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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今逢盛世，双堡镇萃集人才，调配资金，全力编修

志》，承蒙社会各界通力合作，该书得以成稿，这是双堡

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编纂地方志，旨在资政、存史、教化，有了这部志书，可窥见双堡镇的历史

和现状的真实概貌，看到这里的先民和今人的艰苦奋斗，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

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同时也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的道

路的坎坷曲折，从中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在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经济中发挥

双堡镇的优势。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这里的辛勤耕耘者们将会更加发扬光

大，励精图治，把双堡镇建设得更加美好o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史料丰富，探本穷源，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

律于兴衰之内，是一本集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地方百科全书。谨序。

言篱嚣毳杨洪俊西秀区区委书记
纠”、队

2005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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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J 一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编修审定出版，这是双堡镇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硕果，可喜可贺!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史料丰富，以古鉴今，较系统地记述了双堡镇

的历史沿革、自然风物、政治、军事、公安司法、经济管理、乡镇企业、农林水牧

渔、文化、体育、卫生、人口、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既有一定的地方特

色，又反映了在新时期取得的成绩，是一部可对双堡镇人民进行镇情教育，激

发他们爱国爱乡之情的教材。

诚如该书记述的那样，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

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双堡镇历届领导班子带领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农村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为实现更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安顺

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出版发行，又为双堡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

业增添了新的一页，希望双堡镇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为振兴双堡镇经济谱写更辉煌的篇章。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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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编修审定出版，是全镇社会、经济和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双堡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镇党委、镇政府对双

堡人民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

资政、教化、存史为宗旨，系统展现了双堡镇的历史沿革、自然风物、政权、军

事、公安、司法、经济管理、乡镇企业、农林水牧渔、文化、教育、卫生、民族、人

口、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它将对人们了解、关心和支持双堡镇发展，

激励和教育双堡人勤于思考、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促进双堡镇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双堡镇地处安顺市东南面，境内交通便利、通讯快捷、环境优越、物产丰

富、人民勤劳o《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记载了镇辖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变

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镇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从本镇实际出发，以现代社会分工为依据分类纵述，探本穷源，寓褒贬于记事

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

史志编修，写作艰苦，成书亦难。《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出版，得到

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谢意。志书修成，感慨

万千，谨此为序。

中共双堡镇党委书记班正文

200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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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问世，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为双堡镇

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抹上了一笔浓墨重彩，可喜可贺!

编纂地方志，旨在存史、资政、教化。从《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可窥见

双堡镇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在建设和振兴地方经济中，

充分发挥双堡镇的优势，使双堡镇人民尽快迈向幸福之路。《安顺市西秀区·

双堡镇志》的出版发行，使生于斯、存于斯的先民和今人能认识双堡、治理双

堡、振兴双堡。编纂《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一项

极为有益的事业。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和镇属各级、各部门、驻

镇厂(场)的通力合作，才编就了《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的写作编纂，尽可能地发掘利用了当地的人力

资源优势，以镇属部门、在职干部、职工为写作班底，诚请地方上有影响的文

人、离退休干部斧凿修正，使该志书得以付梓。因此，《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

志》可以说是双堡人编写出来的关于先民业绩和失误的地方史，其编修过程本

身就浸润着浓浓的乡情。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志》结构独具特色，史料翔实，文字流畅，脉络清

晰，鲜明地突出了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为后人施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进行

地情教育、爱国爱乡教育教材。

本志的修成，凝结了全体修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志书修成，谨此为序。

——4——

轰蓬翟号嚣荔鬻害蓑陈前洪双堡镇人民政府镇长””“””

2005年6月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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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客观地、实

事求是地记述双堡镇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记事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截至2002年12月31日，主要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实。图片

收集至出版前。

三、内容依社会分工进行科学分类，以章、节、目为结构，按概述、大事记、

各章节、人物等排列，分类记述。人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副科级

(含1992年前小乡镇主要负责人)以上实职领导干部以及受省级以上(含省

级)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排列o
’

四、历史朝代依历史称谓，历史地名用当时的称谓，并括注今名。

五、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未公布的使用有关职能部门审

核提供的数字和档案资料。度量单位采用国家统一的度量单位。

六、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区、镇各级馆藏档案，以及《安顺府志》、《续修

安顺府志》、《安顺市志》，专题研究、专题考察、专著、报刊和有关口碑资料。文

字材料经过严格考证、鉴别、审核。所有资料除行文随文作必要注明外，一律

不注明出处。

_1一／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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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堡镇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东南部。地理位置在东经106。3 7～106。

14 7，北纬26。05 7--26。11 7之间，东邻东屯乡和长顺县，西接宁谷镇，北与旧州镇

接壤，南连杨武乡、鸡场乡，总面积136．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26569亩，

非耕地面积5746亩。

2002年，全镇有21个村民委员会，1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1591人，居

住着汉、布依、苗、白、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有8486人，占总人口的26．9％。

境内，春秋时为群舸国辖地，战国为夜郎属地，秦汉属象郡夜郎县。三国、

两晋时隶群舸郡，南朝隶属夜郎谈指县。武德元年(618)，属彝族之播勒部即

普里部所属之罗甸国，宋、齐、梁为宁州夜郎谈指县，至元十五年(1278)属云南

省普定安顺州。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隶安顺府镇宁州。民国3年(1914)改

安顺府为安顺县，隶属安顺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双堡区公所至1991

年12月撤区并乡，塘山乡、双堡镇、江平乡组成现双堡镇。1951～1990年，在

安顺县、市三分三合历程中，均属安顺县辖，1991～1999年，隶属安顺市，2000

年后隶属西秀区。

双堡镇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的洼地丘陵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处长

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脊线上，海拔高度为：西北部在1259--1472米之间，中

部在1240--1330米之间，东南部在1207--1310米之间，最高点在西北部黄土

坎后山大坡，海拔高度为1472米，最低点在塘上村新屯下游河口，海拔为1207

米，相对高差265米。

双堡镇地貌以溶蚀地貌为主，次为浸蚀地貌，堆积地貌，岩溶地貌与非岩

溶地貌相间发育的特征。境内矿产资源储量大，质量好，可开采度大的有煤、

硅酸盐石，高钙石灰石等。近年来发现细微粒型金矿。

境内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受东南季风影响，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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