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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志编纂机构及人员

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3年1月1日成立宜良县志编纂委员会

顾问l严中英l
主任陈世文

副主任冯立学官兴顺

委员李茂林l高元昌l杨思明 刘巩

焦炬侯建华陈安国余绍文

1987年3月27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

顾问李艺群I严中英1

主任l刘 逵1

副主任官兴顺朱加宾l杨荟l余绍文

委员 柴春智 董卜英官自德I高元昌l侯建华朱从华邱英明

l胡以成l 王玮 田明诚莫如舜方国志 吕荣逵

1990年6月12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顾问李艺群l严中英I
主任柴春智

副主任官自德邱世文茶启烈 ，

委 员 l高元昌l朱从华董卜英 吴兆琪朱兴元张思荣 张国良

祁石生龚成彦王玮侯建华马永弟 田明诚陈禧

唐中英方国志 吕荣逵

1996年12月17日编纂委员会调整为

顾问李艺群

主任柴春智

副主任沈季良官自德张正明 董卜英吴平庸焦炬

委员吴兆琪张吉祥朱从华朱兴元 吕荣逵李白祥王骏

祁石生龚成彦周尧侯建华丁华谭卫民 陈禧

吴锦春方国志

岬



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J杨荟』(1983年1月一1985年1月)
余绍文(1985年1月一1986年1月)

吕荣逵(1987年5月一 )

副主任l许禹岷I(1983年1月至1985年1月)
吕荣逵(1986年10月至1987年5月)

顾 问杨思明(1988年8月至1991年8月)

县志编纂人员
主编吕荣逵

编辑马红军李进峰叶俞永赵伟王 刚

撰稿王仁凤杨明辅宗秉仁龚家福f刘荣禄l 徐兰芳杨思明

J李灿然I 王怀琛赵云仙张文超刘桂珍许琼英 吕荣逵

马红军李进峰 叶俞永赵伟王 刚茶启烈 萨本雄

浦承尧邱继辉段林荪

特约撰稿李 硕贺 维杨飞鹤冯立华胡其荣。方国志

余绍文曹声贤

照片摄影宁家荣尹源邱尔文洪顺泉周恩福李建坤

绘 图 许一凡

资料管理许琼英

电脑录入王丽琼李丛英

先后参加过资料搜集的有严则定潘汝明 李桐郑祖荣李红兵

唐似亮许佩兰马琼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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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铭 马颖生赵丕德王道 曾秋月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终审验收

钱成润郭其泰李学忠宋永平李成鼎 郑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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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何耀华

去年一月，惠蒙中共宜良县委、县人民政府盛情邀请，我参加了县志稿评

审会。这次会议使我对宜良地方及新修县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近两载，宜良县志经过认真的修改加工，梓版之际，县里同志嘱我作

序，恳切之情，却之不恭，只好允诺。

宜良是省内修志次数较多的县，明万历三十一年创体以后，至今十次纂修

县志。其中成败参半，可以想见修志之难。本届新修宜良县志，从组建编委会

到志稿交付出版，前后历时十五载。今天付梓的县志，是县委、县政府坚强有

力领导的结果；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用心血凝结起来的；是全县修志人员长

期忘我拼搏，无私奉献的结晶。宜良县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宜良县气候温暖，土壤肥沃，交通称便，物阜民丰，有“滇中粮仓”之称。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宜良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经

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变革日新月异。新县

志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大环境下编修的。这本书有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

用生动的事例，典型而有说服力的数据，着重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宜良县的巨

大发展和变革。可以说，新修宜良县志是宜良县历史变革的客观记录，同时也

是推动宜良未来发展的一根杠杆。对于它的价值的认识，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只有使用它，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之所在。实事求是是宜良县志的另一大特

点，不说空话、大话、假话、套话，不以偏概全，描述任何事物都是实实在在

的。120万字的书稿，建立在1100多万字资料的精选取舍之上，这当中不知

舍掉了多少不准确的东西。实事求是是一切志书价值的源泉，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使志书具有科学性、准确性、深刻性。宜良县志所具有的这个特点，是其

成功之所在。为了让读者使用志书，查验资料的准确性，宜良县志对重要的观

点和材料都注明出处，这是非常难得的，是坚持严谨学风的表现。目前修志，

一般都不注明资料来源，好象所有的观点都是自已的创造，都是自己的见解，

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第一手搜集的。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一看到

这样的志书，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可不可信，靠得住靠不住?宜良县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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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的高度出发，弥补了这一方面的不足。

编纂方法的创新是宜良县志的又一大特点。志书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宜

良县志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使人读后不但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使人能对事物的发展过程有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了解；

宜良县志把逻辑学、修辞学、文献学、编纂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融于修志之中，

对编纂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建立起一个科学性、实践性很强的编纂规范——

县志体型系统。最近几年出版的志书，不乏名志佳作，但能将编纂方法提高到

科学的方法论上来思考的却不多见。此外，很多志书往往忽略成书以后的使用

问题，宜良县志立足于“方便使用，方便查阅，方便电脑储存"，意在使其能发

挥预期的应用效益，其编纂体型融合了章节体与条目体的优势而又避免了两者

的不足。如其有鲜明的记叙主题，严密的框架结构，定量化的资料数据，动态

化的记述方法，检验撰写的反馈控制模式等等，使县志整体水平达到一个相应

的高度。

宜良县志包含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六大方面的内容，

除资政、存史的功能之外，还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宜良县志资料翔实，文风严

谨，文笔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不失为一部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革命

理想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

编纂县志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怎样利用宜良县志是志书出版以后的一件大

事。希望宜良县志出版之后为本县的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这是我对此书的祝愿。

一九九七年十月

(何耀华，研究员，博士导师，现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地方志评奖委员

会委员，中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志副总纂，省通志馆馆长。)



序

序 二

柴春智

地方志编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是利益当代、福被后世的一项重

要事业。宜良自明万历三十一年创修县志，至民国38年凡八次编纂，保存下

来的有清康熙五十五年、乾隆三十二年、乾隆五十一年、民国10年的县志四

部，为后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化史料。

1958年，宜良县人民委员会响应国家倡导，成立机构，投力于社会主义

时期新县志的编纂工作，旋因多种原因辍废。1982年10月省首次地方志工作

会议后，宜良即时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开展工作。1987年，贯彻省

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克期完成地方志编纂"的指示精神，中共宜良县委、县

人民政府切实加强对县志工作的领导，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领导岗位

承包责任制’’及“编写承包责任制"，落实乡镇、部门向县志提供基础资料的任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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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专兼职修志人员148人，3年之中向县志提供乡镇、

部门志38部680万字；县志办公室组织24人的写作班子，至1991年搜集资

料504万字，经过筛选、考订，基本撰成初稿。再经四年磨砺，l 995年10月

提交出讨论稿。1996年1月，县委、县政府邀请省社会科学院、省市志办、

云南大学、省图书馆等单位领导、专家、学者，昆明市县区志办，宜良县历任

五套班子领导共70余人对县志稿进行评审。根据评审意见，县志办公室用了

两年时间认真作出修改。整部县志从宣传发动至交付出版，前后历十五载。

县志是县情的综合性载体。县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础如图书、
档案、统计报表或专门的文字资料获得，但没有任何一种载体能替代县志。一

部县志凡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无不涉及，被誉称为

“一县之百科全书”，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的多种作用。县情是一切政策的出

发点和归宿，系统、全面地把握县情是时代的需要。在社会分工日趋繁细、行

政管理工作日益慎密的当代，县志可以为领导者科学决策提供充足的县情依

据，一定意义上说，县志首先是行政管理之书。其次，县志包容古今，记山川

之秀，人文之盛，制度的更替，百业的兴衰，客观描述历史发展的轨迹，正确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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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人民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因而，县志又是我们进行国际

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情操教育的必不可少的教材。

“志属信史，，，县志搜涉广泛，记述经过多方考证，史料信而有征，具有较强的

存史作用。

本届纂修的《宜良县志》，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部新县志，立场观

点、材料运用、编纂方法均与历代旧志有所不同。民国10年后县志断修70余

年，资料搜集不易，纂修中困难特多。修志人员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引进现代

科学思想，对编纂方法进行了大胆、有益的探索，十分难能可贵。

县志编纂是宜良文化建设史上的一项系统工程，著书立说，一代功业，意

义深远。县志的完成，是省市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县党政部门、

社会各方通力合作的结果。省社会科学院，省、市志办及省、市各有关部门领

导、专家、学者给予切实的指导，省市驻县单位、县属各部门提供了大量史

料，在宜良工作过的历任老领导对县志寄以殷切希望和关怀，参加编纂的人员

极大多数是离退休的老同志和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同志，他们满怀对宜良的一

腔赤诚，甘于奉献，殚思竭虑，为新编宜良县志尽心尽力。出版之际，谨向关

心过、爱护过，帮助过、参加过县志纂修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致以谢忱。

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是以热爱家乡为基础的。宜良地灵人杰，英才辈出，

阅读县志更让人感到家乡的可爱。过去的历史透视了现在，现在的历史透视着

未来，让我们通过县志这面历史之镜，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进一步

推进家乡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愿家乡的未来更加辉煌!

(柴春智，中共宜良县委副书记，宜良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九七年十月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记述全县的历史与

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叙事立足当代，通合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时间上限以事

物、事件的发端为准，下限截止1993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的章节条目体体型。全志由25卷专志

构成，专志各卷的排列为一级设志体式。全志89章262节1193目，120万

字，附125表及地图l幅，示意图9幅。

四、专志各卷分设卷、章、节、条目四级层次，以条目为独立编排、表述

和查阅的最基本单位。其中一级条目采用【 】和黑体字号标引，二级条目用

楷体文字加冒号提顿，三级条目仍用黑体字号表示。

五、为加强志书的整体性，本志除设概述总揽全貌外，在卷、节之下分设

无标题简述和小序，夹叙夹议，以概括事物面貌，彰明因果，揭示规律。

六、人物按传记、简介、表录三类分设，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不论原籍

或客籍，以对本县产生较大作用和影响作为入志人物的选录标准。

七、本志使用的统计数据，以县统计局历史年报资料和省、市、县历史档

案资料为准；重要历史资料采用脚注说明资料来源。

八、民国以前历史纪年的表述，在一级目中，同一历史年号连续出现，仅

括注首次出现年号的公元年代，余后以及对二、三级目均不作注。1949年12

月28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统一使用公元纪年。

九、计量单位使用，1950年以前旧制计量单位按原貌书写，1950年后统

一使用国家现行标准计量名称。

十、为方便查阅，相关条目之间采用“互见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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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6)

Q06)

(206)

Q06)

Q06)

Q06)

Q06)

Q07)

(207)

Q08)

Q09)

Q10)

(210)

(211)

(211)

Q12)

(212)

Q12)

(212)

Q14)

(214)

Q14)

Q15)

(215)

Q15)

Q15)

(215)

Q16)

Q16)

第三章管理⋯⋯⋯⋯⋯⋯⋯⋯(216)

第一节机构⋯⋯⋯⋯⋯⋯⋯(216)

【实业公司】 ⋯⋯⋯⋯⋯⋯⋯(217)

【轻手工业管理局】 ⋯⋯⋯⋯Q17)

【工业交通局】 ⋯⋯⋯⋯⋯⋯Q17)

【工业局】 ⋯⋯⋯⋯⋯⋯⋯⋯Q17)

【安全生产委员会】 ⋯⋯⋯⋯(217)

第二节措施⋯⋯⋯⋯⋯⋯⋯Q18)

【工业计划管理】 ⋯⋯⋯⋯⋯(218)

【工业生产管理】 ⋯⋯⋯⋯⋯(218)

【工业品经营管理】 ⋯⋯⋯⋯(219)

【工业安全监察】 ⋯⋯⋯⋯⋯(219)

表5~4 乡镇煤矿职工非正常死亡

人数

卷六乡镇企业

第一章沿革⋯⋯⋯⋯⋯⋯⋯⋯(222)

第一节结构⋯⋯⋯⋯⋯⋯⋯Q22)

【企业体制结构】 ⋯⋯⋯⋯⋯(222)

【企业产业结构】 ⋯⋯⋯⋯⋯(223)

表伊j 1993年全县乡镇企业统计

第二节 投入与收入⋯⋯⋯⋯⋯Q24)

【企业投资】 ⋯⋯⋯⋯⋯⋯⋯(224)

【企业收入】 ⋯⋯⋯⋯⋯⋯⋯(225)

【职工队伍】 ⋯⋯⋯⋯⋯⋯⋯Q25)

表6~2 1978～1993年乡镇企业总

收入

第二章产业⋯⋯⋯⋯⋯⋯⋯⋯Q26)

第一节农业企业⋯⋯⋯⋯⋯⋯Q26)

【种植企业】 ⋯⋯⋯⋯⋯⋯⋯(226)

【养殖企业】 ⋯⋯⋯⋯⋯⋯⋯Q27)

第二节工业企业⋯⋯⋯⋯⋯⋯Q28)

【煤炭企业】 ⋯⋯⋯⋯⋯⋯⋯(228)

【电力企业】 ⋯⋯⋯⋯⋯⋯⋯(229)

【金属矿冶】 ⋯⋯⋯⋯⋯⋯⋯Q30)

【农机具制造】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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