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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是编纂人员竭忠尽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关心支持，各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合

作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谨向为《绿春县志》倾注了心血，作出过贡献的同

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由于历史资料奇缺，当代资料也不完备，加上我们水平有限，《绿春县志》缺点谬

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广大读者教正．

值此《绿春县志》出版之际，寄意绿春各族人民及在绿春从事各项建设的志士仁

人，化热爱绿春之情为建设绿春之动力，以志为鉴，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扬长避短，开

拓前进，加快振兴绿春步伐，上慰列祖，下惠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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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绿春县志》为本县首部县志．以今县境为记述范围。所记事物力求追本溯源，

贯通古今，时间上限因事而异，一般从有可靠资料的年代写起；下限止于1985年．对

个别跨越下限的特殊事物，记述时限作必要延伸。

2．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记述绿春建县后的县情为重点，实事求是

地、全面系统地反映绿春的历史和现状，突出特点，体现规律，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

资料性相统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3．人志资料来自省、州、县档案馆档案，本县各有关单位、广大干部群众提供的材

料及旧志、书刊，均经反复核实、考证．编纂中，除少数重大史实外，一般不赘注出

处。

4．志中所用绿春建县前的各项数据，为原资料所有，建县后的各类数据，基本来自

县统计年鉴，年鉴缺漏的，采用有关单位数据。

5．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

物、附录五部分组成，以各类专志为主体。

6．本志首列《概述》，鸟瞰全县，梗概全貌，简述发展，综合利弊，彰明因果，反

映规律，阐明优势，说清短处，显示特点，指出前景，使读者掌握县情大要，有助绘制

开发建设绿春蓝图。在经济类分志之前，以《经济综述》一编反映宏观经济面貌．各类

专志均冠以一段无题文字，概括事业的兴衰起伏及其因果关系，体现行业地位、特点及

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展示事业现状的长，短，优、劣和发展前景。《概述》、。综述”、。无

题文字”不设章节，按各自具有的内在联系横排纵写．

7．本志设《大事记》于《概述》之后，以为全志之经。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

结合的记述方法，以时为序，记载本县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大事、要事及新事．古代大

事因资料缺乏而大幅度跨年记述，近期大事，编年记述。

8．各类专志为全志之纬，以类系事，以事类设专志，以专志为编。采用章节体，横

排门类，纵写史实。以记事记实为主，适当以事系人．鉴于本县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县

情的各个方面都无不受世居民族的影响，专设《民族志》置于各类专志之前。对人口占

全县总人口85％以上的哈尼族，记述稍详，对其他兄弟民族，侧重记述其与哈尼族有

别的内容。全志设24个专志，连同《经济综述》共是26编。所设专志，除地理、人

口、民族外，内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部类，外则平头列志，不设部类虚目．

9．本志《人物》采用传(含简介)、录、表三种体裁。所载人物以本籍为主，兼顾

外籍。坚持生不列传，立传者均属在本县有较大影响的已故人物。人物传和革命烈士英

名录中人物，按卒年先后排列．人物表分别为本县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长期坚持在本

县工作的老干部老职工、本籍县(团)级以上干部、县内中级以上科技人员、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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