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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村委会第一月领导班子

荷花村女2队参加镇政府组织的文体运动会



荷花完小

新世纪中学荷园后勤服务股份有限责任。目

荷花村腹地学校太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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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完小组织校园文

村民大会去场



^力发展林果业

养猪场 养鸡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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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村党总支村委会

撰写《荷花村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对我村历史文化

的发掘整理、发展现状的客观记录；是对我村优势资源的归纳和宣

传；也是对我们行政村发展模式和产业规划的探索。通过《荷花村

志》的撰写，是对我们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一次总结，也是对

未来小康社会建设蓝图的家族谱资源的收录。它既可以全面反映

本村历史，又可以顺应百姓认祖归宗的愿望。《荷花村志》既可作

为对外形象宣传和招商引资的资源，也可作为本村百姓了解本地

情况，参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学习材料。《荷花村志》把具有

地方特色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记载下来，可以激发村民爱村爱家

的感情，提高村民对本村各种资源和发展前景的认识，调动村民建

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性。《荷花村志》不仅是时代的总结，而且是教

育后代，启发他们自强不息，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文化，继承民族

光荣传统，创造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

是一项很好的民心工程，可以密切基层干群关系，增强基层凝聚

力，对干部群众进行健康的乡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洱海地区就有了灿烂的石器文化。从

苍山龙泉峰遗址中发掘的半月形石斧、三角形石锄、靴形陶锅等说

明，我们的祖先三千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就开始创造

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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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就已经懂得金、银、铜、铝的冶炼技

术和细布的织造技术。南诏国大理国先后在大理建都五百余年，

这块古老美丽富饶而又神奇的土地就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平大理国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虽

然东移昆明，但大理仍为滇西重镇。而荷花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

地的确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又富于传奇的风水宝地。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尽管这里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大部份人依然贫穷落后。加上战乱、匪患、灾害、瘟疫横行，百姓

苦不堪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村民们在中国共产党正

确领导下，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精神，El子终于才一天比

一天好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农田联产承

包责任制，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空前的提高。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建设，有相当一部份村民已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仅解决了温

饱问题，许多家庭还新盖起了高楼大厦，家里有了现代化的洗衣

机、电视、电话、摩托车、汽车和高档家具，跟城里人的生活没有两

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的提高，村里的文化、教育、科技、

卫生等方面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荷

花村人民和大理市一道，为把大理市建设成云南省现代化的最美

丽的大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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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书结构，按编撰职务、目录、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志正文(章节体)、后记顺序排列。节以下的标题序码用一、(一)、

1、(1)顺序排列。

二、本志书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

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忠于历史、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直述史实，述而不论。

三、本志书对历史纪年，1911年前当时通用纪年，并在括号内

加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名实用当时名称，再加注今地名。

四、本志记述时限原则上上限1952年1月，重点突出从建村开

始，下限断在2002年。个别情况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生时起，下限到

2004年。

五、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结合实用图表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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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荷花村是大理市下关镇的一个行政村，由兴隆、荷花、阳平、宝

林、宝井五个自然村十个村小组组成，因村委会驻荷花自然村而定

为荷花村。本村地处下关城区北郊，东邻214国道滇藏公路，南接

龙泉村委，西靠国家级自然风景保护区苍山马耳峰斜阳峰脚下，北

与阳南河为界，总面积8平方公里。背靠苍山，面向洱海，风光秀

丽，有宝林寺、蛇骨塔、文昌宫等历史名胜古迹，有丰富的山林以及

水资源，又在城市发展地带，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前景。荷花

村为白族为主及少数其它民族聚居村，到2003年底，全村共有1356

户，人口4025人，其中农业人口1053户，非农业人口303户(包括

国家征用土地后由国家农转非人数)。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大，全村

原有的大量土地已经被征用，现剩余耕地面积600余亩。本村有史

以来农民从事种田、饲养牛马、烧炭、驮炭、砍柴砍竹篾卖，经营水

磨、水碾、水碓为主要副业。建国后，从互助组到公社化，也是以农

为本，主产稻谷、蚕豆、小麦、油菜、包谷。以队为基础，集体出工，

集体劳动，按人头加劳动工分分配。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学愚公移山、学大寨、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努力奋斗，流了大汗出

了大力甚至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但温饱问题始终得不到根本

的解决，村民仍处在贫穷的境况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

行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本村各项事业开始得

到蓬勃发展，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粮食自给有余，产

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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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到2003年底，全村经济总收入11152万元，村

民人均收入3250元，人民群众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文化、教育、卫生和科技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文化生活

丰富多彩，村里有文艺宣传队、洞经音乐队。教育方面，州、市、镇

设在本村辖区内有大理学院、下关一中初中部，荷花完小入学率达

100％。卫生方面，村里建有诊所，方便群众就地诊医，在辖区内建

有大理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条件好，人民健康得到保障。先后

被州、市委政府命名为“小康村”。

荷花村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勤劳善良、聪明务实的村民，自

古风俗淳厚，近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前人想

象不到的成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州、市、镇政府的领

导和热情关怀、支持、帮助下，村庄道路、村镇建设，村容村貌、环境

卫生、公益事业大为改观。如今，荷花村乘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

捷步伐的春风，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为创建一个更美丽、更

富饶的新荷花村而努力。

荷花村的人民，将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智慧、饱满的激情，欢

乐的歌声去迎接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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