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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

L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

盘水市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各部份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原则上以1988年六盘水市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对历

史上的事件，也涉及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对市境内的中央直属

企业、省直属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本志亦予以记述。

四、本志的各专业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内设-

章、节、目几个层次；几个部门合写的专业志增设分志。本志志首列

《序言》、《总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本志以《总述》

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类专业志为纬。其内容按先自然，后社会；在

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排列。各专业志原则上不设

序言。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求图文并茂。。

根据内容需要划分门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

六、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和经世致用的原则，重点

记载1 965年六盘水大规模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设专业志

记述，确需记载的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各专业志不设《大．

事记》。
·

．

九、《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牺

牲的烈士，记入烈士英名录。各专业志不设《人物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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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除摘引少部份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记

述，力求简、严、核、雅。

十三、行文规范化。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位等，

一律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均按

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

值，按1955年新人民币值换算后记写。 ．一

十四、纪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时记，用朝代年号汉字记年，

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1949年10月1日为准；建国以后，一律用公

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六盘水市境区解放时间，郎岱县(今六枝特

．区)以1950年1月14日、盘县以1949年12月19日、水城县以1949

年12月18日为准。． ，

十五、专项事物名称，一律用今名。涉及史实上的地名、山名、河

名、单位、部门名称或其他专用名称，一律用当时名称，必要时加注今

名。 ．

’

十六、本志各专业志、分志，在不悖本《总凡例》的前提下，设《编

辑说明》；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



编辑说明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突出科技特点、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科学

技术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编纂原则o．

二、本志时限，上限作尽力追溯，下限至1988年，以解放后特别

是1 965年六盘水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为记述重点。
。

～

三、本志按科技门类记述，共设12章56节28．2万字。有照片35

张，表28张，图3幅。志首设概述，志末设附录。章节间，内容相互涉
●

及则采取详略处理。

四、本志资料由省属以上企事业、市级有关委(局)及企业、两特
，

区一县一区科委等单位和部门提供。部份资料来源于《贵州省志·煤

炭工业志》、《中国煤炭工业高级工程师名录》、《水钢生产建设发展
●

史》、《六盘水市党政军群统战系统和厂矿企事业机构沿革及干部任

免资料》和《贵州省冶金工业科技成果汇编》以及个人提供。

五、本志辑录部份高级职称人员910名(含部份社会科学系列高
●

级职称人员)，其中女性111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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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省西部，界于东经104。18720Ⅳ至105648750胛，北纬25。19’

44Ⅳ至26。55733"之间。1988年市辖一区(钟山)、一县(水城)、两特区(六枝、

盘县多。总面积为9914平方公里．1988年底，全市总人口236．6万。境内岩溶

地貌发育，地形起伏大，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煤炭资

源蕴藏量大，有“江南煤都一之称。

六盘水的科学技术伴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萌生发展。

水城硝灰洞古人类文化遗址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我们的祖先就

在这里繁衍生息，并用锐棱砸击方法加工石器。明代，。古代建筑技术、矿产开

采与冶炼技术已有应用。明永乐十五年(1417)建成的盘县文庙，戟门已采用

斗拱承托前后出檐技术，大成殿采用抬梁式结构和减柱法及大额枋技术。盘县

迎恩桥也采用并列拱清压压缝拱技术。随着煤炭的开采，铅锌冶炼技术得到应

用。明末，传入造纸技术。清乾隆七年(1742)郎岱出现手工纺织作坊。应用

纺织技术。雍正年间，已有制陶技术，水城龙场碗厂生产的土碗品种达100余

种。咸丰年间，水城已有铸造技术，出现。咸丰通宝一铸钱广。

民国时期，境内逐步引进一些新技术。民国7年(1918)，四川人传入英国

产金鸭牌缝纫机，在水城城内开设缝衣店。民国18年(1929)，电报、电话技

术传入盘县。民国25年(1936)，黔滇线盘县三板桥至胜境关段公路竣工通车，

公路修筑技术得到应用。民国28年(1939)，盘县建立气象测候所，开始使用

气象仪器进行气候观测。民国37年(1948)，发电技术传入盘县。同年，水城

城关首次采用机械加工粮食。

1949年12月～1950年1月，境内(三县)相继解放。科学技术工作，随

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而逐步开展。农业上，主要是改革

耕作制度和改良农具。工业上，随着水城铁厂的兴建，炼铁技术实现了从土法

炼铁到高炉炼铁的转变。

叫大跃进一期间，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形成了群众性

的科学技术热潮。三县先后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郎岱(六枝)、水城煤炭开始

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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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科学技术志

有计划开发，机械化洗煤技术开始应用。1959年观音山铁矿开始采用平硐溜井

方式开拓，风动工具采掘，电机车运输，机械通风。但是，由于“左"倾思想

影响，“热潮"持续不久．1960年后，三县科委陆续撤销，科技工作受到影响。

60年代中期，六盘水列为“三线建设一地区，国家在境内兴建一批重点工

矿企业，陆续调来大批科技人员和现代化设备，从而带来六盘水科学技术的大

发展。新建的大中型矿井，改进了开拓部署和巷道布置，采煤方法已经过正规

设计。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煤矿生产推行了机械化采煤技术，炼铁高炉容积

由30--一45立方米发展到586立方米和1200立方米，发电机组由1500千瓦发展

到5万千瓦和7．5万千瓦，水泥生产使用矽3j 5×145米回转窑，轻工、食品、粮

油加工工业逐步改变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初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生产。到

1978年底，以煤炭为重点包括冶金、电力、建材、机械制造、化工等工业在内

的综合性工业建设基地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当年，原煤产量达730万吨，洗

精煤186万吨，生铁60万吨，冶金焦40万吨，发电量4．2亿度，水泥43万吨。

全市工业总产值3．95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9％。这一时期，．水城煤矿设

计研究院、水城钢铁厂钢铁研究所、六盘水地区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林业科学

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相继建立。同时取得一批科研成果。其中“重介质选煤工艺

及设备"、“煤泥水闭路循环修、“毫秒爆破在瓦斯煤层中的应用"、“速凝剂和早

强水泥"、“晶体管大电感直流电阻快速测试仪一和“KS一7型争光牌矿灯"6项

成果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多路自动循回瓦斯遥测警报仪一、“JZB一1防爆激

光指向仪修、‘‘X线电视透视机"，“岩巷快速掘进五推先配套成龙"，“CDXA一2．5

型矿用安全型蓄电池电机车"、“1200吨水压机”、“断肢(指)再植及断肢移位

再植手术”、“高寒地区一年三熟粮食丰收的研究与推广"等29项成果受到贵州

省科学大会的表扬。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一。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之后，六盘水的科学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80年2月，设立市科

学技术委员会。同年5月，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1982年2月，召开首届科

技成果授奖大会，对1981年以前取得科技成果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

励。1983年制定《六盘水市科技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和《六盘水市科技成果评

审、奖励试行办法》。1984年编制《六盘水市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轮廓

设想》。1985年举办首次技术交流交易会。1987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

推进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市政府批转《六盘水市科技进步奖奖励

办法》，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六盘水市技术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同年12月，成

立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这～时期，科技工作主要是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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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进行科技体制改

革，逐步完善科技机构，增加科技投入，在工业、农业、城建、交通、邮电、医

疗卫生、广播电视等方面取得一批科技成果，有些行业还引进一些国外先进技

术和先进设备，使全市技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统配煤矿推行了综合机械化采

煤技术，对矿井瓦斯开始使用电子计算机监测。汪家寨选煤厂开始使用SKT一

24型跳汰机，其性能同世界先进的BATAC型跳汰机相近。水钢高炉上料系统

和水城发电厂输煤系统已开始使用微机控制技术。水城水泥厂回转窑采用准彩

色工业看火电视技术。农业主要是推广优良品种和一些适用先进技术，实施

“温饱工程修．水西(今六盘水站)至贵阳段铁路实现电气化。电信传输网已由

小同轴载波300路、明线载波12路、市话电缆、纵横制交换机、小微波、特高

频和明线铁线杆路组成。市中心区电话实现长途自动拨号，并进入全国长途自

动联网。市人民医院，水钢医院，六枝、盘江、水城3个矿务局中心(总)医

院，先后装配了300～400毫安X光机、纤维内窥镜、脑电图机、脑血流图和超

声心动图机、B型超声波机、同位素扫描和人工肾电子监护仪、自动出化分析仪、

动态心电图机、人工心肺机、手术显微镜、牙科X光机等先进医疗仪器设备。广

播电视也应用了微控制技术。

至1988年底，全市共取得获奖成果193项。即全国科学大会奖6项，国家

级1项，省部级64项，市级122项。全市有各级各类科研、设计、勘测机构19

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8360人。其中高级职称957人，占总数的3．37％；中

级职称5710人，占总数的20．13％。

纵观六盘水的科技发展历程，解放后的40年是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的

40年。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对科技采取正确的政策i特别是近10年来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认真贯彻执行。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

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一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改

善科技人员的待遇，并注意发挥其积极性，逐步形成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机

制，积极推广科技成果，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对重大课题实行协

作攻关，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

我们深信，六盘水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发

扬兢兢业业，锐意改革的精神，为六盘水市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腾飞做出更

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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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以前，市科委的职能与任务基本上按《贵州省科委关于专、州、市

科委工作职责的意见(讨论稿)》执行。主要职能与任务是：组织贯彻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有关科技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执行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

政府的有关规定和指示；掌握本市科技事业发展中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向中共

六盘水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省科委提出报告和建议；负责编制全市科技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对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协调；管理科技情报的搜集研究、交流和

科技成果的鉴定、登记、评审、上报；协助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科技干部，以及

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任务等。1985年后，市人民政府实行部门目标管理责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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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科技机构与队伍

翩，莱用同市政府签订工作责任状的形式加以具体化。

市科委(含科技局)历届领导人名录(表1—1)

表1—1

六盘水地区(市)科委历届领导人名录

主任 副主任
任职时间 机构名称

(局长) (副局长)

1977．8～1980．1 科技局 ·缺 朱子龙

1980．2～1980．10 科学技术委员会 ．缺 朱子龙

1980．8～1983．11 科学技术委员会 缺 靳国英

宁交俊
1983．11～1986．6 科学技术委员会 龙文舟

李连玺

宁交俊
、1986．7～1987．6 科学技术委员会 缺

李连玺

＼

1987．7～1988．12 科学技术委员会 宁交俊 李连玺

l

(二)’六盘水市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
．’{

’

六盘水市技术市场协调指导小组于1987年7月建立。宁交俊任组长，李连

玺兼任办公室主任1。日常工作，由市科委科技管理科承办。1988年5月28日，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六盘水市技术市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其主要职责

是：组织协调、管理技术市场活动，制定技术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负责技术

商品服务机构的审批及检查监督等。工作范围是：．负责技术交易合同的审查和

登记，培训技术经营人才，对技术市场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组织市内外的技

术贸易活动及处理日常事务。1988年8月4日，市编制委员会调给市技术市场

管理办公室事业编制2名，年末配备副主任1人。
‘



六盘水市志·科学技术志

二、特区、县、区机构

1958年始有县科技管理机构，当时称科学工作委员会。进入60年代后，各

县先后撤销科学工作委员会。从1970年开始，各特区(县)又组建科技组、科

技局和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科技管理机构。到1988年，全市有4个县级科委，工

作职能与市科委基本相同。

(一)六枝(郎岱)特区科委

·1958年11月成立郎岱县科学工作委员会，1961年因机构精简被撤销。1973

年8月，六枝特区成立科技局，1978年8月改设科学技术委员会。1980年有职

工9人，其中业务人员6人。1988年增至15人，其中业务人员7人。

六枝(郎岱)特区科委(含科技局)历届领导人名录(表1—2)

六枝(郎岱)特区科委历届领导人名录

表1—2 ．

主 任 副主任
任职时间 机构名称 备注

(局长)． (副局长)

1958．11～1961．2 科学工作委员会 夏洪波(兼) 陈祚敏

1973．8～1978．8 科技局 张贵亭

张杨武
1978．8～1981．3 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广悦(兼)

李连玺

1981．4～1983．12 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扬武 李连玺

1984．11～1986．3 科学技术委员会 任万英(兼)

1984．2～1985．7 科学技术委员会 胡庭黔

1984．2～1985．4 科学技术委员会 胡永芳

1985．7～1988．10 科学技术委员会 罗永曦 主持工作

1987．1～1988．10 科学技术委员会 朱惠良

1988．10～1988．12 科学技术委员会 杨杰俊 潘宗儒



第一章科技机构与队伍

1958年11月成立盘县科学工作委员会，1963年撤销。1974年成立特区科

技局，1979年5月改设特区科学技术委员会。1980年，有职工5人，其中业务

人员3人。1988年增至8人，其中业务人员3人。

盘县(特区)科委(含科技局)历届领导人名录(表1—3)

表1—3

盘县(特区)科委历届领导人名录

主 任 ·副主任
任职时间 机构名 称 备 注

(局长) (副局长)

黄竹青(兼)

李家仁(兼)
1958．11～1963 科学工作委员会 董心波

李家祥

濮家义

1974～1975 科技局 王维礼 主持工作

王维礼
197S～1979．4 科技局 吴兴仁

杨永淮

1979．5～1981．3 科学技术委员会 田普雨 简渊

1981．3～1985．1 科学技术委员会 李植和 邓绍堂

1984·1～19．85·l 科学技术委员会 韩明芳
基

1984．5～1985．6 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志祥j 主持工作

余祥林
1985．6～1986．10 科学技术委员会 高志祥 余兼烤烟办主任

潘涛

余祥林
1985．10～1988．12 科学技术委员会 余兼烤烟办主任

潘 涛

潘 涛
1986．6～1988．12 科学技术委员会 潘主持工作

刘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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