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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主任委员 李万宣

副主任委员 苏四代杨圭臬杨位儒

委 员 杨学胜 赵铸纪 杨国华 杨崇俊 李 鸿 赵汝德

李 源 李俊才 杨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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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

主任委员赵文根

副主任委员 李万宣．焦汉臣 ，

委 员 李春华 杜玉银 廖有才 李锡庆 周文伟7汤必春

闻兴才 张达成 王恒武 苏金鸿

第三届

主任委员赵文根

副主任委员 李万宣 周 云 董继理

委 员 明志元 廖有才 包世杰 汤必春 周文伟 闻兴才

梁宣培 张达成 李 雄 杨光灿。段怀一 王续昌

张一洪



《洱源县志》顾问

马 曜 王 云 张文勋匡圈 周 涛 李缵绪 马汉儒 王立政

马 志区夏围郑 伦 杜乙简 李自荣 靳思玉．杨学胜 赵铸纪

洱源县志办公室

主 任杨圭臬张一洪

副 主任 李 源 杨 荣 苏金鸿

主 编

副 主编

编 辑

摄 影

编 务

杨圭臬

李文源

李源

杨国培

李宝儒

《洱源县志》编纂

杨圭臬李文源

杨国培张一洪

李 源 李宝儒 杨 荣 施汝祺(聘请) 杨怀发(聘请)

杨国培杨圭臬

杨荣娟

《洱源县志》分纂

撰写概述，编纂文学作品选·碑碣卷，修改大事记。

编纂人物、财税、金融、粮油、商业、工商行政、水利、教育、文化、

科技体育、医药卫生卷及附录。 一

编纂大事记部分条目。

编纂政党群团、政权政协、政法、军事、林业、民族宗教、民政人民

生活卷，撰写方言卷。

编纂大事记初稿，拟农业卷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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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

施汝祺

杨怀发

张一洪

胡椿

编纂工业、交通邮电、畜牧、建设环保、劳动人事卷。

编纂建置、自然地理、人口卷。

编纂农业卷。

撰写编纂始末。

修改审订方言卷。

《洱源县志》修改

李文源张一洪杨国培

审 验

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余战生

那 鹏．

孙浩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郭其泰

杨 镜

杨圭臬

阿维爱

宋永平

高绩武

王丽珠

吴於松

杨光复

杨文琴

丁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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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尹 俊

可喜可贺j——《洱源县志》编成了，这是洱源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精神文明

建设的新成果。

洱源有志始于明初。杨南金、何邦渐开修志之先河，尔后艾自修的《重修邓川州

志》，为全省现存的五部明代县志之一。清朝王崧总纂《云南道光志钞》，名列《清史

稿》。但近百年来，全县已无系统性的文献，各类资料如散珠藏玉，不少口碑资料行将散

失。因此，．编纂一部社会主义的新县志，就显得十分必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百业俱兴，政通人和。在改革开放十余年之际，欣逢盛

世修志之机，新编《洱源县志》便应运而生了。从此，一方风土，展卷可得；洱源古今，

可凭籍稽考。

《洱源县志》贯通古今，重在当代，基本上达到了观点正确、体例得当、资料翔实、

文风朴实之要求，并较好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对建国后资料的记述，体现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如实地记述了成绩与失误，充

分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功劳。全书的特色有三：一是以汇集资料为主，以备利用、检

索；二是采用条目体，仅就形式而言，这在目前的县志中尚为不多；三是增设文学作品

选，以显两个文明并进之效。至于其得失，已有志在，相信专家和读者自会评说。

，，我们修志的目的一是存史，二是借鉴运用。因此，切望全县各级领导认真阅读它、研

究它，把它作为了解历史，熟悉县情的一部教科书。全县的干部和有阅读能力的群众亦

应看一看，这对于提高全县各级领导的决策水平、发动干部群众知情出力，都会有较大

的帮助。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是要坚持马列主义，二是要从国情出发。

国家如此，一个省、一个县亦如此。我们只有准确地认识县情，才能根据实际，正确地

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这也就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只有

这样，才能把一个地方的事情办好。 一

“洱水西源第一流，川名沃野稻先秋。”洱源的自然资源优渥，但经济还有待于发展。

希望洱源县的领导和群众，充分发挥县志的作用，深化对县情的再认识，立足开放，锐

意改革，把社会主义的洱源建设得更加美好! ’

罗山溢翠，i9I：水潆洄。值此县志成书之际，欣寄数语，以应桑梓之托，并借此向家

乡人民问好! ．—．

是为序。

1993年8月



2 洱源县志

序

姜萼嬲记ft．赵文根县志编委会主
⋯”

洱源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处横断山脉云岭之南，在两汉属叶榆县地，从唐麟德

元年(公元664年)设治开始，至今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

洱源，是高原明珠洱海之源。境内河川如网，湖塘似镜，茈碧湖清如碧玉，西湖水

乡景色迷人，双廊风光秀丽。这里地热资源丰富，温泉星罗棋布，九气台闻名遐迩。这

里山脉蜿蜒，群峰叠翠，既有遮天蔽日的森林，“百鸟朝凤”的奇观，又有引人入胜的奇

峰幽洞。洱源，自然条件优渥，物产丰富，是滇西的“粮仓”，素有‘‘鱼米之乡”、。乳牛

之乡”、“兰花之乡”、“果品之乡”的称誉。这里是“神话王国”、“白族文化宝库”和

“仙女撒歌”的地方。这里，地灵人杰，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施混

和苍洱英杰施介的故乡。

从古至今，生息在这里的洱源各族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

灿烂的民族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罗山}弥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洱周公路的修筑，打开了县门；程控电话的开通，缩短了洱源与外界的距离；海西

海水库扩建工程的竣工，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今日的洱源，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

族团结，社会进步。洱源，正和祖国一道前进。洱源，处处溢满春光。

洱源，还有着优良的修志传统，曾孕育了王崧、艾自修、何邦渐等一批饮誉志坛的

修志名家。明代以来，境内曾编修过12部旧志，可惜多数已经散失，所存旧志无疑是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知今宜鉴古，盛世当修志。1984年，县委、县人民政府调集人员，组

建机构，开始编修新县志。在全县各部门和省、州志办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经编

纂人员十余年的辛勤劳动，数易其稿，100余万字的《洱源县志》终于付梓面世。百年盼

一回，十年修一志，艰辛备尝，成绩斐然，精神可嘉。

《洱源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采用条目体体式，纵述古今，

横陈百业，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洱源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文约事丰，言简意赅，是

一部了解洱源历史、认识洱源现状的“百科全书”。《洱源县志》的出版，是我县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它无疑会给洱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县情，

是我们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振兴洱源的“辅治之书”，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代的传世之作。

它又是一部生动的乡土教材，定将激励全县人民热爱家乡，为建设家乡而殚精竭虑。

我生长在洱海之滨，“洱水西源第一流”滋润我成长，来洱源后又参与了3届县委领

导工作，洱源是我“第二故乡”，我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更热爱这里善良朴实、勤劳智

慧的父老乡亲，殷切期望她早日富强，早日腾飞。我相信，洱源各族人民在党的十四大

精神指引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一定能够加速经济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3

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谱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新篇章。洱源，有

光荣的过去。洱源，定会有灿烂的明天1

在《洱源县志》编纂完成之时，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现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俊同

志欣然拨冗作序，更为县志增色生辉。值县志付梓之际，我亦遵嘱，喜掇数语谨抒己怀，

并向全体编纂人员及关心支持《洱源县志》编纂出版的全县各部门、省州志办和社会各

界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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