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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克祥。

编修‘《金星村志》是行政村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发展现状

的客观记录，是优势资源的归：纳和宣传，’是行政村发展模式和产

业规划的探索，：编修好《金星村志》，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它既可作为基层单位对外形象宣传和招商引资的资料，

也可以作为本村百姓了解本地情况，参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群

众学习材料。。同时是基层行政村小康社会建设历史进程的一次总

结，也是对未来小康社会建设蓝图的家族谱牒资料收入：既可以

全面反映本村历史，还可以顺应百姓认祖归宗的愿望。激发其爱

家、爱村的感情，调动村民收藏《村志》的积极性，把具有地方

特点民族特色的物质资源、文化渊源记载下来。它不仅是时代的

总结，也是教育后代、启发他们自强不息，进一步弘扬祖国优秀

文化，创造更高层次的幸福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扩大

《村志》的影响和社会效益。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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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领导班子进行健康的

乡村社会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积

极的推动作用。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大理国时期)，金星村的祖先就在

这块土地上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由于社会制度的局限，在

同样的土地、气候、水源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

百姓依然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i全村绝大多数人民，在瘦田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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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种庄稼，交租子，糠菜半年粮，加之官府征兵征粮、门户钱、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匪患、灾害、瘟疫，民不聊生。一部分农民

家中一贫如洗，全靠背柴卖草度日，或以山茅野菜充饥。过着

“一穷二白”的生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共产党

的光辉照到了苍山洱海，金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了翻身解

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金星人民以豪迈

的革命气概，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生活，朝着社会圭义社会韵康庄

大道前进。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尽管前进的道路那么曲折、

坎柯，但前途永远是光明的j随着七年动乱的结柬，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为全届人民开创了前进的航道’，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后，大多数人家粮食自给有余，绝大多数农户都吃上了

大米饭，用多余的粮食转换为其它副食，住的也基本解决+，人民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村里的文化、教育、卫生和科技都取得

了显著成绩。金星村地处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治、经挤、文化申心

的大理市腹地，是滇缅．滇藏公路的交叉口，随着大理市的蓬勃

发展，城市的逐渐扩大，飞速地把金星村带人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金星村人民和大理市一道。，为把大理

市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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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序言、概述、

大事、志正文(章节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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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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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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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星村是大理市下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卣里后山、金星两个

自然村五个村民小组组成，。‘因村委会驻金星自然村而定为金星

村。本村东至沧浪路，南至青光山，西至泰安骼，北至洱河南

路，东西长1．5公里，南北长2公里，总面积为3平方公里。是

滇藏、滇缅公路的交叉口，是滇西交通枢纽的重要地带：古时西

南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通过这里，公元753年(唐天宝

十一年)由于唐王朝与南诏政权之间发生矛盾，唐将鲜于仲通带

兵“讨伐”，南诏，大战于龙尾关(今下关)，驻兵在本村境内

(相传今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一带皆唐军藏粮之所)。公元1253

年(宋理宗宝裙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军跨革囊渡金沙江。然后

攻克大理，不久长躯东下，把雄踞大理达三百年之久的大理国回

归祖国版图。元军劲旅由本村经过。1935年，中、缅两国为促进

友好来往，共同发展经济，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修筑了长达数千

里的滇缅公路，公路从本村穿过，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1951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千百年受压迫受剥削的藏族

同胞，大部队经过本村，全村上下夹道迎送。

金星村以白族为主以及部分其它民族聚居村，至2002年底，

全村共有740户，人口达2140人，其中农业人口315户，非农业

人口1825户(包括国家征用土地后由国家农转非人数)。建国初

期全村总耕地面积为1500亩，后因城市发展的需要，国家、省、

州、市、各级企业单位的建设而不断征用土地，至2002年底，除

留下山地400余亩外，其他耕地基本征用完。本村有史以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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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种田、捕鱼，饲养骡马、组合马帮为主要副业，还有烧制砖

瓦。建国后也是务农为本，主产稻谷、蚕豆、小麦。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本村各项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先

后组建了金星汽车修理厂，木制品综合加工厂，建筑工程队，经

贸代办公司。，珠海经营公司，水泥预制厂等企业单位。直到2002

年以来全村营业收入总值达2．9亿元。，全村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粮食自给有余，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

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变成了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全村收入不断增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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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丰富多采，在全村占地面积3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建有大理州

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下关镇文化站、金星村文化室，既有

老年活动中心，又有年青人活动设施，村里还有业余文艺演出

队，洞经音乐演唱队，老年书画协会，演出传统节目外，还开展

多种多样的文艺活动。民间体育活动也丰富多采，全村经常参与

州、市、镇各种体育表演活动。在教育方面，州、市、乡设在本

村腹地有一所中学，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一所完全小学，金星村

设有一所小学。两所学前班，私人办的两个幼儿园，入学率达

100％。

金星村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勤劳善良的村民，自古风俗淳

厚，近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前人想像不

到的成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州、市、政府的领导和

热情关怀、支持、帮助下，村内的交通j市政建设，村容村貌、

环境卫生、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大为改观。全村的前景，如旭日

东升、灿烂辉煌。

金星村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智慧，欢快的歌声，

去迎接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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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公元10一一13世纪，李氏、王氏、华氏三个世家相继聚居，

村落形成，名“马鹿荡”。(村人王俊《金星村史末》)

公元14世纪修金星涧(《金星村史末》《万历赵州志》)。

公元1405年至1424年之间修金星本主庙(据考：天井村本

主庙铜钟所标年号为明永乐十六年)。

公元1514年．5月29 13大理地震波及本村(见《大理科技》

1991年2月期董国胜撰文“大理震害”)。

公元1515年10月18 13大理地震波及本村(见上条)。

公元1797年至1820年问建文昌官。

公元1851年至1861年间，李氏、杜氏、杨氏相继聚居弓鱼

岛，李后山村形成。

公元1855年，回民起义，又遭清廷镇压，战争达18年之久，

本村累遭破坏。

公元1873年李后山李氏人家获“通回”罪，全家被清政府杀

绝。

1914年，赵州改称凤仪县，本村为珠海乡第七保。

1925年3’月16日大理地震波及本村，房子倒塌数十间，死亡

二人(村人王俊《金星村史末》)。

1926年小股土匪作乱(．《金星村史末》)云南四大军长(龙

云、张汝骥、胡若愚、李选庭)争夺省主席位，张占标、张良相

继起事，战争叠起，本村累遭蹂躏。

1935年，滇面公路从本村南境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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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本村建华氏宗祠。

1940年，温疫，本村死数十人。

1940年，珠海乡中心国民学校在本村开设。

1942年，霍乱流行，本村死人较多。

1943年，抗日部队88师熊师长驻本村王姓人家，日本飞机

侦查时，有汉汗以镜照示，日本飞机遂予扫射，李姓两户房屋被

毁。

1949年，由晏同芳等五人组成民主青年团金星村支部，开展

革命活动。

1949年12月，下关解放。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八支队解放下关、凤

仪；本村成立中国共产党小组。

1951年，本村成立农民协会。 ．

1952年，土地改革，本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53年，成立本村农业生产互助组。

1955年，本村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并成

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转农业生产高级生产合作社；本村成立共产主义青

年团金星村支部。
‘

1958年，在金星村腹地征用耕地建化工厂、防疫站、州车

队、市商业局车队、市粮食局及榨油加工厂、鱼种站、通用机械

厂、毛纺厂、农科站。

1958年，本村成立抽水机站，加高金星涧堤，‘一度种上兰桉

若干株。

1959年，本村成立公共食堂。

1960年，本村大饥荒。

1961年6月，本村撤消公共食堂。

1962年，成立中共金星村支部；下关市郊公社金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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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

济。

1964年，继续“四清”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本村亦被卷入。

1969年，成立金星大队革命领导小组。

1970年，大理市政府征用金星村耕地建下关七小。

1971年，大理市政府征用金星村耕地建立下关二中。

1975年，征用金星村耕地建立金星修理厂、云南人纤厂、市

糖果厂。

1984年，成立市郊区金星乡人民政府。

1984年，征用金星村土地耕地建三馆一厂(体育馆、博物

馆、图书馆、烟厂)。

1987年，成立大理市市郊乡金星村公所。

1987年，大理市征用金星村耕地建科委。

1988年，村公所办公大楼落成。

1992年2月25日珠海乐园开业。 ，

2000年，金星村小学大楼落成。

2001年，重修金星村本主庙。

2001年，金星村在珠海公园内建立花鸟市场。

2002年，进行村间道路硬化。

2002年，金星村建起金山、天马两个建材市场。

2003年，在金星村珠海公园内举办中国第十三届兰花展。

2003年，金星村农村电网进行全面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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