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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镇志》经过历时4年多的编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出版，

这是太平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成果，是全镇3万多人民的共同

心愿，值得庆贺。

《太平镇志》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坚持“存真求实”的修志方针，记述太
平百年史实，纵贯古今，横穿各行各业，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收集了党政军民、

农工商财、教文科卫等各方面资料，充分反映了太平的社会历史，成为具有地方特
色的“一方之全史”，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

编修地方志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经中共太平镇党委、镇人民政府

研究，决定编修《太平镇志》，于2006年7月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镇党委、镇人民

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多次召开编纂工作会，做好协调，投人了人力、物力、财力，

为太平人民办了一桩永续性实事。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辉煌历史的再现，是记载一方自然、政治、经

济、历史、文化、军事、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内容的综合著述。经过全体编纂工

作人员，精心编纂，反复修订，终于完成了这部带有新时代特色的志书，作为一份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永留后世。

编修地方志是～项综合的丁程，本志的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太平镇

志》在编纂过程中，施甸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给予精心指导，帮助审阅志稿；

县级相关部门提供了资料，有关专业技术人士提供了摄影图片；镇直各部门、各单

位、村委会通力合作，提供了大量资料；太平各界有识之士，社会贤达鼎力相助；

太平籍在外供职干部、专业技术人士诚挚关爱，回函提供资料，在此深表致谢!

《太平镇志》出版了，愿为太平建设呕心沥血的广大干部、农民及知识分子；

愿太平籍在外地工作不忘家乡的同志；愿世居太平的各族人民．世代子孙，以史为

鉴，以史励志，更加热爱太平，建设太平，振兴太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

心协力，奋发图强，为太平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创新

的光辉业绩，再绘新的历史画卷。

中共太平镇党委书记 杨体旺(原任)

杨恒伟(时任)

太平镇人民政府镇长杨 烃(原任)

胡义殿(时任)

201 a#-3月



凡例 3

凡 例

一、新编首部《太平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xljlJ,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做到资料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

统一。

二、本志坚持“存真求实”的修志方针，采用新的资料，忠于史实，力求反映历

史的本来面目，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一方之全史”。

三、本志只反映本镇历史和现状诸事物的情况，不是续志，立足于详，力避重

复，删除琐屑碎事，举其大端，择其要事，显其特点，实事求是记述太平镇政治、

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历史。

四、本志体例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用横排纵叙，以横为主，纵横

结合。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述而不作，叙而不议。以述、记、志、录

为表述形式。图、表附于各编章之中，并辅以照片。按事物性质设编章，不受现行

行政管理的限制，相同事物不论隶属关系，编入同一编章。按“事以类从”， “以

类系事”的总要求立目。采用章、节、目排列。章为领属目，目为纵叙目，个别从

节和子目展开叙述。不设孤章孤节，力求立目科学，结构严谨，领属得当，命题准

确，简炼醒目。

五、本志以概述为开篇，继以大事记，设地理、经济、政治、教文科卫、社会、

人物，共6编50章250节724目，附录殿后，共59．6万字。概述纵叙镇情，叙议相辅，

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观古今，记叙有史以来的大事要事，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

体为辅的方法记述。各编均为横排门类，纵述史实。附录收录有存史价值资料。概

述、大事记和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

六、本志本着“略古详今”的原则记述，有的项目因无史料．只作零星和断代

的叙述。故上溯年代有远近之分，因志而定，重在当代。为不割断历史，尽力搜集

资料，特定上限不限，对需溯源的事物，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为统合古今，依据

考证的资料，尽量上溯．一般上限为1912年，下限截至2006年，个别地方记述延伸

N20l 1年。真实记述99年之史实，取事重在施甸建县后，达到存史、资治、教化的

作用。

七、本志所记单位名称及专用述语，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多次出现用简称。

八、本志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50年1月5日，保山县人民政府成立时

间为界。

九、各历史时期的政权机关、官职均以当时习惯称呼为准。地理名称除沿用历史

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十、本志中地名“金岗元”中的“岗”字为地名沿用字，根据施甸县人民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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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标志碑，地名用字以“岗”字为准。单位名

命名时用字，以现行用字“刚”字为准。

十一、本志中涉及到的人物，直书其名，
之词。

“金刚元糖厂”中的“刚”字为单位

不加官衔、蔑称和爱称，不加褒贬

十二、本志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只限已故人物，以本镇籍为主，立传突出有影
响的人士，因公殉职人物，按出生年月排列。只记事迹，不作评述。“烈士谱”着

重记录革命先烈和因公殉难者。 “人物表”统列民国时期至今的镇、村行政长官；

清代科举人员。 “人物录”仅录县级以上机关授予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获得县

级以上颁发的专业技术成果奖获奖者，享受副处级以上待遇人员。专业技术干部只

收录本镇籍或在本镇工作的中高级职称者，本镇籍在外党政军机关供职科级以上干

部，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知名人士，1981年一2007年考取各种院校大学本科生。

十三、大事记中凡有月日可稽者，写明月日。日期无考附于月末，用“同月”表

示。无月只记于季后，用春、夏、秋、冬表示。而季度不详，用“同年”表示。

十四、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文字力求朴实、简

明、通顺。

十五、历史纪年，清代以前年号沿用通称，用汉字书写，用括弧注明公元年

份。民国年号用阿拉伯字，加括弧注明公元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写公元

年号。

十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县、镇有关档案史料，图书、报刊发表的文章，相关专

著，部门专志，市、县、镇相关简报及文件，镇直机关单位和各村委会撰写的资

料，个人提供的资料和社会采访。
十七、本志所用数据，建国前以图书资料为准，建国后以镇政府档案室、统计

站、农经站提供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少部分数字采用镇直部门和各村委会提

供资料数据。

十八、本志的计量单位，民国前度量衡保留当时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用法定计量单位，用阿拉伯字书写。

十九、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对用语、词汇、成语、专用

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一律采用汉字。百分比、百分之几用阿拉伯字。

二十、1942年一1944年滇西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在太平驻军布防，有关史料及

文章对36师部队的编制情况记述不一。据《施甸县志》、《龙陵县志》及抗战后期
保山县长孟立人撰写的《保山战时县政》一书记载“36师属第54军”，读者在阅读

时，以此资料为准。在本志第四编第五章第二节第二目“滇西抗战纪事”相关文章

中记述“36师属第7 I军”，因系众多作者采写，文章录入志书时，未作统一修订，
仅作资料参考，特作说明。

二十一、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为保护知识产权，对文学、戏剧、歌词、对
联、民间文学、历史文献、太平史实文章、新闻作品、摄影作品，均注明出处，署

作者姓名，资料引用无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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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镇一届人太一次会议 太平镇人民政府成立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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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二月十一革皮台

足问艺术表演耍龙舞狮

王也艺术

民间艺术表演踩高跷

一j-，＼
民问艺人袁渣’小脚舞“

赶平街专年业奈文艺从采埋王艺节目

、黉蘼褥一，懑



教育

走平中学校址 等于中学棱址

小学生表演文艺节目

“元旦”文艺汇演 ‘六一”更艺汇潴



兴华是池庵禾刻对联

历史文物

i堡留在太坪子的日箪坦克齿轮 远征军!n1团阵亡病故将士心墓残碑



抗战遗址

大坪子村弦婆山战场遗址地貌

太坪子村小团山盟军高地阵地遗址 太坪干村老渡口作战遗址



自燕风光

5瓢温泉天然浴池 等千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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