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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卡房镇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求真务实

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记述卡房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历史

与现状，努力体现其思想『生、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卡房镇志》因系卡房镇第一部志书，故而上限不作规定，直追事物发

端，力求贯通古今。下限截至2006年。

三、《卡房镇志》的体例既继承传统方志体例，又不拘泥于传统，依时依事，

根据地方实际有所突破以彰显地方特点。总体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形

式相结合。以志体为主，表随文走。全志以大事记为经，以各章志为纬，纵写历

史，横排门类，以类系事，以事系人。章法采用章、节、目体，目下再设子目，分门

别类。

四、《卡房镇志》称谓力求规范和约定俗成，纪年纪时除过渡性叙述外，对

旧时纪年保持其历史习惯，另加括号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数。地名旧时从

旧，加括号注明今名，计量单位旧时从旧，1980年后的按国务院1981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执行。

五、《卡房镇志》的“人物章”突破旧志“生不列传”的禁忌。卡房籍或在卡房

长期工作过的人物，只要是对地区有建树、有贡献，对历史有推动，成绩显著

者，或对专业有造诣、名望较高的党、政、军、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物，不

论生死均予立小传。反之，危害乡里、恶贯满盈、臭名昭著者也立小传，直书其

劣迹，以示“惩戒”。有关烈士、劳模列表设录，卡房党、政、人大等领导则分录于

相关党群、政权章中。



序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大凡地方官上任伊始，必

先读方志，借以了然地情。故而，修志不仅成了地方官的“官责”，更成了中国悠久

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永不断章。

今天，修志仍属政令。早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倡议编修地方

志。1983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并由国务院对编修地方

志工作发出文件给予倡导和推动，还提出了二十年续修一次地方志的要求。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卡房镇政府提出了编修《卡房镇志》的举措。我以为编修《卡房

镇志》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它的意义在于既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也

是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的吐纳，是见证历史、把握未来的需要。

我曾在卡房工作、生活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卡房作为一个乡镇，地域虽小，却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历史渊源远

于个旧，用民间传谚说：先有龙树脚，后有个旧城。卡房是一个工矿密集型的乡

镇，明清时期的“个旧厂”指的就是卡房新山、龙树脚、芭蕉箐和老个旧冲一带。卡

房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农业型山区，是云南省的贫困乡之一。在这里有有色金

属先进采选工艺技术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也还存在着牛耕人锄的落后农业生产

方式，呈现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这是一块古老而又充满希望，富有而又贫困

的热土。对这样一方富有特色的区域，通过志书，网罗古今，统括万有，无疑对构

建和谐社会提供精神食粮，发展地域文化，垂鉴后世，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学

术价值，是其他类型书籍所不能取代的o

《卡房镇志》的编修，采取“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主编”的模式，聘请红

河州文化名人杨大庆先生来主编，既理顺了关系，又科学运作；既保证了质量，又

提高了效率，是一种修志新方式的尝试。

如今，《卡房镇志》即将付印。这是一部观点正确，有所突破；落笔大气，特点

突出；资料丰富，要项齐全；行文流畅，求真务实的卡房一方之全史。不仅是卡房

地情史情的总汇，更对个旧市的历史空白和缺憾有突破性的弥补和贡献。对此，

要感谢主编杨大庆先生和参与《卡房镇志》编修的所有辛勤工作、默默无闻的同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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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卡房镇志》付印在即，面对这几十万字的厚厚书卷，思绪颇多。《志》这种体裁，古人

对其功效曾做了定论：即“存史、资政、教化”o作为一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于此是深

有感触的，初到一地对当地的历史状况、风土人情、资源状况等要做到尽快地知晓和了

解，读志无疑是一种捷径，然而修志是一项长期和清苦的工作，古人有“修衙不修志，修志

不修衙”之说。因为“衙”(即衙门)是工程、是显现的，可在任期内的三五年间便昭然于世，

得到承认。而修志工作则由于该工作的基础性、艰苦性、清苦性和不显现性而往往被人们

所遗忘和忽略。乡镇一级的修志工作更是由于历史久远、建制数易，加之重视不够，无机

构及人员专司其职，导致资料不详，收集困难，成书则更难，使得志书在乡镇管理中的功

效灭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了抢救整理卡房乡镇历史资料，留予后人备查，充分发

挥志这一特殊“史书”的作用，以飨后人。

卡房是个旧市乃至中国历史上比较悠久的一个锡矿重镇，在有据可考的资料中可追

溯到西汉时期，有国宝“青铜甬灯”佐证。纵观个旧“锡文化”的历史，无论是从“探、采、选、

冶”，还是从工艺制作上看，卡房均堪称个旧因锡的生产加工及因此而产生的锡文化的

“根”。解放后在个旧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镇各族人民励精图治，依托矿业资源优势，

为全市经济社会及自身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十一五”期间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

题。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百姓致富的造血功能不强，脱贫奔小康的目标没有从根本上实

现。新世纪以来卡房镇实施“避让地质灾害集镇搬迁”工作并以此为突破口，运用中央及

省、州各级党委、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政策，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基本

做到了卡房地区矿业秩序的好转与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机统一。尤其是近期的五年

间，实现了通村委会道路的全面硬化；培育壮大了烤烟、脱毒马铃薯两个产值上千万的支

柱产业；实现了矿业与农村劳动力的有机结合，充实了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农村教育、

卫生和社会建设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殷实。而这一切是党的社会

主义新农村政策在农村的具体体现，为卡房这个古老的矿业老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

一名在卡房工作并饱尝了个中酸、甜、苦、辣滋味和此段发展历史的见证者之一，仅以此

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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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大黑山脱毒马铃薯

卡房龙竹甜笋

}房一年生大草乌及其籽

由河南引进到卡房种植的甜脆柿

卡房红梨

}房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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