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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誉主任

主任 委 员

常务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八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2．7--)

何永康 蒙启良(苗族) 黎光武(布依族)

胡品荣(水族)

余学强

吴坤凤(女)

王康振吴秀全(布依族) 谢锡坤(女)

蒙院芬(女，布依族) 李秀振

委 员 吴进华(苗族) 黄正富(布依族) 王德明

申时燕唐官莹(女) 屈景德(女)

李彬赵天恒(苗族) 田 英(女)

熊志坚马建平(女) 吴俊(布依族)

杨筑萍(女，苗族) 邓富辉

陈仕凤(女，布依族) 陆兴和(布依族)

史志办副主任陆兴和 ．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历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1984．1．24--1986．9．4)

张生典

王巩汉王由植(布依族)

杨昌雄(苗 族) 刘廷福(回 族)

方永家 白俊德(回 族) 刘 昕

杨国斌‘(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罗富敏(布依族) 姚荣居黄汉林

黄义仁(布依族) 高智广

第二届

(1986．9．5--1988．6．14)

主任委员张生典

副主任委员王巩汉王由植(布依族)

刘廷福(回族) 陈吉顺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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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总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

白俊德(回 族) 石道本刘宝福

汪克强李华(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罗德仁(布依族)

罗富敏(布依族) 杨贯恩

杨国斌(布依族) 金福华侯正中

欧正清唐保琦顾永芳(女，苗族)

黎光武(布依族)

纂王巩汉白俊德李华

第 三届
、

(1988．6．15～1993．3．8)

名誉主任委员 张生典

主任委员莫时仁(布依族)
々

副主任委员王巩汉黄天印(布依族)
●

吴嘉甫(布依族)’王由植(布依族)

黄义仁(布依族)

委 员 张传瑞黎光武(布依族) 李 怡

陆道邦(水族) 白俊德(回 族)
j

罗富敏(布依族) 杨贯恩杨国斌



总

唐保琦顾永芳(女，苗族)

李华(布依族)

纂王巩汉昊嘉甫 白俊德 李华

第 四 届

(1993．3．9～1997．1．17)

名誉主任委员张生典
’

主任委员莫时仁(布依族)

副主任委员 吴嘉甫(布依族) 兰天权(苗族)

胡显仁 蒙启良(苗族) 王巩汉

陆道邦(水族)

委 员 罗富敏(布依族) 陆宝新(布依族)

李汉堂‘宋恩鹏(布依族) 葛寿来

郭俊明(布依族) 孔繁英(女)

刘泽渊(布依族) 唐保琦
’

李华(布依族)

州史志办主任李华

副 主 任王廷举蒙锡昌(水族)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 委员

常务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

委

第五届
’

(1997．1．18--1998．9．18)

李培书 兰天权(苗 族) 胡品荣(水族)

吴嘉甫(布依族) 。

胡显仁黎光武(布依族)

蒙启良(苗族) 莫长青(布依族)．

裴汉刚李秀振

问 张生典王巩汉

员 宋恩鹏(布依族) 高金林(苗一族)

+吴进华(苗族) 郭俊明(布依族)

孔繁英(女) 申时燕’葛寿来

夏丹(女) 陈筑生

陈仕凤(女，布依族) 王廷举

《黔南州志》总纂

州史志办主任

副 主 任

王廷举

王廷举

蒙锡昌(水族)

周惠萍(女)

陆兴和(布依族)



第 六 届

(1998．9．19～1999．4．1)

名誉主任委员 何永康 兰天权(苗族) 胡品荣(水族)

主任委员黎光武(布依族) ’!j。
t。

常务副主任委员 胡显仁莫长青(布依族) ，。．‘．i

副主任委员 蒙启良(苗 族) 裴汉刚 孔繁英(女)

李秀振吴秀全(布依族)

顾 问 张生典王巩林

委 员 宋恩鹏(布依族) 高金林(苗族)

丁 匀 吴进华(苗族) 郭俊明(布依族)

王德明 申时燕 陆明臻 葛寿来

夏丹(女) 陈 琚 陈筑生

陈仕凤(女，布依族) 王廷举

州史志办主任王廷举 ’。

副 主 任 陆兴和(布依族)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 委 员

t常务副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顾

委

’第七届 。

_

(1999．4．1--2002．6．30)

何永康 蒙启良(苗族) 胡品荣(水族)

黎光武(布依族)
：

胡显仁莫长青(布依族)

裴汉刚孔繁英(女) 李秀振

谢锡坤(女) 吴秀全(布依族)

问张生典，王巩汉 。

∥ ， ?

员 高金林(苗族) 宋恩鹏(布依族)

丁 匀 昊进华(苗族)’王德明

罗俊(布依族) 申时燕

陆明臻’夏丹(女) 陈琚

陈筑生 陈仕凤(女，布依族) 王廷举

陆兴和(布依族)

《黔南州志》总纂王廷举

州史志办主任王廷举

副 主 任陆兴和(布依族) ．

-、



组

成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纂领导小组
(2000年)‘

长 胡显仁

员何荫懋王康振吴秀全 高金林 张凯 宋恩鹏

李居一 宋健 葛寿来汪跃鱼何廷熙 左润华

夏平陈治恩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写组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撰 稿

本志分纂

图片编辑

校 对

州志办验收

省志办验收

编 务

李芳琦

每詹一

每詹一

李芳琦

祖清

李芳琦

李芳琦

王廷举

范同寿

廖劲

梁豫黔

李芳琦祖清范毛燕

／
陆兴和7李芳琦祖清杨红萍

罗再麟周声浩张桂江．

付玉林冷艳饶光琴

胡敬坤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组

成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纂领导小组
(2000年)‘

长 胡显仁

员何荫懋王康振吴秀全 高金林 张凯 宋恩鹏

李居一 宋健 葛寿来汪跃鱼何廷熙 左润华

夏平陈治恩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写组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撰 稿

本志分纂

图片编辑

校 对

州志办验收

省志办验收

编 务

李芳琦

每詹一

每詹一

李芳琦

祖清

李芳琦

李芳琦

王廷举

范同寿

廖劲

梁豫黔

李芳琦祖清范毛燕

／
陆兴和7李芳琦祖清杨红萍

罗再麟周声浩张桂江．

付玉林冷艳饶光琴

胡敬坤 I、



《黔南州志》总序

《黔南州志》的编纂是黔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对州情进行的全

．面调查和综合整理o

黔南地处云贵高原南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通往沿海的必经之地，其

地理位置对贵州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可谓举足轻重。这是一个以布依

族、苗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地区，在2619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50多

万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黔南各族人民在自然斗争、政治活动和

社会实践中，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干实干的非凡气概，

创造了黔南历史，繁荣了黔南文化，发展了黔南经济，美化了黔南河山。

然而，黔南在历代社会交替过程中，却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对黔南不断

进步的轨迹作出正确、客观、详细的记述，以至许多在历史上曾闪烁过光彩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大史实失载于册；无数在民间享誉甚远的

工、匠、技、艺等奇作巧制失传于后；众多淳朴民俗和秀丽风光失闻于世，

使后人痛失许多发扬光大的良机。 一

解放以后，黔南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同心同德、意气风发，谱写了惊天动地的历史新篇章。尽管前进的道路

坎坷不平，黔南在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奋发努力下各条战线仍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使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给黔

南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机遇，使黔南各族人民在改革开

放的浪潮中大显身手。一个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飞跃、文化繁荣的景

象展现于世人面前。同时，黔南人民深知：建设社会主义任重道远，如何使

经验和教训成为后人之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少走弯路，就必须通过一定

的文化载体将其储存于历史的空间，使之成为黔南人民在前进中建设家乡的

有效参照o

“盛世修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



传统之一。黔南州史志编纂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即将充分发挥《黔南州

志》的资治、存史、教化功能的作用作为修志宗旨。修志工作者勤奋耕耘，

甘于奉献，《黔南州志》40余部分志相继出版问世，为黔南的历史和民族文

化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o"面I晦21世纪来临之际，《黔

南州志》能以其科学性、真实性和可读性向后人展示其独特的价值魅力，成

为黔南人民以及到黔南来的建设者的高参，则为幸甚。我们深信，《黔南州

志》在黔南建设事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必将会以其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启示着热爱这方热土的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去接受时代的检阅，迎接新世

纪的曙光。
’‘

中共黔南州委书记何永康

黔南州州长 蒙启良

1999年4月1日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序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的出版，是中共黔南州委、州政府和黔南州各

民主党派及各群众团体的一件大事。该志客观地反映和再现了黔南境内中国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各群众团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向世人展示了一

幅波澜壮阔地社会变革和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真实的历史画卷。

早在封建时代，黔南境内就有宗教组织形式出现。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各种政党和民间各种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中相互渗透，相

互依赖，相互斗争，演绎精彩纷呈的故事o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境

内开始活动，中共蛮瓦支部的建立和中国工农红军几度过境，给黔南这方热

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地方农会和游击队开始活动。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前仆后继，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后，中共各级地方委员会领导黔南各族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主

义建设，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克服种种困难，

胜利完成了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尤其是在多党合作制度的指导

下，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对旧的民间组织和群众团体进行改组和改

造，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

挥重要积极作用o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本着资治、存史、教化的宗旨，以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态度对发生在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事件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黔南发展和进步的轨

迹。使黔南各族人民在前进中树立了信心。在此，谨向为该志提供资料的有

关单位和个人及为该志付出艰辛劳动的编修者和创造了黔南历史的各族人民

致以崇高的敬意o!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创造者的名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

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秘书长 吴秀全

2001年9月4日



《黔南州志》编写总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体现“三性”(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突出地方特点、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努力使志书发挥

“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系多卷集成丛书，1986年为40卷，1995年增至45卷。2000

年又增至50卷，由大事记、地理、文物名胜、民族、教育、党群、政权、

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计划管理、林业、水利、气象、乡

镇企业、重工业、轻工业、城乡建设、交通、邮电、商业、供销、财政、税

务、工商行政管理、金融、粮食、物资、外贸、烟草、体育、科学技术、文

化艺术、广播电视、卫生、人物、农业、农机、医药、统计、土地管理、检

察、武警、政协、审判、审计、档案等50部分志组成，以出版时间先后为

序编排卷列。

三、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等7种

体裁，力求图文并茂o

四、断限：上限不限，尽量追溯；下限原则要求至1995年底。各分志

可根据完稿的实际情况决定下限时间。

五、称谓：时间、地名除用历史称呼外，加括号注明纪年和今地名。讹

辱之称，一概纠正。

六、人物：统设《人物志》，各分志不再设人物章。入志人物坚持“生

不立传”的原则，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办法处理。

七、本志入志数据，解放前的来自档案文献；解放后的以州统计局的数

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部门提供。

八、各分志中所用“解放”一词，’系指1949年11月中旬州内国民党政

权被推翻、人民政府建立的时间。

九、《黔南州志》以现辖12个县市(独山、平塘、荔波、瓮安、贵定、龙

里、惠水、长顺、罗甸等县和三都水族自治县以及都匀、福泉市)为记述范围。

十、表格由各分志独立编号。

十一、在遵循《编写总说明》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设

《编写说明》o



《黔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写说明

一、本志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系列分志之一，篇目结构按

章、节、目层次划分，设概述、大事记略、8章60节、附录o。

二、本志上限根据史料尽量追溯，下限至1995年，力求反映全州党派

群团的发展状况o

三、本志年代称谓均指20世纪的年代，如50年代、60年代o

⋯四、本志对政党、团体的称谓以历史称呼为准，不加褒贬，陈述史实。

五、本志在“群众团体”一章中，除工、青、妇外，仅记述黔南州文学

艺术联合会、黔南州关心下一代协会的发展状况。其他群众团体已由其他分

志收录。本志不再重复记述o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自黔南州档案馆、州直属党群系统各部门档案和文

献、各县(市)委办公室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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