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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出版时县四家班子领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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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如实记载从自然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和现状，在篇

目设计和内容记述上也作了十分有益的创新和探索，特设了“长寿之乡”、“革命

斗争纪略”、“扶贫工作”、“移民安置”等编和“劳务输出”等节，突出了长寿之

乡和“老、少、边、山、穷、库(区)”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可以说((巴马瑶

族自治县志》是一部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容比较丰富、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

比较浓郁、可读性比较强的一部志书。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巴马瑶族自治县志》对

于人们认识巴马、研究巴马、建设巴马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领导干部进行

科学决策将提供可靠资料，可作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教

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乡土教材。因此，我们热切希望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工人、

农民和社会各界人士阅读它、研究它、利用它，为建设巴马做贡献。

《巴马瑶族自治县志》作为巴马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和信史，县志办全体编纂

人员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这是他们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奋力笔耕的结果，在志

书出版发行之际，我们衷心感谢为这个浩大的文化系统工程做出贡献、作过努力

的所有采编人员和其他有关同志，他们为巴马各族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巴马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得到广西通志馆、河池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河

池地区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学者的悉心指导。借此机会，谨向关心、

支持巴马修志工作的各级领导、各方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罗现寿

巴马瑶族自治县县长 蓝高汉

2002年8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实地记述巴马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二、全志按编、章、节、目排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各编、附录组成。

以志为主，辅以图表、附录和照片。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专志共计33编。

三、巴马是世界第五个长寿之乡，是“老、少、边、山、穷、库(区)”县，

特设“长寿之乡”、“革命斗争纪略”、“扶贫”、“移民安置”等编。

四、本志上限不限，下限截至1990年，重点记述巴马瑶族自治县成立后的史

实，个别情况适当延伸。1951年至1955年撤销万冈县，资料缺乏，本志不作记述，

或者少记述。

五、按“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编”只选著名革命烈士和对社会有重大影

响的已故人士立传，立传人物按卒年顺序排列。革命烈士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

厅的审批为准。

六、本志资料采自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及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县人

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少量来自口碑、有关报刊，经核实后载入。各项统计数字以

县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为主，兼采各类综合报告、专题调查的数据。

七、本志纪年、计量、行文等，均按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

的《广西地方志编修工作行文规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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