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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一)

昆明市市长

3

辛q
读完《福保村志》手稿，有感于斯，借此

机会对我市辖区内闻名全国的。中国十佳小康

村”村志编纂的成功表示祝贺。
‘

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

国独有的文化瑰宝。《福保村志》的付梓问世，

是昆明市农村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一件盛事。该

书经历了四个寒暑的辛勤编写，广采博征、索

微求隐。系统地反映了福保村的历史，展现了

福保村的风采和未来，在编纂中得到了省、市、

区志办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不愧为我市农

村文化的一个新亮点。

根植于昆明市区以南的福保村，地处滇

池。三面环水。在历史上福保村与我国广大农

村一样，经历过沧桑巨变，曾是贫穷落后的小

渔村，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书写自己的历史

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福保村始终坚持党的农村

经济政策，积极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并

抓住历史机遇，结合自身实际，大力发展乡镇

企业和集体经济。实现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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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结合，极大地促进了福保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走出了具有福保特色的发展道路。

目前，在福保2．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

崛起了福保彩印包装厂及福保文化城等1 2家

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8．5亿元；发展成为

规模大、设备全、产品新、科技含量高。涉及

文化产业及造纸、印刷、铸管、旅游、商贸等

领域的企业集团。

2003年，全村乡镇企业总收入完成5．75

亿元，上缴国家税金1 700万元，职工人均创税

1．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9881多元。福保村民

通过团结奋斗，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明显

成就，在云南广大农村中率先实现了小康，并

获得全国“‘五个一’先进文明村”、“中国民俗

村”、“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福保村的发展，展示了云南“高原明珠”

——滇池岸畔的一个亮点。福保村是一个人杰

地灵、人才辈出、人才聚集的宝地，不仅全体

村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也为昆明市的发

展乃至全省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还为广大农村

发展经济及建设现代化小康新村积累了经验，

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为了总结历史、创造未

来，福保村编撰了《福保村志》，记载了福保村

民几百年创造的光辉历史，为人们留下了一份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历史宝典。也为我市广

大农村树起了一面明镜。目前，福保村提出了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支撑、文化为动力，坚

持走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进一步促进福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把福保建设成为具有文化产业特色的示范村。

衷心祝愿福保村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创造福保更加美好的未来。

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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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鬻呈翟譬福保村村民委员会主任7 r一

一个国家有国史的编修，一个地方则有地

方志的编纂，这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优良传

统，这个传统已经连续发展了两千多年。20世

纪80年代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百废

俱兴。我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局面。随着省志、

县志的编纂，乡志、村志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随即。一大批乡村志问世了。它系统、全面地

整理和记述了乡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作为

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祖

国、爱家乡、爱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提供了

历史的借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福保村自明代建村以来，已有500余年的

历史。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宝地上繁衍生息。他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捞于海上，锄耕于

田间，筚路蓝缕，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为

开发云南、创造滇池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护

法战争、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为国家、

为民族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并永久地载入

2 1



了史册。但在旧社会，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

福保虽然是“鱼米之乡”，人民生活却十分贫

困，直至解放前夕，村中依然泥滑路烂、房屋

破旧不堪。吃米靠碓舂，吃面用石磨，许多人

家不得温饱。解放后，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改善，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道路曲

折、发展缓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

农村各项政策的落实，各业振兴，福保村摆脱

了单一经济的束缚。发挥城郊优势，成立了农

工商联合公司，形成了多元化的经营格局，实

现了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机结合，大大加

速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福保发生了日新月异的

变化。

至2 0 0 0年末，全村工农业总收入达

7．601 5亿元，上缴国家税金1 603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达9425元，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

路。全村于1990年进入了全省小康村的行列。

这是党的政策英明和社会制度优越的体现。也

是全村广大干部、村民抓住机遇、团结奋斗、艰

苦创业的结果。现在，全村人民正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与时俱进、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沿着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努力把福保建

设成为一个农村工业化、农业集约化、集镇城

市化的开放式、多功能、高效益的新型省会城

郊农村。

任重而道远。为了实现我们既定的目标，

必须认真总结历史发展经验，以自己的历史作

为借鉴，力求广大干部及村民团结一致谋发

展。基于这一思想，我们于2001年成立《福保

村志》编纂委员会，把编纂村志作为我村文化

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并聘请官渡区富有修志

经验的编辑段永林先生为主编，本村离休干部

杨祯及有关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广泛征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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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编纂村志。历时三年，数易其稿。并经省、

市、区志办专家参与审定，成为一部指导思想

正确、史料翔实、文笔通顺的志书。反映了我

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历程。我希望《福保村志》

能成为一本乡土教材，也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地

读一读，了解我们自己家乡、祖先的昨天和今

天，从中汲取营养，并发扬先辈传统，培育民

族精神，奋发图强。团结进取，为建设福保作

出自己的贡献。

福保位于滇池之滨，地灵人杰、四季如春、

花枝不断、房舍栉比、环境清幽、百业兴旺、人

民勤劳好客，更有那滇池扬波，睡美人长卧，四

顾空阔。引人退思，确是一个上好的去处。我

们热忱欢迎各地游人、商家前来福保旅游、观

光、洽谈、开发，以期怡情逸性，共谋发展。

末了。谨向为《福保村志》编纂勤劳工作、

多方帮助指导的同志、方家表示衷心感谢o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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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Y,64、平理论及“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福保村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各项事物

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力求贯通古今，上限追溯到有资料记载的年代，下

限迄至2000年，个别事件顺延至2003年。

三、全志按横排门类，纵叙史实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

原则撰写，由概述、重大事略、正文、图表、人物、附录组成。

四、志内纪年、称谓、地名、币值、度量衡等均按原称记述

(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份，1954年后的币值按改革后的新币值

记述)。所涉数据、符号、书写等，均以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为准。

五、坚持人物“生不立传”的原则。通过“以事叙人”，反映

在世人物的活动(采用简介、表、传体裁记述)。

六、志中“解放前”、“解放后”，或“建国前”、“建国后”均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o

? 七、志中的。村民”均泛指福保村常住人13。鉴于本村95％

以上人口均属汉族，个别少数民族不作注，统以汉族称村民。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正史、志书、相关书报、概况、碑刻、口

碑资料等，并在其基础上加以考证、辨析，力求言而有据，行文

中不再加出处。

九、附录部分收录民间善书、村规章程及重要碑文、劝化文。

力求符合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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