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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统计局被评为一九八五年全省统计工作

先进单位的奖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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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统计局的部份档案资料

下图：

右为最早的手摇式机械

计算机；左为电动式机

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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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福贡县统计勘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
几易其稿，终于正式编印出来了。这是福贡县统计发

展过程中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哒本福贡统计战线上第一部系统的志书，是所有

编纂人员集体劳动的产物。书中所叙的福贡的统计史

实，更是福贡全体劳动人民和战斗在全县统计战线上

的所有统计人员一代一代创作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历史是人民集体所创建。

编修地方志书，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如何编

写好新的志书，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但怎样编

写好部门志，特别是统计部门志，确实困难很大。一

是开初编写时，没有一本标准完整的统计志书可以借

鉴；二是统计部门本身的特点又有些特殊；三是中华

民国的有关资料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福

贡县统计部门虽然系统的积累了几百卷统计档案，但

要从这浩繁的材料史浓缩、提炼出志书所需的东西并

非易事。好在编写时，这后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和亲自参

与者大都还在岗，可以为我们提供出一个清晰的历史

轮廓及其当时的具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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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部门志难写在于统计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统

计部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管理的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份，它即是一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又不

同于一般的行政部门而具有很强的业务性。它的工作

成果是大量的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工作情况的

统计数字和资料，这些数字资料的史实又是各部门自

身的工作成果。这就限制了统计部门志不能不写数韦

又不能多写数字。如何恰如其份处理好这一问题，编

纂者们是费了一番苦心的。

这部统计志着重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到1986年底碧江县制撤销，部份地区归并福贡前这三

十多年统计工作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这些年问，福贡

县的统计机构也几经建立、撤并、恢复，但总的来说

还是在不断前进，统计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统计机构

和统计人员都在逐渐加强。当然其间也有不少经验、

教训。所以这本书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福贡县统计工作

的发展史，熟悉统计业务的演变进程，从中吸取其有

益的成份，避免再走弯路，以更好地办好统计部门的

工作，提高我们的政治业务水平，都是一件大有裨益

的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可沿着志中已走过

的路，继续为福贡统计事业的兴旺发达而奋争。

胡携华

1991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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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统计，是一门科学，它集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为一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统计。作

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要想取得工作的

预想结果，首先就必须掌握自己各方面的详尽情况，

做到胸中有数，然后科学决策，正确执行，才能达到

目的。但是，所取得的各方面成效也不会是一样水平，

而是有好有坏，有程度不同之分，能否准确回答这些

问题，取决于统计工作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统计是科学决策的依据，检验各项工作成果的客观标

准。统计数字反映了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

果，凝结着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智慧和血汗，

统计数字就是记录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取得胜利的赞虢
东风第一枝，且把春来报。由于我们国家有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这立国之本，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空前发展。经济越发展，统计

工作越重要。党和国家对统计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

的要求，明确指出：统计必须发挥信息、咨询、监督

的综合职能；必须起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
§



作用。从上到下，对统计工作十分重视，统计工作进

入了灿烂的春天。

福贡县统计志，迎着春光出版了，值得可喜可贺!

它说明县委、政府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和重视；也说明

默默无闻的统计人员工作是有成效的，没有他们长期

积累的第一手材料，该志书是难以诞生的。值此，我

们向一切关心本志和撰志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没有他们的通力合作和执着的追求，这本志也是完成

不了的。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属各县，因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不同于内地，从古至今，这是第一本县的统计志

尽管有点开创性质，但志书的体例、标题、段落、篇

章结构还是好的，文字通畅、表达准确、陈述清楚、

基本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但因解放前的历史资

料欠缺，解放后全面的统计工作起步较迟，不难看出

在交待早期的史实时不大连贯，好象有些粗、漏，原

因就在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者，我们没有撰志的

实践，各方面的水平又有限，肯定存在不妥不够的地

方，敬请批评指正。

我们热切的希望，各级党政领导，一切支持、关

心统计事业的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加深对统计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进而强化统计，使统计工作在振兴怒江

经济中起好应有的作用，并为促进我州统计事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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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努力!

杨承顺

于昆明西山省委党校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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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福贯县统计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钊

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系统地记载了福贡县统引

工作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体裁采用记、志、图、表、录，以志为

主。志的内容分章、节、目、细目等依次排列，横排

纵述，在撰写上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三、本志的结构是以概述为纲， “大事记，’

为经，各章节的具体内容为线， “附录”为殿，共四

大类。

四、本志共5章2l节，加凡例、概述、附录、编

后记共八万字。

五、本志上限自1912年，下限至1986年，根据详

今略古，立足现代的原则，从需要出发，灵活叙述。

对“大跃进”、 “文革时期”的记述，坚持“宜粗不

宜细”‘的原则。对统计起源略加追溯，侧重撰写现代

本县统计的发展情况。

六、本志行文、语言、述事、载物、用资料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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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叙为主。语言以语体文为主。

七、本志概述中发展程度采用的数字为1986年底

的实际数。

八、数字：行文中一律采用阿拉伯数码。

九、本志的附表，是使用的代表年份和国民经济

的主要指标。

十、本志中“建国前(后)”，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后)”。

十一、本志中“文革”，即1966年一1976年的“文

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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