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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高仓区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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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溪市高仓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 徐家德

副组长 桂朝亮、黄文寿，陈克元 j

组员．1郭本有，奚天学，普家祥、王民公

《玉溪市高仓志》编辑小组

．。主编’，．奚天学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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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编 郭本有，尹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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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映搿得嚣，又不回避“失打，以事实告诉人们改革，开

放给人民带来的美好前景，又帮助人民认清社会主义是振兴

经济的必由之路。以激励人民深化改革，搞活经济，开拓前

进，振兴高仓。． ： ?

《高仓志》虽经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力图客观地反映

全貌，揭示规律，保证志书质量。但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

高，编纂新方志缺乏理论和实践经验，编写能力所限，缺点

。和错误难以避免，希望读者给予热诚的批评指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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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玉溪市高仓志》按照市政发(71985)40号，4王号文件

精神编纂成书了。此书全面具体反映了我区的真实面貔，为

全区广大干部，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份比较真实的历史资料，

对振兴高仓区的经济，服务于四化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

角：+、．．． ，：， ’

：。
．．

． jj：一二I：

“：·t《玉溪市高仓志》按照岛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井的原则；。

记述了高仓区的自然、经济、政治、科教、文艺及英烈人物等

情况。特别记述了党的十上届三中垒会以来，贯彻落实党在

农村的各项政策，贯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农民以

农为主，走上农i林、牧；副、渔，工、商，运(输>、：建

’(筑)多种经营的致富道路。1987年底已有50％的劳动力转。

移到这方面来，产业结构更趋合理。因此，本志值得广大农

村干部和群众阅读，以从中吸取教益，为振兴高仓经济作出

更大的贡献。 ’‘

《高仓志》编纂成书，是全区各乡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

经调查、研究，总结长期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它力求全面反

映全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f-{男J'l类地展示了解放以

7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的成就。书中所用资料是由市级有关单位和区级各部门，
}



各乡人民政府资料员提供的o

<高仓志》由于提供资料的单位、部门不同、统计口径

不同，但经过反复调查核实，重要事实和数据方面是准确

的。但因涉及面广，联系建国前后新1日两个时代，有的地方

可能还有疏漏，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此书尽可能地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纵向、横向比较，这

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历史经验，全面地分析现实情况，更

好地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从而制定出

切合实际的规划和措施，以利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进

一步改善。 7． ’

《高仓志’自1986年6月20日编纂N'1988年12月底止，历

时两年多的时间。在区党委、区公所的领导和玉溪市志办公室

的帮助指导下，以及区委、区公所全体同志的协助，写作小

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存真求实，保持历史的本来蘧

目。希望此志书能引起全区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的重视，从

中得到借鉴，为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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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启于1911年，下限断zi苫．1987年12月底止，

有的内容追溯到元、明、清时期。重点突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情况。
‘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农村

经济、金融贸易、交通邮电、政治、文化艺术，社会，人

物、附录等项目。
’

．

一 ‘

四、本志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资料来

源予《新兴州志》，《休纳县志》、《玉溪县志》，《续修玉

溪县志》地市图书馆所存资料，碑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资料，主要来tt市政府，市委有关部门、市档案馆，

医委，区公所及各乡人民政府。
’

五，建置沿革行政区划及地域名称，按照历史年代的变

更均沿用旧名称，并注明新名称，力求使阅读者了解本区各

个历史时期名称的更改变化情况。

六、本志以记、志、存、传，图(含照片)，表，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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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方式。各年总产，经济收入、畜牧发展情况，均以表

列出，并附有乡镇企业、厂矿，文教卫生，农业生产等方面
的照片：

‘

。

七，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以编

年体为主的方法记述·‘
翳。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人物着重是革

’命先烈、先进模范及对各项事业有一定影响者。

。 ：j
、‘。

。了?：’
” 。

．，一
．．

． 。j， ～．，．‘，． 高仓志编纂小组、：‘，．．
， f’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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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仓区位于州城南4公里，‘境内山色迷人，田园秀丽，‘

土地肥沃，盛产优质烤烟。“ ∥r· ·，‘：z ．

。全区有耕地面积15588亩(含田12357亩．地3231亩)。

总人口16621人，全j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58．8％·居住着

汉，彝、自，苗、+傣，啥尼，’傈僳多种民族。其中，汉族

14382人，占86．5％，彝族2202人，占13．2％。入口密度为

平方公里264人。全区辖高仓，梁王坝，桃源，排山、龙树

5个乡。、除龙树乡为山区外，其余均为坝区乡。全区共31个

自然村，54个农业社。区公所驻地高仓，是党政机关及部份

企事业单位所在地。’ j-，。一 ．1

·，高仓历史上称“昌人城，，。元朝梁王重修驻兵。明代设

军屯卫仓于此积粮，名为高仓古城，后称高仓至今。清至民

国28年(公元1939年)为新宁乡。民国29年(1940年)以高

仓入明代礼部尚书雷跃龙号石庵命名为石庵乡。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至1966年，先后属石汇区石庵区、后裕区◆第一

区，第四期．1第五期，杯湖人民公社管辖。．1966年7月“四

清运动打结束后，区改为公社，高仓从第一区划出成立高仓

人民公社。1983年12月设区建乡，改为高仓区· “。，。，

’+区境内东南高，西北低，海拔1638"----'-2000米·规区土



地平整，保肥保水性能好。气候属于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

原季风气候，全年气候温度变化不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日季如春，年平均温度15．8。C，日照充足，雨量适中，’年

降雨量为800----900毫米。主产水稻，小麦，蚕豆、油莱、

烤烟等。山地海拔在1850—2000米，坡度较缓，有利乇玉
米，烤烟、豆薯作物的生长，又有发展用材林，经济林、果

， 园，牧草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板粟，香春、花椒、山

楂，．水果及山绵羊等是山区人民的·大经济优势。 _

高仓区人民勤劳智慧，历史上有、“男耕女织，，的传统，r

能歌善舞，花灯开创较早。．人才辈出，有明代的礼部尚书

长于诗文的雷跃龙，．有清代初期玉溪造纸的创始入杜伦，有

民国时期为官清正廉明的中共地下党员熊从周(心畲)。建

国38年来，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人物和锐意改革，开拓进取

的“农民企业家”．。／r’ ，。：+．：。 二 ～ 。，一．

‘，i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由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经济结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t
、 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和政府对农业几乎毫无支持抚助，高仓

区成了玉溪有名的千南方。民间流传着“有囡莫嫁干南方，

撑杆提水栽稻秧，‘天不下雨种杂粮，。●年缺少半年粮饕。民

国时期，政府抓兵派款，．地主、高利贷者都向农民盘剥，
‘

整得农民背井离乡，纷纷破产，、农村一片凄凉衰败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工作，

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实行

懈耕者有其田’’∥，生产关系发生变革i，‘’初步解放了生产力，：：

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尔后，弓l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改

府投放大量的人力，物力t财力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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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山区龙树乡组织水利专业队

伍，7坚持长年施工，：创造性地以“鱼鳞坝移之?、狗撵羊’’、

． “老母鸡抱蛋"等方式，兴修了大量小型工程23处，总库量

149．7万立方米，得到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的表彰。一1976

年后：该乡安排了较多的资金，采取管道引水、钻井，建
’

池，抽水等办法，解决了全乡80％的人民饮水和50％的牧畜

饮水。1987年全区拥有小(一)型水库2座，15(二)型水

库7座，坝塘39座，、、总库量885万立方米。沟渠盘山，纵横

交错，排灌畅通，旱涝无忧，干南方变成了， “烟粮仓黟。m

农村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有起有落，有兴有

衰。经验证明，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经济就得到发展，

反之，就停滞，下降。1953年至1957年，高仓区的农村经济

发展迅速。1958年受“左疗的错误干扰，来了个脱离客观实

际的冒进，成立了所谓越大，越公，越好的人民公社，土

地、劳力、物资高度集中，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

调万。分配上违背超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提倡

吃饭、上学等不要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挫伤了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村经济的下降。1961年，在党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调整了社队规

，模，建立了。队为基础的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

． 制，，，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煞住了搿‘

平二调’’的镇产风修农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黟，宣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割“

资本主义尾巴纾，社队经营的工副业，建筑业，农民家庭

的手工业等，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大部分被砍掉·高仓区

上万劳动力被束缚在单一的农业生产上。农村经济又出现止

3



步不前“‘I．文化大革命彦的十年，高佥区每年经济总收入徘

徊在200万至260万元1年平均收入227_．3万元，社员平均分

配110元 j：。、]一，·
’

，f．一·．．1|．．。

j+．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高仓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坚持以改革总揽全

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发展商品经济为重点，从以农业为主的单一产业结

构，调整为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农工。副业全面持续

稳定的发展。农村经济呈现出生机勃勃，。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一 ： ：
’!． 一，

， 在建立和逐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区、乡各级政

府变指令性生产力为指导性生产，给农民较大的生产经营自

主权，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

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国38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工农

业总收入大幅度增长。1987年总收入2028万元，ELl976年的

264．7万元增了6．66倍，年平均递增60．5％，人均收入从

1976年的121元增加到1987年的667元。11年增了4．51倍r，

年递增41％。粮食总产由1979年的1063．4万斤，．增加到1987

年的1373万斤，增309．6万斤，烤烟总产由1976年的77．9万

斤增加劭1987年的212万斤，增加1．72倍。入均产烟131斤，

居全市第一。，叶色金黄，，油润丰富，上等烟占34．7％，中

上等烟占92．2％，总收入345．6万元，人均收入208元。，调整

了产业结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商业，服务行

业，运输业，建筑业等j至1987年转入第二。三产业的劳动

力占总茏动力的30．5％．。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有较好的社

会效益X秘?’：j． +：．：’∥‘：j“二，．．，，：：一j丈：_*i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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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林业用地56350亩-．有林地19848亩，占林业用地

的35．2％，覆盖率达21％。t其中新炭林1270亩，用材林9929

亩，果木林5304亩，速生林212亩，经济林3136亩。在经济

林中板粟1935亩，计43000棵；花椒123亩，计9879棵，香椿

529亩，计10584棵；山楂319亩，计9542棵。多年来，：龙树乡

为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木，改用以煤代柴烤烟。对老林、野生

林进行嫁接，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四旁植树186万株，村旁

道路绿树成荫。山间灌木丛生，果园遍及，果实累累，一派
生机。198d年荣获云南省“造林绿化先进单位胗。．． 芎

、在发展牧畜方面，1985·1986年从吉林省引进梅花鹿60

只饲养，1986年产子鹿8只，1987年产小鹿16只，并采割了

部份鹿茸。1987年生猪存栏8940头，出栏肥猪651l头，-山绵

羊存栏1395只，为市场提供菜羊509只。 ．、

。、高仓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国后至

1970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I 1971年开始起步，为乡镇企业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至1987年发展迅速，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

．

．

1971年建立第一个工厂一高仓公社农具厂，以修理生
产农具为主。相继新建农机站，造纸厂，羽绒制品厂，有色

金属厂，香料厂等11个企业。昔日只长茅草，沉睡千年的马

头山，如今变成烟囱矗立，机声隆隆的工业区。高仓又是能

工巧匠荟萃之地，建筑业的发展也较迅速。园林建筑也较驰

名。
．

； }

造纸厂主要生产包装纸，再生纸，在保证产量增加，质

量提高的前提下，新开发了炸药卷纸，填补了全省的空白F

1987年省经委授于该厂。综合资源利用先进企业’’称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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