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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l

序 一

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章振国

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昆明市政府志》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往今来，史志编修不辍，

代代相传，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客观规律，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

分。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史志编修，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

的决定》中就提出编史修志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

仅潜心研究和运用地方志，而且多次指示要把地方志编修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编修

社会主义新方志蔚然成风。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

抓好”，充分揭示了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的重要性，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编修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昆明地区从明代

起就开始编修地方志，到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前，共修有地方志40余部。解放后，

在历届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昆明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立了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先后编辑《昆明历史资料汇辑》等一批书籍，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出

版了《昆明市志长编》。同时，制定了《编纂(昆明市志)总体规划》，对编纂的目的、指导

思想、篇目设计、方法步骤、组织领导等作了明确规定。到2000年底，全市首届社会主义

新方志编修任务基本完成，《昆明市志》和县(市)区志的续修工作全面展开，形成了盛世

修志、众手成书的局面。

昆明建市至今近80年，昆明市政府的新旧演变在地方史志中是重要的历史主线，如何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性地编修好反映昆明市政府历史的志书，是时代赋予

的重任。为此，我市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展开了浩繁的编修工作。在资深同志的主持和

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昆明市政府志》终于付梓，出版发行了。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通古今，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昆明市政府工作的历史与现状，正确地

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揭示了发展中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时代

的光彩，具有较高的资政、教化和存史价值。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要使地方

气叶



中央关于“续修志书要有新的起点、新的高度，要面向

振兴中华的历史”的要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创名志、佳志、良志的精品意识，进一步完善“党委领

，努力提高志书编修的质量，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为推进

2001年2月5日



序 二 1

序 二

昆明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王廷琛

昆明不仅自然景观秀丽迷人，而且历史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为饮誉遐迩的文

化名城。19世纪70年代后，地处西南一隅的昆明步履蹒跚地走上了近代化的艰辛历程。然

而，由于封建帝制的桎梏和封建政府的衰朽，昆明城市的发展被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色彩。1912年后，由于推翻封建帝制，给昆明城市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1919

年云南市政公所的建立，标志着昆明城市的发展开始被纳入了政府的自觉行为。1928年昆

明市政府建立后，昆明的城市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更成为抗

战大后方和举世闻名的“民主堡垒”。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民国昆

明市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将昆明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都市。到1949年，昆明仅是一个城

区面积为7．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19．27万的小型城市，而且市容简陋、百业凋敝、物价飞

涨、民不聊生。1950年昆明和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昆明一改旧时代的凝重和

迟滞，以全新的姿态步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进入90年

代以来，昆明英姿勃发，城市化跃迁到一个新的水平，吸聚力显著增强，辐射区域大为拓

展，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迅速提高，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到1995年，昆明城区

面积达10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逾百万。高楼林立，市容整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昆明

正以“沟通四海、容纳八方”的恢宏的开放性和吸纳力，逐步成为国际性现代大都市和国际

旅游热点城市。

从1919年到1996年，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人民政府，在发展昆明、建设昆明的过程

中，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

结。有鉴于此，昆明市人民政府决定在《昆明市志·政府》卷基础上编纂《昆明市政府志》，

单独出版。在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夜以继日的辛

勤笔耕，《昆明市政府志》终于编讫付梓。这是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族人民递交的一份厚重

的答卷。对该志的出版，我谨表衷心祝贺!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昆明市政府志》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

料，公正客观地记述了昆明市从1919年到1996年新旧政府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环境治

理、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等领域采取的决策、举措及其实施结果，不因旧政府的黑暗而抹杀

其成绩，也不因人民政府的光明而回避其失误。鉴往知来。施政者可以以之为镜，从成功的

经验中受到启迪，从历史的失误中获得做诫，从而更好地造福一方。不惟如此，该志还为中

外客商和领导了解昆明的市情和历史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窗口”，在对外交往、招商引资

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昆明市政府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浓墨重彩，详尽而全面地记述

qr



2 昆明市政府志

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90年代昆明市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的巨大

成就。在今昔的强烈比照中，人们定能深切感受到人民政府的建树和昆明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而自觉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振奋民族精神。因而该志也将为市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令人信服的乡土教材。志

乃信史。《昆明市政府志》汇聚了1919年至1996年昆明市新旧历届政府的丰富而翔实的史

料，从而为历史研究积累了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功能将愈益充分地显现出来。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让我们面向21世纪，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谱写昆明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2001年1月6日



凡 例 1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

期内昆明市政府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结构由序、述、记、志、图、表、录7个部分组成。全书分篇、章、节、条目、子目5个

层次，条目序号以一、二、三、四划分，条目以下若还带子目，以黑体字空一格表示。

三、本志上限自1919年省划出市区范围，成立云南市政公所起，下限到1996年3月，个别

条目视情况适当上溯、下延。

四、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年号，夹注公元年份。如民国元年(1912)

等。

五、文中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50年2月24日云南解放前、后。

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简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七、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的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昆明市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

八、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九、本志中“七五”计划系指国家第七个5年计划；“八五”计划系指国家第八个5年计划，

其他依此类推。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政府档案、部门档案、《昆明市志》有关专卷、《昆明年鉴》、旧志、省市文

史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和其他有关文献。

十一、本志所用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数字，志书条目和“概述”有些不同。前者根据政府档

案材料(历届政府工作报告等)，反映的是辖区的情况；后者按照市统计局修正的数字，各个历

史时期都按1983年以后的辖区4区8县统计。

印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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