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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是文山州首部综合性志书，列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二、本志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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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为准绳；立足当代，详今略古，求实存真；全面记述州内自然、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有影响的人物，尽力突出边疆特色、民族特点、

时代特征；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以志为主，按事以类从，横排竖

写的原则，各分志设篇、章、节、目、子目，其他不设章节。

四、本志上限尽量追溯事物起始，下限至1995年。涉及历史上的重大区域变化，

在大事记、建置沿革中记述，其余一般不涉及。

五、本志分六卷出版。按部类编排，第一卷为综合卷，第二、三两卷为经济卷，第

四卷为政治卷，第五卷为文化卷，第六卷为社会卷。各卷相对独立，以卷自排页码。第

一卷(综合卷)列行政区划图、署名、序言、凡例，其余各卷仅列行政区划图、署名、

凡例。为增强全志整体性，并便于读者了解本志的总体框架，各卷护封列总篇目。

六、本志人物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设传略、事略、表、录四个层次。收录全

州有影响的已故人物和在世人物事迹。传略以正面、本籍人物为主，也收录个别劣迹昭

著者以戒后世，排列以生年为序。事略收录事迹逊于传略的已故人物和有突出贡献的在

世人物亦按生年为序。表列党政军界县团级正职(实职)以上职官表、科技界副高职以

上职称人员等表。录列各烈士英名等录。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及简化汉字。清代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数字，中华民国

年代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政治运

动、机构名称、政治术语、科技术语，各卷首次出现用全称，以后用简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八、本志使用地名，一律以州辖8县出版的《地名志》标准地名为准(个别例外)。

必须使用旧地名时应加注标准地名。

九、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颁布前仍沿用旧制书写，颁

布后按法定计量单位书写。各种旧币(含旧人民币)均不折算。数据使用以文山州统计

局数字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数据，使用各部门提供的数据。

十、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州属单位部门志、专业志、8县县志，省州档案馆档案，

各件文献、旧地方志，《云南郡县两千年》、《中国历史地图集》、《云南地方史讲义》、

《云南民族史》，省州县党史资料、省州县政协文史资料，及经筛选核实的口碑资料等，

文中均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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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期府、州、县官亲掌宣教化、养百姓、赈贫穷、恤孤寡等事宜，

无专门民政机构。民国时期，今文山州各县及第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设民政科。1950年1月7日文山县城解放，滇东南行政专员公署接管云南省

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政科，各县随设民政科，办理有关民政事务。

1958年4月1日文山专署改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下设民政

科。同年10月，自治州人委会将民政、人事、劳动3科合并成立民政局。

1964年3月，劳动、人事分出另设。1968年9月成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革

命委员会，同年12月撤销州民政局，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970年7

月，于州革委会办事组内设民政组。1973年州、县民政局、科先后恢复。

1983年10月机构改革中，州民政局下设5科3室，至1995年底，州民政局

共有6科3室。州、县两级民政部门，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任务，作为

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联系各族人民的桥梁，承担政权建设、优抚安置、社

会保障、行政管理、侨务、扶贫等民政事务，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人民

解愁，为巩固政权、部队建设、安定社会、建设和保卫边疆、巩固国防起了

保障和推动作用。



第一章 优 抚

第一节烈士褒扬

文山州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及建国后的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对越

自卫反击作战中，有2 387名英雄儿女血洒疆场，壮烈牺牲。其中抗日战争牺牲497人，

解放战争牺牲711人，抗美援朝战争牺牲110人，剿匪战斗牺牲586人，对越自卫反击

作战牺牲277人，其他牺牲206人。为做好褒扬革命烈士工作，让先烈精神和英雄事迹

铭刻人民心中，根据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公布《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

恤暂行条例》和1980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文山州各级

人民政府和烈士所在部队向烈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和《革命烈士家属光荣

证》。1981年，按照国家民政部《关于编写革命烈士英名录的通知》和云南省民政厅

《关于编好革命烈士英名录的意见》，文山州8县民政局固定专人收集、核实各个时期为

革命牺牲的革命烈士资料，编写革命烈士名录，至1984年底，增补烈士233名。

第二节纪念设施

为缅怀革命烈士，文山州、县人民政府与驻军，自1950年12月至1984年，先后建

设砚山县稼依烈士宫，马关县的马白、都窀(现都龙)、仁和、夹寒箐、小坝子，麻栗

坡县的董干、铁厂、猛硐、麻栗坡，丘北县的腻脚、丘北，广南县陆秀坡，文山县头塘

坝，富宁县松山等21处烈士陵园。1979年以后，全州8个县在县城附近修建或扩建烈

士陵园，将原来安葬在各地的烈士墓，逐步迁入烈士陵园。21处烈士陵园内共建有烈

士纪念碑5座，纪念塔6座，纪念亭2座，陈列室、馆5幢，设围墙、大门、道路等，

共占地520．5亩，配备陵园管理正式职工33人。国家经常拨专款维修陵园和纪念设施，

1988～1995年，先后拨专款支付维修费71．5万元。

烈士陵园(宫)选介

稼依烈士宫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稼依，清剿文山州与红河州一带的残匪。

为纪念剿匪战斗中牺牲的236名指战员，部队党委和地方政府，于1950年12月6日，

在砚山县稼依建设烈士纪念宫。1967年，州、县人民政府拨专款进行扩建，在原址基

础上，两侧扩建800平方米的烈士事迹展览厅。现有专人守护。

马白烈士陵园1951年建于县城东南郊1公里的松毛寨旁。初建时安葬解放战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