对

照片摄影

顾 问

县志编纂人员

李凤积

吴永华

朱桂良

朱桂良李瑞李润李永芳黄中品李轩李宗成

赵富顺段祖明段增寿张一飞杨成武李凤积吴永华

张家树陈宗举曹彦昭李风积杨成武吴永华

县志办冯毅留杨成武等

梁耀武马颖生

审查验收机构及人员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复审

张鹏翼马颖生尹铭字应军廖国强赵丕德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终审验收

胡华生宋永平姜定中李成鼎 田文桢郑灵琳方爱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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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志》出版问世，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修志事业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世代承传，永不断章。志书以其特有的功能，反映了中华民族世

代生息、荣辱兴衰、治乱沉浮、奋斗不息的史诗历程，给人警醒，供人借鉴。目前，我

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方志事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方兴未

艾。中央明确提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地、县三级政府主要领

导同志的职责”。要求切实把修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期目

标之中。这不仅为修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修志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协

调各方力量，抓好此项工作，编修出无愧时代和人民要求的新方志，留给后人一份历史

文化传世珍品，是县委、县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晋宁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人才辈出。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在这块美丽神奇的土地

上繁衍生息，用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古滇文化作为云南民族

文化的源头，古滇青铜器作为青铜文化中的一朵绚烂奇葩就是最好的说明。建国后，经

过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实践，晋宁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为晋宁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注入了生

机，带来了活力，开创了前景。全县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各项事业蓬勃兴起，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借助优势，晋宁初步形成了以磷矿、化

工、建材、电器、机械为骨干的工业体系；粮食生产基地、蔬菜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

地、奶牛生产基地、生猪生产基地、滇麻鸭生产基地初具规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

滇王庄跻、巾帼英雄李秀、大航海家郑和、诗书画三绝的担当、方志学家方树梅等一大

批优秀人物知名海内外。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一个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晋宁正在古滇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声中阔步前进!

《晋宁县志》作为一部反映晋宁地区的地情书籍，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晋宁区域范

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现状的资料著述，融资料性、地方性、学术性、系统性、时代

性和纪实性为一体，特征显著，值得一读。其功能至少可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管理部门了

解县情、熟悉情况、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咨询服务；可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

提供翔实的资料数据，为晋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提供服务；可为晋宁进一步深化改

革、扩大改革开放、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和让外界了解晋宁提供重要参考；可为晋宁搞好

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本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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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宁县志》作为我县一项庞大的文化事业建设工程，成书不易。在编修过程中，

编纂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理论准备不太充足、经验不多、任

务艰巨的情况下，在省市志办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边实践边学习，边学习边总

结，严格按照志书的体例和要求，工作中不辞劳苦，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广征博采，

精心筛选，去伪存真，精心编写，历经11个春秋，四易篇目，五改志稿，以浅显明白、

通俗易懂的笔调，翔实记述了晋宁自古至今，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

民风，乃至各行各业发展变化的篇幅为150多万字的县志，为晋宁的文化建设事业立下

了功劳，为子孙后世留下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文化财富。为此，县委、县政府、县志编

纂委员会谨向所有参加志书编写的工作人员和曾给予志书编纂以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各

级领导、专家学者、县内外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全县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日益深化

扩大之际，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日益深人人心，形成趋势和充分体现人民心声的今

天，了解历史，把握现实，开创未来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了解晋宁、认识

晋宁，一切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应认真读一读这本书，相信

定会从中受到启迪，获益匪浅。衷心祝愿晋宁修志事业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为中华民

族文化增光添彩。希望全县各级领导干部、人民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

真抓实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再创辉煌，创造晋

宁更加美好的明天。

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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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蠹芜衾囊基等轰羹孟少波晋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一／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是利在当代，泽及后世的一项重要事业。晋宁作为古滇国的都邑，古滇文化的发祥地，

航海家郑和的故乡，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抢救、传承历史文化，记录反映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古为今用，开拓进取，意义深远。

晋宁自明代始纂县志，至1958年曾8次编纂，保存下来的有清康熙五十五年

(1717)、乾隆二十七年(1764)、道光十九年(1840)、民国7年(1918)、32年(1943)、

36年(1947)、1958年的晋宁、昆阳县志9部，为后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1982年，省首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后，晋宁便着手筹备县志编纂工作。1987年，根

据省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中共晋宁县委、县人民政府切实加强对修志工

作的领导，成立了晋宁县志编纂委员会，设立了办公室，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领

导责任制及编辑工作责任制，将支持县志办、向县志提供所需资料的任务落实到乡镇、

部门和单位，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督促，政府主持，举全县之力共襄其成”的修志格

局。全县乡(镇)、部门抽调聘请了熟悉县情、能执笔写作的人士156人，开始编写乡

(镇)志和部门专业志，历时4年，查阅文献档案10万余卷，走访历史知情人和当事人

千余人次，共写出总字数为1 000多万字的《党群志》、《人大志》、《政协志》、《农业

志》等52部专业志，其中至2000年已出版的有36部。在部门志的基础上，县志办于

1993年开始编纂县志，历时两年写出了60余万字的志稿。1994年机构改革中，县志办

撤消，职能划归县民政局、工作受到影响，时断时续。2001年3月，县委、县政府恢复

了县志办的名称，责成加快修志进度。经1年多的努力，撰成了160余万字的送审讨论

稿。2002年12月，县委、县政府邀请省市志办、市社科院的领导、专家、学者、昆明

市县(市)区志办、晋宁县历任五套班子领导、县各部委办局领导160余人对县志稿进

行评审。县志办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时间，抢速度，用半年的时间作了认真修改。

整部县志从宣传发动到出版，前后历时15载。

县志作为县情资料的综合载体，内容涉及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

社会、民俗民风等方方面面，有一县的“百科全书”之称，功能独特，具有资政、教

化、存史作用。发展县域经济，县情是制定政策和措施的重要依据，正确、全面、系统

地认识和把握县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领导科学决策的要求，县志的资政功能不言而

喻。县志作为“百科全书”，包容古往今来，记载境内山川之秀，人文之盛，制度更替，

百业兴衰，人情世故，客观地描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

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史观。爱国当从热爱家乡做起，县志在此又是我们进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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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革命传统、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情操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志

县志涉猎广泛，史料信而有征，记述经过多方查询考证，其中优劣得失、利弊

了然。以之为鉴，具有较强的存史作用。

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部《晋宁县志》，要求立场观点正确，资料运用贴切，编

历代旧志有别。全志在记叙时间上跨度长，记述内容上广博，所需资料繁多，

资料不易，编纂困难特多，这一切都是我县修志前所未有的。修志人员热心史

寂寞，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思想在摸索中前进，在

索，在编纂方法上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实属难能可贵。

编纂是晋宁文化建设史上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著书立说，一代功业，留史后

深远。县志的完成，是省市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县委、县人大、县

关部门、社会各界通力和合作的结果。省市志办、省市社科院及省市各有关部

专家、学者给予悉心指导，省市驻县单位、县属各部门提供了大量史料，曾在

过的县级领导、离退休历任老领导对县志的编纂非常关心和支持，参加编纂的

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和刚入门的新同志，他们满怀对晋宁的一腔热诚，不辞劳

报酬，乐于奉献，广征博采，精心编写，为编修晋宁县志竭尽心力，为全县人

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出版之际，县人民政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谨向关

、支持、帮助和参加过县志编纂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及同志们表示由衷的

意。

代代无穷已，历史千秋鉴后人。阅读县志，更觉家乡美丽可爱。在全县人民加

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大展宏图之际，《晋宁县志》

世，为宣传晋宁，让人们了解晋宁、认识晋宁、热爱晋宁提供了一部较完整、

较系统的地情资料工具书。读史使人明智。透过县志这面历史之镜，总结和借

立足现实。展望和开拓更加美好的明天，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

在新的世纪谱写新的篇章。愿晋宁的明天更美好1

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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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xM,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通古今，详今略古，

实事求是地记述晋宁县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等发展变化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附录等部类组

成，各编之下冠以无题小序。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分编、章、节、

目4个层次记述。人物生不立传，少数有影响的在世人物，予以简介。本籍为主，兼收

客籍，以生年先后为序。图片列于卷首，表格插于有关章节，附录载于书末。

四、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限，按占有资料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下限至2000年，

个别事物记述时问有所伸缩。

五、1958年晋宁、昆阳并县前的人和事，一般按当时行政区划记述，部分作综合记

述。

六、本志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县统计局，按1986年12月国家语委等7部门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七、度量衡大部分按国家规定标准书写，不便换算的一般按历史习惯记述。自然科

学的计量单位符号，按各学科的规定书写。

八、纪年书写。民国前用汉字记朝代年号，括注公历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

书写，加注公历纪年。行文中出现的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等均指20世纪。建国后

统用公历纪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之后简称“建

国后”。

九、行政区划按当时政区名称记载。地名按历史习惯称呼，已更改者括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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