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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绥江县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成员

第一届(1984年7月一1989年1月)

光晓东

蒋友才毕秋

萄悦培龙湘袁红军杨家鑫曾垂金朱明先牟玉生杨华英

第二届(1．989年2月一1989年7月)‘‘

徐亨仁

郭玉武蒋友才 、

．

徐增新苟悦梁杨家鑫何光兴樊朝贵邬金富袁红军萄悦培

曾垂金王家轩吴正清牟玉芳

第三届(1989年8月一1990年6月) ．

徐亨仁、

甘正荣蒋友才苟悦梁

徐增新杨家鑫何光兴樊朝贵邬金富袁红军苟悦培

曾垂金王家轩吴正清牟玉芳

第四届(1990年7月一1993年5月)
。

主 任刘世铭

副主任徐增新柯亨楷苟悦梁
‘

委 员苟悦培刘明清樊朝贵杨家鑫何光兴邬金富袁红军曾垂金

王家轩吴正清牟玉芳匿至夏团李兴禄

第五届(1993年6月一 )

主 任陆俊贤

副主任徐增新柯亨楷萄悦梁李兴禄
。

委 员苟悦培李善勇牟玉芳王家轩曾垂金胡旭杨家鑫何光兴

邬金富吴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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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办公室人员

主 任蒋友才(兼职)苟悦梁李兴禄副主任方在光圃
"rfc)k员匮玉垂淘范荫堂张光智舒建平祝吉琼(女)杨坤刘亮

审查验收人员

绥江县人民政府初审人员

组 长徐增新。绥江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副组长柯亨楷绥江县政协副主席、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国正绥江县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

王家轩中共绥江县党史征研办公室副主任、县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毕秋原绥江县政协副主席

李兴禄绥江县志办公室主任、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

李善勇 中共绥江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邬金富绥江县统计局局长、县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萄晚培绥江县政府办公室调研员、县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萄悦梁《绥江县志》总纂、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吴正清绥江县档案局局长、县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张光智绥江县志办公室编辑

蒋友才原绥江县政协副主席

组 长聂昭诚

副组长张荣才

成 员杨孝全

刘贵铭

昭通地区行政公署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入员

常务副专员、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行署方志办主任、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行署方志办副主任、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行署方志办副主任、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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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才顺行署方志办编辑室主任、副编审、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谭乃宽行署统计处处长、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委员

陈永达行署保密局局长

苟悦梁·绥江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李兴禄绥江县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

．’ 云南省地方志 、

，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验收人员

郭其泰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李学忠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宋永平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副主任、编辑

吴于松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指导室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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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南，坚

持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等原则，注重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以下限时县境为记述范围，全面记述1908年到1990年间绥江自然、社会

各方面的基本状况。部分条目的记载时间适当上延以志事物起始。在附录中补收下限后

两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主要指标。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图、表等体裁，横分门类．纵述历史。全书以

概述、大事记开篇，分设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6：类．附录殿后。

四、人物生不立传，注重为具有代表性的工、农、兵、学、商已故人物立传。职官

收至县处级(解放后在县内任职的收至科级)，科技千部收至中职。

．，五、本志使用资料，文中不注出处，在附录中统一交待资料来源。数据以县统计局

提供的为准，未归统的数据以主管部门提供的为准。

六、本志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计量。旧资料中少数不便换算的计量单位照旧使用。

旧人民币币值换算为新人民币币值。

七、本志选用资料，遵守国家保密规定。 !

八、志书中的“解放前(后)”，特指1950年7月19日，中共绥江县委暨接管代表

接管县政权前(后)。
’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当时习惯纪年，条目中首次出现夹注公元；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元纪年。

十、除直接引用古籍原文外，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汉语方言采用国际音标标音。

使用简化汉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为依据。



序 一

序

绥江县的修志工作，发端于1936年。历经10载艰辛，纂就《绥江县县志》稿4卷。

其后间断数十载。198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召开金省方志工作会议，县里派1名干部前

往参加会议。虽然带回了会议精神，却因故未能起步修志。1984年秋，县委、县政府决

定编修绥江县社会主义新县志。旋即组建修志领导机构——绥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并建

立临时性质的修志办公室。从1985年起陆续抽人上马。当时抽调的多是长期在绥江工作

的老同志，他们熟悉县情，修志热情高。在机构不健全、力量不足、工作条件差的情况

下，开始制定篇目，征集资料。1988年春，县政府召开首次全县方志工作会议，全面部

署修志工作。会后，各部门修志工作相继展开，参加修志人员50余名。经3年时问，收

集档案、书刊、金石、口碑资料近千万字。1990年春，转入县志分纂，历2载写出初稿

．8卷。县志初稿写出后，各级党政领导、省和地区方志业务部门、全区兄弟市县修志工作

者，以及县内各有关单位和热心人士，对志稿认真审查评议，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县志

办的同志们广纳众议，择善而从，认真核实补充，反复琢磨，金面修改。其工作之浩繁，

劳动之艰辛，不言而喻。

我们到绥江工作时，．《绥江县志》已在编纂之中。前几届县领导班子对编纂社会主义

新方志是很重视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们是在已经铺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经过上上

下下一齐努力，喜得工程如期告竣。我们觉得编修县志关系到方方面面，涉及多种学科，

工作浩繁，编纂时间长，只靠少数人员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充

分动员各方力量，密切协作，众手成书。《绥江县志》正是众手浇灌出来的一朵社会主义

方志之花。借此小序，我们谨向参与编纂《绥江县志》过程中逝世的曾佐清、许万钊同

志表示哀悼，向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编纂工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l向所有支持、关心

《绥江县志》的同志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绥江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针，

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全面地真实地记述1908年以来绥江自然、社会

各方面的兴衰起伏和成败得失。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实用性强，是一部全面反映绥江

县情的资料书。它对于我们研究绥江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昨天，建设今天，规划明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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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绥江县志

于各级领导熟悉县情．进行科学决策，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都

具有重要价值。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它的作用一定会日益充分地发挥出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深信，生活、战斗在绥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通过阅

读《绥江县志》，一定能从前人的成功和挫折中吸取营养，受到有益的启迪；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深刻认识县情、乡情、村情、厂情⋯⋯，从实际出发，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加

卓有成效，为发展绥江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

张平刘世铭陆俊贤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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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绥江县志》1990年开始分纂，1992年完成初稿，1993年修改定稿。

《绥江县志》是绥江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是绥皿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大成果，是方志工作者献给人民的一分礼物。
’

．

《绥江县志》遵循“存真求实”的原则，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全

面记述绥江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和人物的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绥江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县委、县政府重视修志工作，把编纂《绥江县志》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4

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继后又认真解决修志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经费开支等问题。1988年后，县长兼任编委主任，直接抓修志工作，并由1名副县长分

管修志工作。各乡镇党委和政府，县直各部门，都将修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加强领导。

全县各界人士以满腔热情支持和关注修志工作。上级领导机关和方志业务部门，有关专

家、学者，以及绥江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对于编纂《绥江县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

助。我们向所有关心、支持《绥江县志》编写的各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I向

参加《绥江县志》编纂工作而呕心沥血、辛勤笔耕的编辑们表示衷心感谢l

我们编委的同志原先对于地方志工作知之甚少，经过编纂《绥江县志》的实践，有

了一些认识，回头反思，感受颇深的有这样几点：
‘

(一)编修县志向为历代当权者所重视。在社会主义时期，方志仍具有“资治、教化、

存史”等功能，并且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内容。编修县志实质上是通过金面的历史

的调查研究，正确认识地情，坚持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实事求是认识路线最诚

恳最有效途经。

(二)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涉及到许多学科，关联各行各业，因此，必须在党和政

府统一领导下，动员各方协同作战。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志书编纂的关键，也是提高志

书质量的关键。

(三)修志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必须建设一支修志专业队伍；没有一支

训练有素而又稳定的队伍，修志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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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县志

(四)指导思想更新是当代修志有别于前人修志的根本点。编修社会主义新县志，必

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其基本之点在于应用唯物、辨证的观点，使之贯彻

于编纂工作的全过程，渗透于志书的字里行间，成为新志书的灵魂。

绥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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