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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玉溪地区志》是玉溪地区第一部综合性志书。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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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t

区内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条目体，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组志。各类专志基本上按事物

性质分类设目，同时兼顾行政管理系统，以求合理分类，记述全面，不缺不漏。人

物志分为人物传和烈士英名录。文献志收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三、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以记述组建地委、设置行署以来的历史事实为主，有

些不可分割的事物，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9年。

1四、本志记事政区范围，原则以现行辖区一市八县为界，历史上有些事件涉

及当时辖县，也适当记入。
。’

五、本志资料，主要由地区直属各有关部门提供，并经单位领导审阅。统计数

字以行署统计处发布的为准，有差异者注明。标不变价处均指1980年不变价。

六、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加注今地名。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纪年，夹注

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均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

七、本志力求以类系事、纵述始末，直书其事，叙而不议。行文重简洁、朴实。

除引用古籍外，一律用语体文。 一

八、人物遵惯例不为生人立传，以现代历史人物为主。革命烈士英名录按行

署民政处认定者收录。 、．

九、本志分六卷出版。第一卷为序例、图照、概述、大事记及建置志、自然环境

志、人口志、民族志。第二卷为政党群团志、政务志、行政监察、外事、档案志、民政

‘志、劳动人事志、政法志、军事志。第三卷为综合经济管理志、工业志、交通志、邮

电志、城建环保志。第四卷为农业志、水利志、乡镇企业志、商业志、财税志、金融

志。第五卷为科技志、教育志、文化志、卫生志、体育志、广播电视志、汉语方言志。

第六卷为人物志、文献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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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农业生产，以气候类型划分，属寒湿带冷凉潮湿气候的新平县哀牢山

区，海拔2800米以上，森林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分布于各县海拔2400米至

2800米之间的高寒山区，属湿带冷凉潮湿气候，山高箐深，日照少，霜期长，气候

冷凉多变、冻害严重，人口少，土地广，耕地零星分散，广种薄收的轮歇地带较多，

海拔2000米至2400米之间的山区地带，属暖温带温凉湿润或潮湿气候，雨量丰

富，气候温凉，冬春日照充足，但气温不足，高温期较短，霜期长，耕地多为旱地，

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主产包谷、洋芋、养子，也适合重点发展畜牧和林业；海拔

1300米至2000米的广大坝区及一般山区，属中亚热带至北亚热带温暖、潮湿和

湿润或半湿润气候，气候温和，湿度和雨量适中，水热条件好，宜于多种植物生

长，耕地较多，大小春·年两熟，为区内粮、烟、油料作物主产区，畜牧业、水产品、

蔬菜、桃、梨、苹果和各种工副业发达；海拔800米至1300米之间的通海县高大、

普从，华宁县盘溪、华溪，易门县绿汁、木奔、十街，峨山县化念、丫勒，新平县腰

街、亚尼、大开门，元江县甘庄、撮科等低热河谷地带，以及元江两岸群山下部丘

陵、山麓地段，属南亚热带暖热、温热半湿润和半干旱气候i雨量不多，蒸发量大

于降雨量，气候温热，偶有轻霜，一年两熟有余，主产水稻、甘蔗，多数地方可种双

季稻，也是亚热带水果和冬早蔬菜主产区；元江(含上游戛洒江)两岸海拔800米

以下的新平县漠沙、戛洒和元江坝子，降雨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热，全年无霜，

农作物可一年三熟，盛产双季稻、甘蔗、冬早蔬菜以及香蕉、菠萝、荔枝、芒果、柑

桔、胡椒等亚热带果品。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本地区发展农业

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0‘·。．
‘

。 √
t，

，

建国前，少数剥削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承受着种种

封建剥削，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方式落后。建国后，全区于1950年底至

1957年相继开展了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组织集体生产，并广泛

开展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和推广新式农具，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全区农业

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57年，全区耕地总面积1633266亩，比1952年

增24．2％；兴修了能灌溉3000亩以上的中型水利工程19件、小型水利工程

13000多件，安装抽水机119部，稳定水田由1950年的20万亩扩大到95万余

亩；全区农业总产值15340万元，比1952年增47％，年平均递增8％，其中种植

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80．6％，林业占2．2％，牧业占10．4％，副业占6．3％，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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