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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平

撰写《西门村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对我

村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发展现状的客观记录；是对我村优势资源

的归纳和宣传；也是对行政村发展模式和产业规划的探索。《西

门村志》应该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一次总结，也是对未

来小康社会建设蓝图的家族谱资料的收录，既可以全面反映本村

历史，还可以顺应百姓认祖归宗的愿望。 《西门村志》既可作为对

外形象宣传和招商引资的资料，也可作为本村百姓了解本地情况，

参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学习材料。《西门村志》把具有地方

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记载下来：可以激发村民爱

村爱家的感情，提高村民对本村各种资源和发展前景的认识，调动

村民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西门村志》不仅是时代的总结，而

且对教育后代，启发他们自强不息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创造

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洱海地区就有了灿烂的石器文化。从

我村西南面的苍山龙泉峰遗址中发掘出的半月形石斧，三角形石

锄、靴形陶锅等说明，我们大理西门村一带的历史是悠久的，我们

的祖先三千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就开始创造着人类

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了。



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就已经懂得金、银、铜、铅的冶炼技

术和细布的织造技术。南诏国建立以后，又把都城由太和城迁至

我村的现三月街赛马场一带，当时叫羊苴咩城。南诏和大理国先

后在此建都五百余年。从此，这块古老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就一直

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平大理后，政

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才东移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重镇。以上说的

一切历史变迁都是在我们大理西门村这块土地上进行的。可见大

理西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的确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

厚的宝地。

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尽管这里山清

水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建国前大部分人依然贫穷落后。加

上战乱、匪患、灾害和瘟疫横行，百姓苦不堪言。直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村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了艰苦

奋斗、勤俭持家的精神，日子终于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的生产积极性

有了空前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已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仅

解决了吃穿问题，许多人家还盖了新房子，家里有了洗衣机、电视、

电话、摩托车、汽车、跟城里人的生活没有两样。随着经济的发展，

村民生活的提高，村里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都有了很大

的发展。．在全国人民奋力奔小康的今天，大理西门村的村民，将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与全体大理市民一道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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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结构，按编撰职务、目录、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志正文(章节体)、后记顺序排列。节以下的标题序码用一、

(一)、1、(1)顺序排列。 ．

二、本志书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忠于历史、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直述史实，述而不论。

三、本志对历史纪年，191 1年前当时通用纪年，并在括号内加

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名实用当时名称，再加注今地名。

四、本志记述时限原则上上限1952年1月，重点突出从建村开

始，下限断在2002年。个别情况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生时起，下限到

2003年。

五、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结合实用图表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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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理西门村是大理市大理镇的—个行政村，由：]t；t-J街、甘家村、洪

家村、水碓村、凤祥村、葱园村、石门村、中和村、大纸房、大水沟等

十个自然村十二个村民小组组成。

大理西门村西至苍山，东至大丽公路(甘家村、洪家村)，南至

宏圣寺一塔，北至崇圣寺三塔，东西长约两公里，南北长约3公里，

总平方面积为6平方公里左右，紧靠大理古城。214国道和大丽

一级公路都由村中或村前穿过，交通十分便利，历史上也是南方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古至今历来都是滇西北的交通枢纽。

据有关资料记载，远在原始社会晚期，大理西门村这片土地上，就

有定居的农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设益州郡，这里是益州郡下属的叶榆县。

南诏时期异牟寻即位不久便将南诏国的王都由太和迁到大厘

城(今喜洲)，然后又从大厘城迁至羊苴咩城(今西门村腹地赛马场

一带)，从此，这里便一直为南诏国的都城。直到唐天复二年(公元

902年)，南诏国灭亡后，这里仍是大理国的都城。

大理西门村有757户，总人口为327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00

人。原有耕地面积1734亩，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大，土地不断被征

用，现有耕地面积941．3亩。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达310天，最

适宜农作物和花木生长，一年繁花似锦，四季如春，是最适合于人

类居住的地区之一。这里山青水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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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杰地灵，实属一块少有的风水宝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的村民并不富裕，各方面的发

展比较缓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片古老、美丽而富

绕的土地才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村民

的收人在逐年增加。特别是自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粮食自给有余，产业结构也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村的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到2003年，实现了粮食

总产量900吨，单产从以前的每亩400多公斤增至1060公斤。农

业经济总收入590万元。全村完成经济总收入8860万元，其中乡

镇企业完成4900万元，非公有制经济收入达3310万元，实现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3748元。

另外，在文化、教育、科技和卫生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由于大理西门村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成绩显著，因此被中共大

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命名为“州级小康示范村”，村党总支也被中

共大理州委命名为基层单位党组织建设的“五个好党总支”。村

下属的水碓村、中和村、洪家村也被中共大理市委、大理市人民政

府命名为“市级文明村”。

但大理西门村的干部群众并没有就此满足，目前，他们正以新

的思维、新的举措以二次创业的精神为建设富裕型小康村而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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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一、行政村大事记

公元779年：南诏王异牟寻在现三月街赛马场一带建羊苴咩

城《大理府志》

公元1488年：苍山绿玉溪、中和溪洪水瀑发，大水淹没大理农

田和村民房屋，中和村、水碓村首当其中，大水入城，形成水患。

《大理府志》

公元1506年：绿玉溪水涨，破石向北，直射大纸房，排西门而

人，城中人屋覆没，西门各村深受其害。《大理府志》

公元1514年5月29日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百间，村民灾难

深重。(《大理科技》1991年2月期董国胜撰文)

公元1515年10月18日，再次发生强烈地震，本村破坏严重。

(见《大理科技》1991年2月期董国胜撰文)

公元1855年：杜文秀起义，遭清廷镇压，战争长达18年之久，

本村破坏惨重。

1925年3月16日大理再次发生强烈地震，本村损失比1514

年和1515年都更为惨重。 (见《大理科技》1991年2期董国胜

撰文)

1934年：大理至昆明公路通车，公路由本村通过。

1940年：大理出现瘟疫病，本村死亡数十人。 (本村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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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1942年：大理霍乱流行，本村死亡较多。 (本村老人口述)

1941年：本村开办了初级小学。

1949年12月：大理解放。

1950年5月：本村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小组j

1951年：本村成立了大理县dgfq乡人民政府。

1952年：本村实行了“土地改革”。

1954年：本村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1965年：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本村也被卷入。

1983年：西门村与全国一样，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西fqd,乡政府成立。

1985年：西门乡人民政府新办公室建成。

1987年：西门乡人民政府改名为西门村公所。

1988年：大理农校由宾川迁入西门村，征地70亩。

1995年：西门村创办了“大理市宏昌经营服务公司”。

．1995年：大理苍山索道在西门村土地上建成，征地40亩。

1997年：西门村创办了全村第一个股份制企业，“大理市榆

峰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3月：西门村的计划生育达到合格村标准。

1997年5月：投资70万元新建了西门村完全小学教学大楼。

1998年：西门村被中共大理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小康

村”。 ．

，1998年3月：三月街观音路商贸区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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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投资60万元新建了村公所办公大楼。

2000年：西门村被中共大理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安全

文明村”。

2000年10月：西门村第一届村民委员会产生。

2000年：西门村被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命名为“州级

小康示范村”。

2001年：投资32万元新建成西门完全小学“教学综合楼”。

2001年：投资40万元新建了西门水厂，解决了人畜饮水的问

题。
‘

．

2001年：水碓村与中和村被中共大理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

为“市级文明村”。 ‘．

．

2001年6月：西门村党总支被中共大理州委、州人民政府命名

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个好党总支”。

2003年：三月街辅助区建成，占地f57亩。

2003年8月5日：西门村第二届村民委员会产生。

2003年8月：《天龙八部影视城》建成，征用西门村土地300

亩。

二、自然村大事记

l、甘家村

1997年完成村中道路硬化；

2001年完成村电路改造；

2003年完成村房、主通路改造；

2003年完成自来水引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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