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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专

民政乃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部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通过民政工作，加强和人民群众

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民政工作

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

禄劝县具有修志的光荣传统，自明、清以来，便编纂过

州志、县志，其间对民政事务亦有记述。然其所记者，皆属

一枝片叶，未能统而述之。 ，

值此盛世修志之机，县民政局成立了编纂小组，由杨天

用等同志进行编修。此乃千秋大业之举，可喜、可贺!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志·》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

新的方法，力求全面真实地记述禄劝不同时期各族人民婚姻、

家庭、人民群众生活等状况以及民政工作所采取的方针、政

策。7 ·

禄劝第·部民政志的问世，将对我县今后制定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战略方针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也给后代留下

可贵的精神财富。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志》的编纂出版是县民政局、

县志办共同艰苦劳动的成果，在此我向在禄劝民政志编纂工

作中积极提供资料情况，认真撰写，精心修改、校对、出版

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王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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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禄劝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自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限至

1990年。 ，

三、本志依据以类系事、统合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横

分竖写，以章、节、目列述，有述、记、志、传、图、表、录

七种体裁。

四、志中的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当时

的历史年号，并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则

用公元纪年。 ．

五、本志有些名称使用简称或习惯称谓，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前”简称“建国前”，“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简

称“禄劝县”，本县“1949年12月13日解放以前”简称“解

放前”等。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史籍和档案、统计资料及少部分社

会采访，文内不再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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