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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晶盒鬣龆薯磊婪缡索南省新平彝族铬族自治委受会湖





县政协历届主席副主席。前排左起：古富云、自成龙、李朝坤、

后排左起：鲁文武、王立勋。

四届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前排左起：白永先、刘邦元、李继周；
后排左起：马文和、史正安、王凯、褚时佐。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五辑共采用稿件

158篇，计814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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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获全国高校“优
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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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教育展览历时3个月，观展人数3万余人次。

由县政协，牵头举办的民族厨师培训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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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桂山公园南端的由县政协机关职工集资建盖的宿舍楼。

审稿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方富云、自成龙、李朝坤、王立勋、鲁
文武；中排左起：王开祥、白永先、李锐、李继周、王开煜、杨永
信；后排左起：熊绍云、王贵、吴朝康、马文和、董安贵。



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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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在中

共新平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切实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广泛团结各族各界人士，为新

平县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欣逢盛世，致力修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政协新平县委

员会，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忠于史

实、忠于真理的原则．精心组织，专题研究，集中力量，纂写了《政

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志》。志书对多种资料、史实进行了筛选，

力求做到存真求实，是一部可借鉴的好书；志书还以翔实的资

料，丰富的内容，通俗的语言，朴实的文风反映了人民政协联系

面广．知识密集，人才荟萃的特点和优势。为有志做研究工作的

人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诞

生，凝聚了编纂工作者的心血。在此，谨向全体编纂工作者和为

志书提供资料的单位、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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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方针，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遵守、执行国家《宪法》和《保密法》。

二、本志定名为《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志》，属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志丛书政治类专志。

三、本志上限起于1 951年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一次会议，下限截于1994年末，为保持事情的完整性，个别稍作

下延。

四、本志为使用规范化语体文和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字的

著述体，横排门类，纵叙史实，采用序、述、记、志、传、介、图、表、

录并用多元体裁，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以志为主，图、序、述、记

率先，附录殿后。

五、本志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和客观记述三大原则，述

而不作，资料取自县政协和有关单位保存的档案、文件、总结、会

讯、简报、原始记录和当事人的历、见、闻回忆，力求真实、准确。

六、本志数字使用执行1会6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局、中宣部新闻局、出版局)制定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尽可能使用阿拉伯数字。

七、本志坚持生不列传原则，为体现政协人才荟萃特点，对

部分人物简况作介或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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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南，地处哀牢山

脉中段，绿汁江南岸。东与峨山彝族自治县为邻，东南至龟枢河

与石屏县交界，南与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接壤，西南与墨

江哈尼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傣族自治县毗连，北面紧靠双

柏县。t总面积4223平方公里，县内最低海拔422米，最高海拔

3165米，年平均气温17．4cc，年平均降水量946毫米，具有“一

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县城桂_L!j镇，距省会昆明

．217公里。

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明将邓子龙受遣平定磨盘山彝族

起义，始建县，定名新平。1949年8月，滇中游击支队进驻新平，

9月17日，成立新平县人民政府。解放后，各民族平等、互利和

共同繁荣发展，始终为县内～大主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9．7％，其中彝族傣族两个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63％，经国务

院批准，1980年11月25日，成立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新平县政协组织应运

而生，可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郎1951年至1953年兼有行使

地方权力和政治协商双重任务的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和1984年成立以来的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新平县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按照

政协《组织法》、《章程》选举、协商各族各界、各行各业有代表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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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威望的人士作为代表或委员。

到1953年4月，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全体

会议8次。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按照当时的客观条

件，兼有行使地方权力和政治协商双重任务的新平县各族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在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的情况下停止会议及其活
动。

到J994年底，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共召开全体

会议11次，常委会议50次。新平县的政协委员是新平县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积极参与县委、县政

府的中心工作，围绕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大事和群众普遍

关心的问题，努力开展调查、视察、考察和社会公益活动，知情出

力，献计建言·提出许多有见地、高质量的提案、意见、建议，大部

分得到党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采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有效地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主要职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小康目标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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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纪

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

3月23日至26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

届一次会议。

奉命筹组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联合政府。

5月6日至12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届

二次会议。

同次会议，酝酿选举政府委员、正副县长，由各族各界代表

以举手方式选出政府委员27人，再从政府委员中以投票方式由

代表直接选出县长1人、副县长3人。

5月9日下午，在有23种民族代表和群众共15000余人参

加的大会上宣告成立“新平县各族人民联合政府”及“新平县各

族人民联合政府委员会”，正副县长、政府委员就职。

8月19日，选举产生由各族各界代表26人组成的“反革命

案犯审查委员会”。

8月21日下午，召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处理反革命案犯扩

大会议，到会代表1376人，当众审判反革命案犯67名。

10月16日至21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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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四次会议。

10月17日下午，在对犯人材料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召开

“人民公审大会”，当众宣判反革命案犯27名。

1952年

1月5日至10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届

五次会议。

5月9日至14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届

一次会议。

同次会议，制定《云南省新平县各族人民联合政府组织条例

(草案)》13条。

同次会议，号召大张旗鼓宣传新婚姻法、禁烟等社会改革。

经玉溪专员公署批准，本届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因

此，慎重地选举了各族各界代表人物29人，组成人民政府委员

会。

7月18日至20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

届二次会议。

选举产生由23人组成的“新平县土地改革委员会”。

8月14日，“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改

名“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9月20日，新平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向县属各机关、各区乡

人民政府、各土改工作组发出《新平县土改委员会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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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

4月2日至8日，召开新平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届

一次会议。

同次会议，利用1天时间，发动全体代表对全体工作人员和

各政府机关提意见，开展批评，从执行政策、违法乱纪、强迫命

令、作风、官僚主义5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59条。

同次会议期间，县长对各族各界代表所提159条意见作批

示，要求认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及时报告。

同次会议，通过《新平县1953年农业爱国增产创模竞赛运

动试行办法》。

政协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1984年

1月29日，县委召开组建县政协和成立县政协筹备委员会

会议，县委书记赵家贵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1月30日，县委党发(1984)17号文件向各区(镇)党委、县

属各部、委、办、局党组(支部)发出《关于成立县政协筹备委员会

的通知》。

2月8日，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向县委汇报政协委员安排情

况，县委主要领导赵家贵、方有、范绍兴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会议。

2月9日、17日、20日，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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