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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广r 吾 (一)

《元阳县党群志》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元阳的活动，记载解放前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元

阳各族入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和反动土司的斗争以及解放后元阳县委领导全

县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着重记述县委的工作和经验，也包括曲折和错误。

所以；《元阳县党群志》既是元阳党群活动历史成就的反映，又是元阳党群活动历史经

验教训的总结。

当前，元阳三十一万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全县大多数

地方的群众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元阳已经进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的历史时

期。元阳社会生产力能否迅速发展，元阳各族群众的生活能否尽快改善，关键在于县委

能不能正确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元阳的实际结合起来，实施正确的领导。为此，除

了必须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外，还必须全面认识元阳的县情，包括对党在元阳

活动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了勰，对县委工作的经验和教哥lI有一个清晰

的认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元阳县党群志》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它

绘我们以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力量，它给我们以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勇气和智慧。借鉴

《元阳县党群志》，我们将会把元阳的事情办得更好，使元阳的民族经济建设和民族文

化建设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使元阳各族群众跟上伟大祖国十亿人民前进的步伐，

共同奔向富裕幸福的明天。

祝贺《元阳县党群志》编纂成功I ，

吴家寿(元阳县委书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辱 吾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新时

期。我县由于立县较晚，无志可言。为把元阳较短的历史客观地记录下来，在编纂《元

阳县志》的同时，我们又组织编纂了《元阳县党群志》。

《元阳县党群志》可称为县委之志，是县委及其机关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资料汇

编。它客观地反映了各个时期县委及其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系统地概括了．正、．反两个

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后来人能温故知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

．编纂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涉及面广，时限长，又都是记实，有一个摸’索和实践

的．过程，工作是艰巨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但全体修志人员，．知难而进，

不怕辛劳，不计得失，以苦为乐，克服困难，．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

过去的工作已成为历史，而未来的工作又是历史的不断延伸-o县委正承担着历史赋

予的。重任。要领导全县各族人民把各项建设事业搞好，’尽快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贫穷落

后，实现元阳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关鲢在于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制

定出适合县情的正确决策。而任何正确的决策又都是来源于|人民的实践：修志酌目的，

就是要总结人民的实践，为创造未来提供历史的借鉴：
。‘。

： 当前’，，全党正在贯彻党的十三大文件精神；·学习和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机关各部门的同志认真读读这本志书，从中吸

收。养分，不断改进党的作风和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益，为把“四化”。建设事业搞得更

筷更好而努力。 -、 ：、。”’’+’7·‘’i
1：。

徐国学(元阳县委书记)

1987年12月19日



例

一、《元阳县党群志》主要记述元阳县委、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县委机关自有党的

活动以来的工作。具体包括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

政法委委员会、机关党委、档案馆(科)、党史征集办、党校(干校)、民族工作队、

工会、农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老干局等19个单位和部门的工作情况。’

二、编写《党群志》的目的主要是：l、为《元阳县志》提供资料；2、把党在元

阳开展地下活动以来，特别是县委建立以来领导全县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作--iB述，为后代留下一份史料；·3、为元阳县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供借鉴，利于领导决策，’加快建设速度；利于各民族团结，使各

旗人民热爱边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三、编写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在政治上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这个原则下，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忠于史

实，存真求实，兴衰、成败、是非、善恶、美丑，皆不忌讳，用辩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凡是推动社会前进，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即

作重点记述。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精神，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作分散记述。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按事实分别在
各部份反映这场运动在本县各个领域的影响及其后果。

四、《党群志》的体例，采用传统的横排纵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分类记述，

述而不议的方法编纂；志体有史，传、图、表、录等。其组合为：“概述”在先，继之

“大事记"，以下分两编i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第二缀，群众团体，最后是附录、附

记。采用章、节、目、要目四个层次，共十七章、六十七节。章为领属目，节为纵叙

目，一般不设孤章孤节，有的从节开始叙述，有的从目开始叙述。按县委平时工作习

惯，打破部门界线，按工作性质科学分类，结构严谨，领属得当，编次合理，前后统一，

避免重复，命题准确，简炼、实体。 ．

五、为了遵守保密规定，注重社会效果，编写中注意了粗细结合，有的内容只作咯

记，有的细述，有的用代号记、百分比记、或避而不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要

事，主要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述，文中不展开记叙。原材料归卷存档，待日后继修时

补漏。

六、本志资料，大部份以部门提供的为依据，数据以统计局的年度统计为准，个别
地方也有依靠实地考察，同时靠查证县档案馆卷宗资料得来。

七、本志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建国后，解放后，或直写1950年。有

些地名和政治俗语，一般不再夹注(有的已注)。建国后凡提到的党和政府，系指中国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l“大跃进”，指1958⋯1960年的“生产大跃进力，“文革”，指



1966年⋯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1978年12月以后I’

“五反”，指建国初期开展的反行贿受贿，反投机倒把，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风"，指“大跃进"中的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虚报浮诲风，

一平二调风和共产风，“五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右派分子；．(“四类分子刀，指除右派分子外的四类分子)，后扩充为“九种人刀，加

了叛徒、特务、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

八、本志上限时期为1946年，建水地下党派地下工作人员到水卜龙新街开展地下工

作时起，下限为1985年，个别事件为照顾完整性则延到1987年。

九、本志共28．Z万字。叙述全用语体文，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均按国家规

定的现行制度使用。

十、本志着重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本县的活动。一国民党区分部在本县的活动由于时

间短，范围小，资料又有限，故作为附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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