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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郭玉鉴

新编《巧家县志》问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是巧家人民的一件大事。热爱巧家

的人们都值得一读，为它的诞生而高兴、祝贺。 ．，

。

巧家县在民国20---．,29年编修过县志，十余万字，记载了一些史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旧志在观点、内容、体例诸方面都存在许多错讹和缺漏。新编《巧家县志》重点记

述了1911～1990年间近百年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在巧家发生的大

事、要事和新事，将党和人民的伟大业绩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大。．

巧家，人杰地灵，是一块正在开发的宝地。1950年以前的巧家还处于封建领主制为主

的社会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仁人智士为巧家的解放和发展流血流汗，有的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

我曾在巧家任过几年县委书记，足迹遍及全县大部分村社，那里山好，水好，物产

好，人民更好，于我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

《巧家县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用新的材料、

新的记述方法，实事求是地、系统地展示巧家的自然环境，丰裕的物质资源，风俗民情

以及人民在各个时期的实践活动的精神风貌，深刻地体现其兴衰起伏。文字生动流畅，风

格朴实。做到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相统一。巧家县志办的笔耕者们四易其稿，精心修

改，用6年时间完成了县志的编修，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惠及子孙的大好事。

《巧家县志》的面世，为当政者和有识之士深入了解县情，鉴察古今，’审时度势，撷

其所用，绘制巧家的宏伟蓝图，创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一部宝贵的资料性工具书。也为到

巧家考察、旅游、观光、洽谈贸易、投资开发的国内外人士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综合信息，它是关心、热爱、开发、建设巧家的人们难得的良师益友。同时，对

于激励今人，启迪后人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巧家还是一个需要国家扶持的特困县。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改革大潮迭涌

的形势下，大兴科技，加快建设步伐，奋发努力，1才能摆脱贫困，奔向小康。

巧家的过去可歌可泣；巧家的现在充满生机I未来的巧家，必将成为金沙江畔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

惘

199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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庳 一
》3 一

罗光金

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专门性著

作。它对于存史、．资政、教化能起到其他载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编修地方志，是中华

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可以这样说，浩如烟海的一部部地方志，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

明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巧家在西汉时为古堂琅县县地，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两千多年来，巧家人民用自己

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彪炳千秋，举世闻名的区域性文明，早已被史学界公认的汉代堂

琅铜洗就是最有力的佐证。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巧家在两汉以后的一千多年历史进程中，

由于各种原因，先进的中原文化并没有充分润泽这方土地；繁荣的南诏、大理文化也没

有充分辐射到这个角落。因此，它所经历的奴隶社会远比中原更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

况更为滞后。民国时期，战乱纷起，吏治腐败，豪强割据，以封建领主制为主的落后的生

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自给但却不能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巧家积弱积贫，百业

凋敝。解放前，巧家没有一寸公路，没有电力设施，工业几近空白。

新中国成立以后，巧家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创

造了辉煌的业绩。巧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治乱兴废，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演变，理所当然应该留下真实的记录。

编修．《巧家县志》，工程浩繁，任务艰巨。建国以前的史料匮乏；而建国以后的史料

又多如繁星，诸多大事难以囊括其中。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两届县委、政府的努力，经过

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肩负编修任务的修志工作者们穷搜博采，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翔实记述了巧

家县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它是巧家县

沧桑的真实记录，是巧家地情资料的“百科全书”。它在进一步开发巧家，建设巧家的历

史进程中，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巧家县志》饱含了修志人员的心血，凝结着全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巧家县

志》，帮助人们认识巧家，从而更加热爱巧家，为巧家的建设和发展去努力、去拼搏，这

是编修《巧家县志》的初衷，也是我们的愿望。 一

愿巧家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创造更为美好的明天。．

一

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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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杨嘉华

地方志作为记述一方一地历史沧桑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中一

个极其重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鉴往、识今、存史、教化的功能。而编修社会主

义的新方志，无疑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当代、造福后世

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1990年9月新编《巧家县志》工作启动，经过两届县委、政府的共同努力，在省、地、

县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历时6年，《巧家县志》终于付梓。作为参与《巧家

县志》编修工作的一员，我深感欣慰。并愿借此机会，向为《巧家县志》编纂、审定付出

心血、作出贡献的各方人士表示诚挚、深切的感谢。

新编《巧家县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实记述了巧家建置

以来自然环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事件及其沿革演替的历史，重

点记述了县人民政府成立后40年间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经验、教训，追溯历史

渊源，体现时代精神，资料翔实，文字简约，突出地方特点，力求科学性、思想性、资

料性、地方性的统一，使巧家县各族人民为开发巧家、建设巧家而付出的努力和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得以昭示青史、垂鉴后世，也为巧家县的进一步开放、开

发，提供了全面、系统、翔实的地情资料。同时，对补国史之不足，存留地方文献，也作

出了贡献。

巧家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是一块待开发的宝地。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巧家县

至今仍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巧家县各族人民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过去的40余年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历届县委、政府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住机

．．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立足县情，求真务实，集

思广益，进一步明确了巧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即：“突出粮牧烟桑，狠抓糖果

草矿，加强基础建设，猛攻乡镇企业，发展教育科技，努力控制人口。”根据上述指导思

想和发展思路，全县“八五”期间完成了关系全局的十项重点工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为“九五”期

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为2000年全县基本脱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彰往昔而开来兹”，《巧家县志》不仅是巧家沧桑巨变的真实的历史画卷，，也是描绘

巧家未来发展蓝图的翔实的地情“百科金书”。愿巧家县各族人民继续奋斗，再续青史。

199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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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全面系统地记述巧家县自然和

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记述各项事业，根据史料，从发端起记，上限不限，下限至1990

年。

二、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编专志、人物和附录组成。大事记为编年体，专志按事

业性质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共列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6编，计37章188

节。

三、人物设传、表、录，不分章节，冠序号一、二、三。人物传仅收在本县有较大影

响的已故人物，排列以卒年先后为序，卒年不详者排在适当位置。人物表收录本籍已故有

一定影响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地(师)以上党、政、军职务的本籍人士

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县历任县团级正副职列表载名于各有关章节。

四、清代及其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括注公历纪年；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在一

段文字中首次出现括注公历纪年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历纪年。

五、巧家(厅)县建置、隶属及行政区划几经变迁，凡与历史境域有牵连史实，择

要记述或附录。历史地名沿用旧称，必要时括注今名；今地名以《云南省巧家县地名志》

为准。

六、专用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和数字、标点符号，按国家统一规定使用。各类统计

数字均由统计部门提供或审定。货币单位，民国及其以前随文写明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以1955年发行的人民币单位为准。

七、县地各少数民族虽通用汉语，但各有其本民族语言文字，故“汉族方言”单列

一章，各民族语言文字于本民族节内扼要记述。

八、入志资料取自各级档案馆、各有关部门、民国《巧家县志稿》、图书、实物、调

查材料等，皆经编者考订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有歧义者，于行文中存疑。



目 录

凡例⋯⋯⋯⋯⋯⋯⋯⋯⋯⋯⋯⋯(1)

概述⋯⋯⋯⋯⋯⋯⋯⋯⋯⋯⋯⋯(1)

大事记⋯⋯⋯⋯⋯⋯⋯⋯⋯⋯⋯⋯(6)

第一编地理⋯⋯⋯⋯⋯⋯⋯(40)

第一章建置⋯⋯⋯⋯⋯⋯(40)

第一节 置 县⋯⋯⋯⋯(40)

第二节境域⋯⋯⋯⋯(41)

第三节行政区划⋯⋯⋯(41)

第四节。县 城⋯⋯⋯⋯(57)

第五节 乡 镇⋯⋯⋯⋯(58)

第二章 自然环境⋯⋯⋯⋯⋯(66)

第一节 地 质⋯⋯⋯⋯(66)

第二节 地貌⋯⋯⋯⋯(73)

第三节 水 系⋯⋯⋯⋯(78)

第四节 气 候⋯⋯⋯⋯(88)

第五节 土⋯⋯⋯⋯⋯⋯(95)

第六节 动植物⋯⋯⋯⋯(99)

第七节矿藏⋯⋯⋯⋯(101)

第三章 自然灾害⋯⋯⋯⋯⋯(102)

第一节 气象灾害⋯⋯⋯(102)

第二节’地质灾害⋯⋯⋯(103)

第三节 生物灾害⋯⋯⋯(106)

第二编经济⋯⋯⋯⋯⋯⋯⋯(107)

第一章综合经济⋯⋯⋯⋯⋯(107)

第一节 国民经济⋯⋯⋯(107)

第二节 计划⋯⋯⋯⋯(113)

第三节 物价⋯⋯⋯⋯(115)

第四节 工商行政⋯⋯⋯(120)

第五节 标准计量⋯⋯⋯(127)

第六节 统计⋯⋯⋯⋯(128)

第七节 审 计⋯⋯⋯⋯(129)

第八节 土地管理⋯⋯⋯(130)

第二章农业⋯⋯⋯⋯⋯⋯(132)

第一节体制⋯⋯⋯⋯(132)

第二节耕作⋯⋯⋯⋯(139)

第三节 粮食作物⋯⋯⋯(147)

第四节 经济作物⋯⋯．．．(152)

第五节农技⋯⋯⋯⋯(158)

第三章林业⋯⋯⋯⋯⋯⋯(165)

第一节林木⋯⋯⋯⋯(165)

第二节造林⋯⋯⋯⋯(169)

第三节护林⋯⋯⋯⋯(174)

第四节林产⋯⋯⋯⋯(177)

第五节林场⋯⋯⋯⋯(180)

第六节 管理⋯⋯⋯⋯(180)

第四章畜牧业⋯⋯⋯⋯⋯⋯(182)

第一节 畜禽种类⋯⋯⋯(182)

第二节 饲草饲料⋯⋯⋯(185)

第三节疫病防治⋯⋯⋯(188)

第四节 生产经营⋯⋯⋯(190)
+ 第五节 畜牧科技⋯⋯⋯(194)

’第六节 管理⋯⋯⋯⋯(196)

第五章水利⋯⋯⋯⋯⋯⋯(197)

第一节 治河排涝⋯⋯⋯(197)

第二节 引(蓄)水⋯⋯(199)

第三节 水窖⋯⋯⋯⋯(207)

第四节水土保持⋯⋯⋯(209)

、，、，、，q@@

一

一

～

一

一

一

～

～

～

～

～

～

～

一

一

一

～

～

～

一

一

～

～

～

一

～

～

～

～

～

～

～

～

～

一

一

一

二三序序序



2 巧家县志

第五节

第六章。工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管理⋯⋯⋯⋯(210)

业⋯⋯⋯⋯⋯⋯(215)

体制⋯⋯⋯⋯(215)

制 糖⋯⋯⋯⋯(221)

煤炭⋯⋯⋯⋯(226)

电力⋯⋯⋯⋯(228)

金属矿冶⋯⋯⋯(232)

非金属矿开采

⋯⋯·⋯···⋯⋯··(236)

建材⋯⋯⋯⋯(237)

食 品⋯⋯⋯⋯(239)

纺织 印染 缝纫

⋯⋯⋯⋯⋯⋯⋯(241、

金属加工⋯⋯⋯(244)

第十一节其他⋯⋯⋯(245)

第七章交通⋯⋯⋯⋯⋯⋯(248)

第一节 道路航道⋯⋯(248)

第二节 桥梁津渡⋯⋯(257)

， 第三节 客货运输⋯⋯⋯(266)

第四节．管理⋯⋯⋯⋯(269)

第八章邮电⋯⋯⋯⋯⋯⋯(271)

第一节 邮 政⋯⋯⋯⋯(271)

第二节 电信⋯⋯⋯⋯(276)

第三节 管理⋯⋯⋯⋯(279)

第九章商业⋯⋯⋯⋯⋯⋯(280)

第一节体制⋯⋯⋯⋯(280)

第二节 农副产品收购

⋯⋯⋯⋯⋯⋯⋯(286)

第三节 生产资料供应

··········-·；··-·····(295)

第四节 日用工业品购销

⋯⋯⋯⋯·⋯⋯··(300)

第五节 副食品购销⋯⋯(302)

第六节饮食服务⋯⋯⋯(304)

第十章粮油⋯⋯⋯⋯⋯⋯(305)

第一节公粮⋯⋯⋯⋯(305)

第二节 收购⋯⋯⋯⋯(306)

第三节．供应⋯⋯⋯⋯(310)

第四节储运⋯⋯⋯⋯(318)

第十一章财政⋯⋯⋯⋯⋯(322)

第一节体制⋯⋯⋯⋯(322)

第二节 收入⋯⋯⋯⋯(323)

第三节支 出⋯⋯⋯⋯(328)

第四节 国债⋯⋯⋯⋯(333)

第五节管理⋯⋯⋯⋯(335)

第十二章税务⋯⋯⋯⋯⋯(342)

，第一节税。制⋯⋯⋯⋯(342)

第二节税收⋯⋯⋯⋯(345)

第三节征管⋯⋯⋯⋯(359)

第十三章金融⋯⋯⋯⋯⋯(361)

第一节机构⋯⋯⋯⋯(361)

第二节货币⋯⋯⋯⋯(364)

第三节存款⋯⋯⋯⋯(369)

第四节 贷 款⋯⋯⋯⋯(374)

第五节保险⋯⋯⋯⋯(378)

第十四章城乡建设⋯⋯⋯⋯(381)

第一节县城⋯⋯⋯⋯(381)

第二节集镇⋯⋯⋯⋯(385)

第三节建筑业⋯⋯⋯·：·(386)

第四节 管 理⋯⋯⋯⋯(388)

第五节 环境保护⋯⋯⋯(389)

第三编政治⋯⋯⋯⋯⋯⋯⋯(392)

第一章政党群团⋯⋯⋯⋯(392)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巧家

县党部⋯⋯⋯⋯(39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巧家

县地方组织⋯⋯(393)

第三节群众团体⋯⋯⋯(403)

第二章政权⋯⋯⋯⋯⋯⋯(406)

第一节衙署⋯⋯⋯⋯(406)

第二节 民国县政府⋯⋯(411)

第三节 县人民代表大会

⋯⋯⋯⋯⋯⋯⋯(413)

第四节 人民政府⋯⋯⋯(418)

第三章参议会人民政协



目 录 3

⋯⋯⋯⋯⋯⋯⋯⋯⋯(423)

第一节参议会⋯⋯⋯⋯(423)

第二节 人民政协⋯⋯⋯(424)

第四章政务纪要⋯⋯⋯⋯⋯(425)

第一节 民国38年县政风
‘

‘

潮⋯⋯⋯⋯⋯⋯(425)

第二节 巧家解放⋯⋯⋯(427)

’第三节 禁烟 肃毒⋯⋯(428)

第四节 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第十三节

⋯⋯⋯⋯⋯⋯⋯(430)

土地改革⋯⋯⋯(431)

“三反” “五反”

⋯⋯⋯⋯⋯⋯⋯(433、

“三大改造，

⋯⋯⋯⋯⋯⋯⋯(433、

肃反审干⋯⋯(435)

整风反右⋯⋯⋯(436)

“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436)

“文化大革命”

落实政策⋯⋯

经济体制改革

第十四节 扶贫⋯⋯⋯

第五章政法⋯⋯⋯⋯⋯⋯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公 安⋯⋯⋯⋯

第三节 检察⋯⋯⋯⋯

第四节 审 判⋯⋯⋯⋯
。

第五节 司法行政⋯⋯⋯

第六章民政⋯⋯⋯⋯⋯⋯

第一节 救 济⋯⋯⋯⋯

第二节 优抚安置⋯⋯⋯

第三节 管 理⋯⋯⋯⋯

第七章劳动人事⋯⋯⋯⋯⋯

第一节 干 部⋯⋯⋯⋯

第二节 劳动就业⋯⋯⋯

(438)

(440)

第三节 工资福利⋯⋯⋯(478)

第四编军事⋯⋯⋯⋯⋯⋯⋯(481)

第一章武备⋯⋯⋯⋯⋯⋯(481)

第一节机构⋯⋯⋯⋯(481)

第二节设施⋯⋯⋯⋯(485)

第二章武装⋯⋯⋯⋯⋯⋯(485)

第一节驻军⋯⋯⋯⋯(485)

第二节 地方武装⋯⋯⋯(486)

第三节 民兵⋯⋯⋯⋯(487)

第三章兵役⋯⋯⋯⋯⋯⋯(490)

第一节募兵⋯⋯⋯⋯(490)

第二节征兵⋯⋯⋯⋯(490)

第三节 志愿兵 义务兵

第四节预备役⋯⋯⋯⋯

第四章重大兵事⋯⋯⋯⋯⋯

第一节杨秀林事变⋯⋯

第二节 太平军巧家之战

(490)

(491)

(491)

(491)

：⋯⋯⋯⋯⋯⋯⋯(492)

第三节 滇川边区武装纷

争⋯⋯⋯⋯⋯⋯(492)

第四节 胥品三暴狱⋯⋯(493)

第五节 游击队哗变及凌
’

空劫城事⋯⋯⋯(494)

第六节 红军长征过巧家

⋯⋯⋯⋯⋯⋯⋯(4951

第七节 武圣宫阻击战
‘

·⋯⋯··⋯⋯⋯⋯(496)

第八节 剿匪战事⋯⋯⋯(497)

第五编文化⋯⋯⋯⋯⋯⋯⋯

第一章教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育⋯⋯⋯⋯⋯⋯

旧 学⋯⋯⋯⋯

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中等专业教育、

(502)

(502)

(502)

(503)

(505)

(510)

带／／一

五第)))))))))))))))

2

3

4

4

7

3

7

6

7

7

9

O

1

1

7

4

4

4

4

4

5

5

6

6

6

6

7

7

7

7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巧家县志

(515)

第六节 业余教育⋯⋯⋯(517)

第七节教师⋯⋯⋯⋯(519)

第八节 管理⋯⋯⋯⋯(521)

第二章科技⋯⋯⋯⋯⋯⋯(523)

第一节机构 队伍⋯⋯(523)

第二节 管理⋯⋯⋯⋯(524)

’第三节 科技成果⋯⋯w(526)

第三章文化⋯⋯⋯⋯⋯⋯(529)

第一节 文艺创作⋯⋯⋯(529)

第二节 文艺演出⋯⋯⋯(533)

第三节 广播影视⋯⋯(538)

第四节 图书 报刊⋯⋯(541)

第五节档案⋯⋯⋯⋯(543)

第六节史志⋯⋯⋯⋯(544)

第七节 文物．古迹⋯⋯(546)

第四章卫生⋯⋯⋯⋯⋯⋯(548)

第一节 医疗⋯⋯⋯‘(548)

第二节 卫生防疫⋯⋯⋯(553)

第三节 妇幼保健⋯⋯⋯(562)

第四节 药 品⋯⋯⋯⋯(564)

第五节 卫生行政⋯⋯⋯(565)

第五章体育⋯⋯⋯⋯⋯⋯(566)

第一节，机构．设施⋯⋯(566)

第二节 学校体育：⋯⋯”(567)

第三节群众体育⋯⋯⋯(568)

第四节 竞技体育⋯⋯⋯(569)

第六编社会⋯⋯⋯⋯⋯⋯⋯(571)

第一章人口⋯⋯⋯⋯⋯⋯(571)

第一节 总量⋯⋯⋯⋯(571)

第二节构成⋯⋯⋯⋯(574)

第三节婚姻 家庭⋯⋯(579)

第四节 姓 氏⋯⋯⋯⋯(581)

’第五节 计划生育⋯⋯⋯(581)

第二章民族⋯⋯⋯⋯⋯⋯(585)

第一节汉族⋯⋯⋯⋯(585)

第二节 彝族⋯⋯⋯⋯(590)

第三节苗族⋯⋯⋯⋯(594)

第四节布依族⋯⋯⋯⋯(597)

第五节 回族⋯⋯⋯⋯(598)

第六节 其他民族⋯⋯⋯(599)
’

第七节 民族事务⋯⋯⋯(599)

第三章汉语方言⋯⋯⋯⋯_(602)

第一节语音⋯⋯⋯⋯(602)

第二节 语法⋯⋯⋯⋯<603)

第三节词语⋯⋯⋯⋯(605)

第四节谣谚⋯⋯⋯⋯(608)

第四章岁时典仪⋯⋯⋯⋯(613)

第一节 岁 时⋯⋯⋯⋯(613)

第二节祭祀⋯⋯⋯⋯(615)

第三节典仪⋯⋯⋯⋯(616)

人物⋯⋯⋯⋯⋯⋯⋯⋯⋯⋯⋯(618)

一人物传⋯⋯⋯⋯⋯⋯⋯⋯(618)

刘汉鼎刘诚⋯．．．⋯⋯·(618)

王公禄⋯⋯⋯⋯⋯⋯⋯⋯(618)
、

杨盛宗⋯⋯⋯⋯⋯⋯⋯⋯(619)

李福星⋯⋯⋯⋯⋯⋯⋯⋯(619)

杨文炯⋯⋯⋯⋯⋯⋯⋯⋯(620)

钟洪钧 廖纯修⋯⋯⋯⋯(620)

卢应祥⋯⋯⋯⋯⋯⋯⋯⋯(621)

李国柱吴澄⋯⋯⋯⋯(621)

· 梁 英⋯⋯⋯⋯⋯⋯⋯⋯(624)

张开儒⋯⋯⋯⋯⋯⋯⋯⋯(624)

陆佩金⋯．．-⋯⋯⋯⋯⋯⋯(626)

熊鸿钧⋯⋯⋯⋯⋯⋯⋯⋯(626)

卢开基⋯⋯⋯⋯⋯．．，⋯⋯(627)

龙绳曾⋯⋯⋯⋯⋯⋯⋯⋯(628)

陆崇仁⋯⋯⋯⋯⋯⋯⋯⋯(631)

刘达夫⋯⋯⋯⋯⋯⋯⋯⋯(632)

梁智⋯⋯⋯⋯’⋯⋯⋯⋯(633)

熊 翔⋯⋯⋯⋯⋯⋯⋯⋯(634)

林兴学⋯⋯⋯⋯⋯⋯⋯⋯(635)

罗文英⋯⋯⋯⋯⋯⋯⋯⋯(635)

杨天理⋯⋯⋯⋯⋯⋯⋯⋯(636)



目 录 5

刘常星⋯⋯⋯⋯⋯⋯⋯⋯(636)

二人物表⋯⋯⋯⋯⋯⋯⋯⋯(637)

(一)本籍已故较有影响、

人物⋯⋯⋯⋯⋯⋯(637)

(二)本籍红军老战士，

1 950年后担任地

(师)以上军政职务

人员⋯⋯⋯⋯⋯⋯(640)

(三)本籍在外地高级技

术人员名录⋯⋯⋯(640)

(四)县企事业单位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名录
， ‘

⋯⋯⋯⋯⋯⋯⋯⋯(641)

三．英名录⋯⋯⋯⋯⋯⋯⋯⋯(642)

(一)本籍烈士名录⋯⋯(642)

(二)巧家剿匪斗争非本

籍烈士名录·：·⋯⋯(647)

(三)抗日阵亡将士名录

⋯·⋯⋯⋯⋯⋯⋯··(650)

附录⋯⋯⋯⋯⋯⋯⋯⋯⋯⋯⋯(659)

文献⋯⋯⋯⋯⋯⋯⋯⋯⋯

请添设东川流官疏
●⋯⋯⋯●●●⋯⋯⋯●●⋯⋯

巧家创设木城碑记
⋯⋯⋯⋯⋯●⋯⋯⋯⋯●●

重修文庙碑记⋯⋯⋯⋯⋯

巧家县志稿弁言⋯⋯⋯⋯

中共巧家县委书记张刚致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

．汇报信⋯⋯⋯⋯⋯⋯⋯

诗文⋯⋯⋯⋯⋯⋯⋯⋯⋯

考据综述

堂琅县治所和巧家厅治设

置年代初考

(659)

(659)

(660)

(661)

(661)

(662)

(664)

⋯⋯⋯⋯⋯⋯⋯⋯⋯⋯(668)

铜政沿革

⋯⋯⋯⋯⋯⋯⋯⋯⋯·：·(672)

地志、县情资料存目⋯⋯⋯(679)

后记⋯⋯⋯⋯⋯⋯⋯⋯⋯⋯⋯(680)

参考书目⋯⋯⋯⋯⋯⋯⋯⋯⋯⋯(682)

夕乡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