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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应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基本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旧州镇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记事上限起自事物发端，下限截至2002年12月31日，主

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史实及其以前的片段史实。图

片收集至出版前。

三、内容依社会分工进行科学分类，以章、节、目为结构，按概

述、大事记、各章节、人物等排列，分类记述。人物除照录《安顺府

志》、《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市志》所记载旧州镇文人才子、商贾官

宦、节妇烈女、逸士耆宿外，中华民国时期许多对旧州桑梓百姓做出

贡献的人士也予以罗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曾任副科级

(含1992年前小乡镇主要负责人)以上实职的领导干部以及受省级

以上(含省级)表彰的先进模范人物排列，部分届次旧州籍市、区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名牌大学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也

予以排列占
‘‘

四、历史朝代依历史称谓，历史地名用当时的称谓，并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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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名。

五、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未公布的，使用有关职能

部门审核提供的数字和档案资料。度量单位采用国家统一的度量

单位。

六、入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市、区各级馆藏档案，以及《安顺府

志》、《续修安顺府志》、《安顺市志》、专题研究、专题考察、专著、报刊

和有关口碑资料。文字材料，经过严格考证、鉴别、审定。所有资料

除行文随文作必要注明外，一律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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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盛世，旧州镇萃集人才，调配资金，全力编修《旧州镇志》，

喜得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共襄盛举，今得以成稿，为旧州镇精神文明

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抹了一笔浓墨重彩，可喜可贺!

旧州风光秀美，气候宜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元明之时

为安顺州府所在地，是安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代以来为知府

亲辖地，商业繁荣；民国时期，市井繁华，商贾云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社会经济事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

景象。现《旧州镇志》付梓印出，传之后世，将起到资治、存史、教化

的作用。

地方志是祖国文献宝库中独具特色的瑰宝，纵观旧州历史，建

置沿革久远曲折，百转千回；自然风物纷繁复杂，下笔容易写好难。

但《旧州镇志》的编纂者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优良优统，

克服困难，开拓创新，两载寒暑，数易其稿，终使志书编纂工作得以

完成，其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和钦佩o

《旧州镇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探本穷源，史料丰富，寓褒贬

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是一本集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

的地方百科全书。谨序o

‘妻裟瓣耄杨洪俊
200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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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金秋八月，秋风飒爽o《旧州镇志》完稿出版，这是旧州镇社会

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中国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传统。地

方志作为“一方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

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

社会综录；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具有“资治、存

史、教化"的重要功能；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今天，旧州镇’

站在发扬民族优秀传统、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高

度，充分认识编纂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真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修志工作“一纳入、五到位"的规定，调配资金，集萃人才，

使《旧州镇志》得以付梓见众，为旧州镇人民做了一件将产生久远社

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有了这部书，可以窥见旧州镇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概貌，可以看

到旧州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兴衰成败和坎坷曲折，特别是

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与伟大勋业，从

中探究各项工作的得失，在建设家乡和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旧州镇的

优势。相信未来的岁月里，旧州人民将会更加辛勤耕耘，励精图治，

叫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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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把旧州镇建设得更加美好。

《旧州镇志》为文载史，以史载道，其值无价。是为序。

妄荽害雯戛妻荨主霎侯晏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仄曩



序 三

《旧州镇志》的编修审定出版，是全镇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我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成果，是镇党委、镇政府对

旧州人民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修志伊始，镇党委、镇政府专门成立

了编纂领导小组，组织和聘请一批文化高、情况熟、责任心强的同志

组成编纂组。在编修过程中，编纂组成员通过广泛座谈，仔细查阅

档案，认真收集资料，形成初稿；经过内审、汇审、修改，得以定稿。

其间，同志们吃苦耐劳，高度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不

胜感谢o

《旧州镇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资

治、教化、存史为主旨，系统展现了旧州镇的历史沿革、自然风物、政

权、军事、公安、司法、经济管理、工业、农林水牧渔、文化、教育、卫

生、民族、人口、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它将对人们了解、关

心和支持旧州镇发展，激励和教育旧州人勤于思考、勇于改革、敢于

创新，促进旧州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起到

巨大作用。

史志编修，写作艰苦，成书亦难。《旧州镇志》的出版，得到了有

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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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旧州人将以

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再创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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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四

在我调离旧州镇之时，《旧州镇志》稿件初齐，如今，经过新领导

的努力工作，编纂工作已基本完成。编写志书的同志再三要我写个

序，只好从命。

旧州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建州以来，历经明朝、清朝、民

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

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时期，旧州镇历史沿革久远曲折，自然风物

纷繁复杂，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于旧州的历史，除了《安顺府志》、

《续修安顺府志》和地方碑文有少许记载外，自古以来没有一本典籍

对其有过系统记述，即使是建国以来的镇存档文献，对于昔日旧州

的历史记载也显得零星散乱o·历史进入21世纪，旧州镇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镇人民开拓进取，辛勤耕耘，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已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一新形势下，编修《旧州镇志》，进一步整

理，记述旧州建置沿革、历史风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显得尤为重要o

《旧州镇志》的问世，是全镇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为旧州镇精神

文明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抹上了一笔浓墨重彩。本志的修成，凝聚

了全体修志人员以及关心志书编纂工作的本籍和外籍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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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的心血，是一部以“存史、资政、教化"为主旨的地方百科全书，

功在当代，惠泽千秋。志书修成，感慨万千，谨此为序。

一2一

妄麓粼霎金林顺西秀区监察局局长
里1r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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