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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1982．12。1985．1)

主任李林峰(1982．12～1984．1)

王洪周(副县长1984．2—1985．2)

副主任 周成立董其美

委员 倪家宁 李忠才 滕兴祚 李树先施教

李学义谭英才 李茂桐 鲁忠良 杨壬林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专职委员

第二届(1985．2—1986．3)

潘 波(1985．2—1986．2)

郭家植(1986．3。 )

倪家宁 王洪周 周成立 杨崇福 朱维轩

李如枝李自友杨玉祥李树先施永祥

李永华 施庆山 徐丕超周国武 鲁忠良

郎美仙 李思仁 邢开荣 杨平钦姚自明

汤树昆钟世炳 李寿清 李广茂 孙发

田培仁徐永祯 刘 文 王楚玉 苏培义

王思良徐家寿 王中兴施 华 苏家鹄

余永华

朱维轩杨壬林袁忠富

一

。i

搿。—璺工■簪jJl黟棼～刮l甜钿髦■飞●●．|邓●世糟靖—■J，渤澍翻蚕●0毒冒曩■蘧》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专职委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第三届(1986．4～1990．4)

郭家植

倪家宁

施永祥

李树先

田培仁

杨平钦

孙发

杨壬林

周成立

鲁忠良

王思良

苏培礼

周国武

徐家寿

袁忠富

杨崇福

丁治富

李永华

赵振华

谭英才

朱维轩(专职)

李如华杨玉祥

钟世炳李寿清

杨伟苏培义

李广茂施庆山

第四届(1990．5。1993．7)

张凤全

杨树荣 李 刚 尹以发周成立

何权(1991年1月任命，未到职)

杨玉祥 李树先 杨平钦 苏发生

李存段有明 赵廷康刘 刚

蒋明辉 刘龙仁 李成林沈家高

李永祥

第五届(1993．7～

高建辉沐家荣

鲁忠良

尹朝臻

徐丕超

杞奋发
庹兴发

李世顺

主任鲁朝佐

副主任 杨树荣(～1994．11)李天云 尹以发 王克述姚自达

委 员 马 明 李国沛 李维龙 罗绍成 李久生 赖 荣

王光荣 苏发生 苏培礼冯应宏 刘龙仁 苗正富

飞正友郭家华 杞奋发段兴元付有明 李永祥

苏家凯 王学英 李诗兰 杨泽桂 刘 刚 谭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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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和

马荣春

钱成润

张家安

倪家宁

《双柏县志》顾问

原楚雄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原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原双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原政协双柏县委员会主席

《双柏县志》编纂人员

第一阶段

总 编杨壬林(1985．2。1988．4)

主 编 沐家荣(1988．10。1993．7)

副主编 姚自达(1991．1。1993．7)

编纂人员 沐家荣(编辑) 姚自达(编辑) 朱维轩(编辑)

张存汜(资料员) 朱．龙(中教二级)
编 务 谭 琦(资料员) 魏 星(资料员) 谭家英

部分编章编写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永国 艾自华 田培仁 李雄 李贵林李绍堂

李家源 杨 宁 杨光裕 苏丕光 高顺先顾影渠

阙振宇潘林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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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楚雄彝族自治州副州长

原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原双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原政协双柏县委员会主席

《双柏县志》编纂人员

第一阶段

总 编杨壬林(1985．2。1988．4)

主 编 沐家荣(1988．10。1993．7)

副主编 姚自达(1991．1。19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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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存汜(资料员) 朱．龙(中教二级)
编 务 谭 琦(资料员) 魏 星(资料员) 谭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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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国 艾自华 田培仁 李雄 李贵林李绍堂

李家源 杨 宁 杨光裕 苏丕光 高顺先顾影渠

阙振宇潘林宏



主

编

编

辑

特约编辑

编 务

照片摄影

第二阶段

姚自达(编辑)

姚自达张存渑(助编)

谭家英(助编)

韦绍翔赵建华杨大林

沐家荣谭琦李金昌

苏策骅 李盛昌 蒋明辉

潘林宏 管辉李彬

孔祥庚

朱龙(助编)

高顺先

瑚l!．自达

杨明富

朱龙

校 对姚自达 张存渑谭家英谭琦邢光洪

双柏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双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2．12～1987．6)

主 任

副主任

董其美(兼1982．12～1983．12)

王洪周(兼1985．2～1985．5)

杨壬林(1985．5～1987．6)

李树先(兼1982．12．1985．2)

朱维轩(1985．2～1986．4)

袁忠富(1985．2。1987．7)

沐家荣(1985．5．1987．6)

二 双柏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7一)

主任杨壬林(1987．7～1989．5)

钱兴华

苏轼冰



主

编

编

辑

特约编辑

编 务

照片摄影

第二阶段

姚自达(编辑)

姚自达张存渑(助编)

谭家英(助编)

韦绍翔赵建华杨大林

沐家荣谭琦李金昌

苏策骅 李盛昌 蒋明辉

潘林宏 管辉李彬

孔祥庚

朱龙(助编)

高顺先

瑚l!．自达

杨明富

朱龙

校 对姚自达 张存渑谭家英谭琦邢光洪

双柏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双柏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2．12～1987．6)

主 任

副主任

董其美(兼1982．12～1983．12)

王洪周(兼1985．2～1985．5)

杨壬林(1985．5～1987．6)

李树先(兼1982．12．1985．2)

朱维轩(1985．2～1986．4)

袁忠富(1985．2。1987．7)

沐家荣(1985．5．1987．6)

二 双柏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7一)

主任杨壬林(1987．7～1989．5)

钱兴华

苏轼冰



沐家荣(1989．5。1993．4)

姚自达(1993．4。 )

副主任朱雏轩(1987．7～1988．3)

沐家荣(1988．3～1989．4)

张存渑(1996．8～ )

工作人员名单(按先后顺序排列)

杨壬林(1982．12。1988．4离休)

袁忠富(1982．12～1986．8)

沐家荣(1982．12。1995．11)

高顺先(1982．12～1984．2)

谢光诚(1982．12—1985．6)

朱维轩(1983．12—1990．6退休)

期色自达(1985．6。 )

张存泡(1987．7一 )

魏 星(1987．12～1990．3)

谭琦(1988．1． )

谭家英(1989．11一 )

朱龙(1991．1．1996．3)

李金昌(1996．5～ )

邢光洪(1996．9～ )

高中德

芮增瑞

廖文美

朱正纪

吴文伟

县外参加审稿领导及有关人员

李春和

杨春茂

戴维纯

杨光忠

杨 丽

马荣春

黄养心

李 坤

汪云祥

李富荣

钱成润

邵长京

贾沛仪
刘凤春

龙志斌

徐文德

段雪峰

李文臻

史岳灵

倪琼珍

李 寿

赵志刚

孟绍德

施放

金维和

杨和森

李嘉相

王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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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柏县志》审稿单位、验收人员

自审单位 中共双柏县委员会双柏县人民政府

双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内部总审人员 张永仁(中共双柏县委书记)

鲁朝佐(县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李天云(中共双柏县委副书记)

李忠才(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毕家荣(政协双柏县委员会主席)

韦思祥(中共双柏县纪委书记)

李维龙(中共双柏县委宣传部长)

王克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尹以发(政协双柏县委员会副主席)

姚自达(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

特殊内容审定 保密：双柏县国家保密局

军事：楚雄军分区和县人武部

民族：双柏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初审单位

初审人员

终审单位

终审人员

宗教：县委统战部

数据：双柏县统计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李春和杜晋宏杨长富 杨和森

廖文美赵志刚 戴维纯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钱成润 郭其泰李学忠 宋永平

黄养心邵长京

吴於松丁松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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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双柏县委书记张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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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一

一部了解双柏、开发双柏和进行爱党、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教材。<双柏县志>出版问

世之后，全县各级干部要充分利用此书，为双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

今天，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各项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样的大好

形势下，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更新观念，振奋精神，团结奋进，加快发展，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为建设双柏、发展双柏、繁荣双柏而努力奋斗。

1995年6月



．序 二

轰箍量鑫曩磊蜜矗茬鲁朝佐双柏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日唧。“

新编<双柏县志>，历12年的艰辛，数易其稿，经有关部门和专家审定，由云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双柏县思想、文化建设的宏伟工程。它的问

世，对于深化县情的认识，借鉴历史的经验，促进我县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步伐将发挥重大作用。
，

本志的编纂，大致经历了宣传发动、组织指导编写部门志、分纂初稿、总纂全志、

审改、出版几个阶段。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组织编修、各部门积极配合、众手成

书的修志格局。10多年来，在县委的领导下，历经五届政府参加组织领导，县委负责

同志和我的前任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凡编纂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得到拍板定案，

并精心指导实施，同时得到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的关怀和支持；全体编修人员的艰苦

努力，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使这一继往开来的系统工程得以持续发展。

<双柏县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严肃审慎的态度，

极大的政治热情，翔实的史料，如实地记述了双柏的历史与现状，着重反映了建国以来

双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成就，讴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

比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融资料性与科学性为一体，观点正确，资料翔实，

内容全面，体例得当，文风端正，地方和时代特点鲜明，是一部了解双柏、建设彝乡、

振兴经济、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资料性工具书和乡土教材。为此，我建议全县干部，

尤其是领导干部值得认真一读。

<双柏县志>是在县属各部门广泛编写部门(专业)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参与

提供资料和编写人员数以百计，他们为县志的编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得到了省、

州、县档案馆、图书馆，省、州地方志办公室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和曾经同双柏人民一

起生活、战斗过的老干部、老党员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为我们提供了不少资料和宝

贵意见。值此，我向所有关心、支持<双柏县志>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编纂<双柏县志>工程浩繁，资料缺乏，经验不足，水平有限，疏漏与差错之处在

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1995年6月



序 三

亍鬈地嘉志爹繁会尹譬主篙钱成润< 双 柏 县 志 > 顾 问
n帆矿1

在<双柏县志>的编纂过程中，我参与了少量工作，并受聘为顾问，因此比较熟悉

其编纂过程和志书情况。这部志书既反映了双柏的实际，又严格遵守志规志法，且不乏

新意，是一部科学严谨，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志书。做到这一点是不

容易的，它是十几年来双柏县历任党政领导和地方志编纂人员努力奋斗的成果。

双柏是楚雄彝族自治州最大的山区县，设制最早。元、明、清时期置南安州，为省

内四个穷州之一，同时也是全省比较典型的山区，全县找不到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

但这里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质朴，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相传，旧时有一位

到南安州做父母官的，初来乍到，便到各地巡察，在了解民情地情后写了一副对联，叫

做“重山重山万重山，南安难安真难安”。这副对联反映了南安州的地理特点，也说出

了历史上南安州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特点——“难安”。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难

安”，又是双柏县各族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折光反映。双柏县40％以上是少数民

族，解放前倍受欺凌和压迫，他们不堪其苦，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如鲁魁山

彝民大起义、哀牢山彝民大起义等，都给统治阶级以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在统治者们看

来，这里确实是一块“难安”的地方。而今人民当政，河清海晏，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共建社会主义新双柏，真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双柏县志>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

方志，反映好它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写各族人民的革命史、创业史，反映双柏

丰富资源及其广阔的开发前景，是摆在修志者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经过10年努力，

他们交了合格的答卷。<双柏县志>百业皆陈，纵横交错、条分缕贯，特点突出。如在

大事记中记述了各族人民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突出了其历史特点；民族志反映了彝汉

各族共拓边陲、团结奋斗的历程；地理编反映了多姿的大地、丰富的矿产、水力、林业

资源；还有经济、政治、文化、人物各编中的山地生产、山区文化和山区人民生活，色

彩比较鲜明。史料是翔实的，文字是朴实无华的。它既是双柏历史和现状、自然与社会

的实录，也展示了其灿烂的开发前景。 ，

在表现形式上，<双柏县志>又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较纯熟地运用了志书体例，且

有重有轻，有取有舍，其中也不乏创新之处。例如林业是双柏资源的一大优势，就加大

份量，浓墨重彩，渔业则减少份量，降格为章；妥甸酱油驰名省内外，升格与工业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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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并列；双柏古彝文彝书数量多、价值大，是彝语南部方言的代表，列为重要文物记

述；还有人物志中增加了<在双柏县工作满35年及其以上的外地干部名录表>，尚属创

例，这是从双柏是山区县、工作艰苦、需要不断引进人才的实际出发的。在各大部类的

排列上。采用了由经济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再到人物的顺序，有别于一般做法，且不

无道理。

人们常说：方志姓“方”，其体例“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指的就是在运用方志学

理论中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遵循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的原则而有所轻重异

同，绝不是机械地照搬原理。再说，新方志理论尚在形成之中，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和完善。广大的修志工作者应在实践中勇于创新。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把地情吃

透，一方面要努力钻研方志学理论，并在此二者的结合上下功夫。双柏县志的编纂者们

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该志的主编、办公室主任和工作人员多系本地人或长期在双柏县工

作的彝汉干部，他们谙熟地情，并在编纂实践中下苦功夫学习方志理论，学习外地经

验，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双柏县志总纂方案>，并经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打印

成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总纂意识，严格的行文规范与明确的职责分工，使编纂工作得

以有条不紊地进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那种虚心求教，广纳众议的精神，在三次大

的修改中都能诚心地请老同志把关，拜能者为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这部志

书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保证了应有的质量。

感谢<双柏县志>的领导者和编纂者，经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为双柏县各族人

民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1995年10月于昆明

＼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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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溯古

贯今，系统地记述全县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服务。

二、本志以现今行政区划为记述对象，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变更，仅在有关章节中反

映。

三、本志上限不限，下限一般为1987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少数内容延至本

志脱稿时。

四、本志按照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平头列志，以编章统领，以节或目进行

记述。各编之前冠以简述，挈示概貌。排列顺序为照片、编纂职名录、目录、序言、凡

例、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民族、综合经济、农牧渔业、林业、水利电力、工

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商业、粮食、财政税务、金融、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劳动

人事、政法、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医药、社会、人物、附录、编纂始末。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六、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七、生人不立传；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亦收录少数主要活动在双柏，并有突出贡

献的客籍去世人物；职官列名分别附录于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军事诸编中；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录至获省部(军)级及其以上表彰人员；其他有贡献的在世人物则通过

以事系人的方式在有关章节中记述反映。

八、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依年辑入

大事记和有关编章。

九、历代政府、党派、团体、职官、人名、行政区名、族名和地名等，均按当时称

谓记述，必要时夹注今名。

十、各种名称、术语，以有关方面审定者为准，未经审定或统一的从习惯。记述时

一律用全称，有的称谓过长需要简称的，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并注明简称。

十一、凡历史上和学术上有争论而无定论的问题，多说并列，阙疑存考，不作结

论。，

十二、相互交叉事物，为力避重复，此详彼略，详略互见。

十三、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括内注明公历纪年；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建国后采用公历纪年书写。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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