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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此乃中华民族传统之举。(峨．山
彝族自治县党群志>经多方努力和较长时间的工

作，现刊印出书了，这是我县编史修志中的又一

．’可喜成果，表示热烈祝贺!
本志书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采取近详远略的方
法，在广泛搜集资料，反复核实，认真整理的基

础上，以实事求是态度，较为全面、系统、客观
地记述了政党和群团在峨山的主要工作和活动。

以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中共峨山地方组织领导全县

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战斗历程，突出中国共产党峨山地方

组织在全县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志书中既记

述成功和经验，又记述失误和教训。同时，还如

实地记述了1949年前，国民党及其群团组织在

峨山的活动情况。总之，此书详略得当，主线明

晰。

历史是一面镜子。本志的出版，为我们认识

峨山、了解峨山、建设峨山、振兴峨山提供了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要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对我县贯彻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进一步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愿

我们共同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受到启迪，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篇章。

j 袁光翰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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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尊重历

史事实．力求如实地反映各党派和群团组织在峨山活动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上限1943年，但有少量篇幅追朔至以前年代，下

限断在1993年12月。个别人物延伸至1994年。

三、本志按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要求，采取“近详远略”和

以时为序竖写，以类系事横排的原则、方法进行编纂，力求体现

思想性、地方性、专业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四、本志设篇、章、节、目，全志由述、记、志、传、图、

表、录构成，志为主体，图、表插于相关章、节，概述、大事记

冠于志首，附录资料尾坠于后。

五、本志坚持生不列传和“以事系人”的原则，凡涉及人物

一律直书其名。 、 、

六、纪年、各种组织、机构、官职、运动均按当时、当地的

历史称呼进行记述，清朝、民国年号均注明公元纪年。

七、本志所涉及的境内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

当时地理称谓，成立后，使用县政府颁布的标准地名。
-

八、专业术语、度量衡单位、数字书写，均遵循国家主管部

门的规定记述。

九、由于民国时期所存资料极少，所以对中国国民党峨山地

方组织及当时的群团组织仅作简要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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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及中共峨山县委、政

府、人大、政协所属各部、委、办、局的报表、报告、文件、资

料和专志．少部份来源于实地考察和口碑资料，几个部门资料相

矛盾的地方，采用主管部I门的资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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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峨山彝族自治县隶属云南省玉溪地区，位于东经101。52’至

’102。37’，北纬24‘01’至24。32’之间，东与玉溪市、通海县接壤，

南与红河州的石屏县毗邻，西南与新平县山水相依，西北与楚雄

州的双柏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和昆明市的晋宁县相连。地域似

不规则的多边形，东西最大横距74．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56．7

公里。总面积1941平方公里，山区占总面积的96％，坝区仅占

4％。县城双江镇位居县境东南部，距省会昆明市118公里，距

玉溪地委、行署驻地玉溪市28公里，是昆明、玉溪通往思茅、

版纳和连接缅、老、泰的交通要道。1993年，总人口137876

人。有27个民族，其中彝族71255人，占总人口51．7％．汉族

52865人．占38．3％。哈尼族8619人，占6．2％，回族4399

人，占3．2％，其他民族738人，占0．6％。

峨山自秦汉以来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西汉时期

为益州郡俞元县地，唐属南宁州降县地，唐南诏时隶通海都督

府，宋大理政权建立后属秀山郡置昭峨部；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年)，置熠峨州，领筇川、平甸二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年)．降州为县，所辖二县改为乡；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年)，隶临安府宁州，辖兴衣乡、伽罗关巡检司；民国2年

(公元1913年)隶蒙自道；民国19年(公元1930年)，改为峨

山县；1951年，建立峨山民族自治县，划为4区2镇52乡；

1954年，建立峨山县彝族自治区，1956年改为峨山彝族自治县

至今。1993年，辖双江、小街、甸中、化念4镇及宝泉、锦屏、

高平、岔河、塔甸、富良棚、大龙潭、亚尼8乡．下设73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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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办事处)，计567个自然村582个合作社。
'

二十世纪以来，各政党、群团组织纷纷登上政治历史舞台，

全县的政治风云、兴衰成败亦受其影响和运作。民国19年(公

元1930年)，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成立后，在规划成立峨山县

党部的同时，推行“融党于政”的方针。历任民国峨山县长皆为

国民党员，唯国民党之命是从。民国32年(1943年)，中国国

民党峨山县党部经筹备成立。之后，创办“峨山旬报”．开展国

民党党章、党义和“新生活运动”等宣传，并征收发展党员，逐

步在各区设立区分部，随着基层组织的建立，于民国35年

(1946年)11月，成立了．第一届执监委员会。民国36年(1947

年)儿月，成立峨山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实行国民党与三青团

合并，对全县党员总清查，并执行“勘乱之措施”．加紧反共、

防共活动．此间县内地霸、匪患横行，广大人民受尽剥削、压迫

和奴役。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民国38年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国民党在峨山的活动亦终

止。

民国35年(1946年)。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峨山分团经筹

备建立．并于民国36年(1947年)11月与国民党峨山县党部合

并。合并后三青团主任任县党部副书记长，三青团员转为国民党

员。
。

民国时期，峨山县还先后成立教育会、农会、商会、妇女会

等社团，但大多名不副实，时断时续，为期不长，活动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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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斋)到峨山开展工作。从此，峨山县开始了中共领导的革命

活动。1945年，在昆明求学的中共党员、民主青年联盟(简称

民青)成员和进步学生，在经受“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和

考验后。按中共云南省工委指示，有计划地分批回峨山，以教育

事业为掩护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946年7月，组建了中共峨山

县工委．领导建立农村革命据点和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

征税)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群组织。1948

年11月，在省、地工委的领导下，峨山县工委组建游击武装，

实施武装起义．12月峨山游击武装整编为“峨山大队”，经过艰

苦卓绝的斗争，开辟了峨山解放区。1949年6月，“峨山大队”

扩编为“滇中游击支队”，以后又改建为“滇中独立团”；7月县

工委改建为县委；8月峨山县城解放，各区党委和区人民政府及

各乡的党政组织相继产生；10月根据滇中地委的指示，于24日

在甸中镇成立县临时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建政、征粮、迎军工

作。1950年3月。中国人民饵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部分

干部派往峨山工作，加强峨山县委、政府的领导力量，接着设立

部、委、办、局等县委工作机构，开展党务工作，并于1956年

至1993年，先后召开一至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二

三、四、五、六、七届县委，实施对全县的领导。

"1．950年4月至1953年lO月，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清剿

暴乱土匪和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粉碎了敌人的

复辟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1年至1956年，又相继

组织开展了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私营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确

立了全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

1958年至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

动。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

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泛滥，严重地挫伤了广

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工农业生产减产，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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