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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鬈研和区志》是我市最早编成的一部区志。它以详实的

_材料，忠实地记述了研和区的过去和现在，发人深省，给人

启迪． 、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与

否，直接关系刭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研和区志谤用实实在

在的材料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

策，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获得进展，经济就获得发展，人

民生活得到提高’反之，什么时候我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

政策，我们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失，经济就停滞不萌，人民生

活水平就会下降。我们每一位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读一读

这本书，想一想自己的亲身经历，一定会更加深切地领会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而更加

主动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更加准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更加

大胆地进行各项改革，更加自觉地意识刘自己的工作和人民

的利益患患相关，懂得傲一个“人民的公仆弦是多么的光荣

和多么的不易l

《研和区志))的一大优点是记实，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

生活，没有粉饰。因丽，它既让我们看到了农村近年来的巨

大变化，又让有们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农村还不算

富，我们的农村还是落后的l我们不但要加快农村社会主义

． 1



物质文明的建设，更要注意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蜞的建设·

我们不但要着力于发展农村经济，也应该着力予发展农村脚

教育和文化，不仅要注意经济改革，也要注意风俗习惯和传

统的陈规陋习的改革。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还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傲。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任。

重面道远呢l

我衷心地祝贺《研和区志》问世，并衷心地希望有更多‘

的区态问世。

我希望所有关心农村工作的同志都读一读这本书，我深

信你一定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是为序。

尹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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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和区志》的编纂予j印，为研和人民了却了一个巴望

己久的心愿，令人喜悦，兴奋。
’

．

《研和区志》是记述研和区境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

史和现状，是记载研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特别是详

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研和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一本

综合性著述。 ·

研和区地处玉溪市南疆，是滇南线往来的咽喉要道，历

代兵乱必争之地。其政治、经济的兴衰成败，对市(县)境

内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早在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就

在研和设县，足见其位置之重要。 ，
． 、

研和区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勤奋劳动，精心耕耘，祖辈

相传，安排着山山水水，建设着自己的家乡。境内的纵横】中

陌、星罗村屯，果园蚕山、草坪花圃，鱼塘莲池，具都是人

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境内现存的宫阁寺观、文物古迹，表现

了研和人民高度的智慧。

建国以前，研和人民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又几

经兵乱和匪患·天灾人祸，把研和变成一个搿山多树少，河

多水少，．地多田少，匠多才少，口多粮少”的苦难地区。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研和区人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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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哇气，意气风发，投入家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另I】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和人民更是精神振奋，朝气

蓬勃，全境的生产和．建设蒸蒸日上。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

量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有粮有钱和银行存款连年大幅

度增加I其它各行业均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取得可喜成绩。

真如群众所赞。三中全会精神在研和看到了。文坛年年中

“状元”，武场岁岁出英豪。生产效果箭头向上，生活好比

上楼梯倒吃甘蔗——一节比一节甜，一步比一步高。

真实地记录研和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既能

为当前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制定计划、措施，促

进改革，搞活经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并能向人民

群众，特剔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又给子孙后代在精神财富上留下一件无价之宝。

区党委和区政府对于编纂这本志书极为重视。于1986年

1月31日组成((研和区志》领导小组，组织了编写小组。同

’时向全区发出[1986]第一号文件，动员全体干部和群众，

为编纂区志积极提供资料。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编写小组本着人民的历史人民写

均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依靠乡(镇)基层，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克服资料奇缺，查阅不易等困难，广征博

采，反复核实事实，认真细致地进行整理，分门别类录成资

．科卡片。资料基本上做到了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系统完整，

翔实可信。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志书的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小组始终坚持四硬基本原则，以

氍决议》为准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突出特点，把握重点，力求使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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