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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是1986年州委、州政府决定编纂的一

部多卷集成的新型志书。在前任州委书记李仁山同志的关心和重视下，

1990年起陆续分卷出版。．各卷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情况出发，记载了黔

东南境域的历史进程，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东南苗族、侗

族、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为黔东南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黔东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苗族、侗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先民早就

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共同建设家园，共同反抗历代统治者的残

酷剥削和压迫，促进了黔东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明永乐年问开始，封

建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特别是清雍正年间，清军在黔东南屠杀了数

以十万计的各族人民优秀儿女，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毁于战火。英雄的黔

东南各族人民没有向统治者的屠刀屈服，进一步加强团结，医治战争创

伤，恢复发展生产，建成了镇远、黎平等历史文化古城，坚持对封建统治

者的长期斗争，涌现出张秀眉、姜应芳等民族英雄。 ， ．

鸦片战争以后，黔东南各族人民奋而抗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和帝国主义

的经济文化侵略，并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在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中

也作出了重要贡献。J州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黔东南，在黎平召开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播下了革命火种。黔东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

革命斗争，周达文、龙大道、扬至成等同志，为中国革命柞出了卓越贡献。

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黔东南全境获得了解放。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平息匪乱，恢复和发展

生产，改善各民族人民生活，并从J『舛3年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J『她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开创了黔东南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建州如多年来，特别是J『9嬲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平等、

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J鲴7年自治州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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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民族自

治纳入法制轨道。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

1989年全州有少数民族干部3乃雒人，占全州干部总数卯．2％。改革开

放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J粥9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

163896。万元，比1949年增长7．08倍o

解放卯年来，黔东南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变、山变、水变、

河也在变。自治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建立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师

范、民族农业学校、民族林业学校，初步形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小学

教育配套的民族教育体系。在苗族侗族聚居的乡村学校及农村，推行苗

文、侗文，进行。双语教学”。在校学生逐年增多，适龄儿童入学率已达

89％以上。随着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州少数

民族人口素质逐年提高。山是黔东南的特色，矿藏、植物、动物资源丰

富。目前全州森林覆盖率为笳．67％，木材积蓄量达4789．3万立方米。

1951年至1989年，向国家提供木材1481万立方米。全州建成蓄水工程

刀60多处，总库容量达2726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140万亩以

上。建成农村水电站1100多处，装机容量达6．13万千瓦。全州县县有

电、区区有电、8彳％的乡和卯％的村、537％的农户用上电。数十种重

要矿产正在陆续开发。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到1989年，全州公路通

车里程达4422公里。全州实现县、区和乃％的乡通了公路。湘黔、黔桂

铁路穿过州境。今后，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

路，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大力发展自治州民族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理想和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鳊纂地方专是对州情、市情、县情的全面调查和总结，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州志的出版，将服务当代，惠及后

人。并为开发黔东南、建设黔东南、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

供了重要的教材，对于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胡贤生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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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素有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年间共修府、州、厅、县志近百

部，现存尚有卯余部。历尽沧桑得以流传下来的4部府志均修于清代，

为境内曾设置的镇远、黎平、思州3府古代变迁沿革保存了重要史料。民

国时期废府后，行政督察区无倡修志书之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镇

远专区设置7年，百废待兴，亦未及考虑编纂志乘。1956年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成立后，刃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进展。编

修新志记录一代兴衷是政府工作人员应负的历史责任。晚清以来百年问黔

东南的历史变化尚无志书作出全面记载。清代所修府志受到历史的局限

性，多有歧视少数民族，颠倒历史的词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记

述，尤为单薄。为填补历史空白，反映黔东南百年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并着重反映J『舛6年建州以来取得的

伟大成就，反映中国共产党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功伟绩。

1986年，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决定组建黔东南自治州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拟定计划，设计篇目，动员州市县各部门各单位数千人参加编

写。J『99D年起州志各卷陆续定稿出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作为

第一部全面反映全州历史与现状的巨著宏篇，必将在黔东南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传之后代。

黔东南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是祖国西南的一

块宝地。长期生息在这里的苗、侗、汉等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

为开发黔东南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备受压迫

和凌辱，一直处于贫困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自治州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自治州的面貌发

生了深刻变化。州志各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将成为

鼓励全州各族人民继续努力拼搏，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文

化的最好教科书。

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新的体例编写的自治州志，批判地继承了，，．

． 叶



历史遗产，客观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自治州经

济的振兴，要加强捉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开放10年以

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农田基本

建设，建立农、林、牧商品基地，发展多种经营，科学种田显著进步，百

万亩杂交水稻高产工程、温饱工程和老旱田改制工程的实施，大大提高了

全州粮食产量。黔东南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多年来坚持造、封、管、节

一起抓，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将造林绿化、生态建设作为山区长期

建设大计取得重要成就。自治州立足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走发展轻工业

为主的民族工业之路。在加强国营工业建设的同时，鼓励举办集体、个

体、联合体以及乡镇工业，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民族工业有长足的发

展。与此同时，交通、邮电、广播、电视以及各种教育文化科技事业都出

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新局面。全州文盲率已从1950年的97．3％下降到J粥8

年的22％，全州有专业技术干部35000多人。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全州

已基本消灭疟疾、丝虫病等长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地方病，农村缺医少

药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变。

黔东南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民族特点贯穿于州志各个篇章。千百年

来苗族、侗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璀璨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

化宝库中的瑰宝。

解放以来，自治州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还有困难和问题。我们深刻地

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黔

东南今天的繁荣昌盛。今后我们的路程还很长，任务更艰巨，必须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走改革开放之路，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努力实现兴州富民的宏伟大

业。

在州志编纂过程中，广大修志工作人员以爱国爱乡的奉献精神辛勤笔耕，

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崇敬。省和兄弟地、州、市的许多领导、学者、

专家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值此州志出版之际，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黔旃射觇撇自治射·眇}}长
吴邦建天手p嬉

1990年J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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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涌起之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

志、县市志在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州志、县志

编纂委员会及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陆续完成编纂工作，出版发

行。1990年，州邮电、地理、人物、林业、财政、审计、金融等志问

世。J99J年，州文物、名胜、公安、供销、档案、科技、科普等志出

版。1992年，州军事、农机、税务、农牧、教育、劳动人事等志付

梓。州物资、重工业、乡镇企业、卫生等志已经完稿送审。而县市志已

经有黎平、麻江、雷山、镇远等县志出版，黄平、岑巩、三穗、天柱等

县志发印，凯里市志和施秉、丹寨等县志完稿考

新编纂出版的黔东南州志、县市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严

谨，设计科学，具有浓郁的民族面貌和时代特色，得到黔东南在籍人士

和海内外读者的普遍赞誉。州《林业志》被贵州科学院、贵州农学院的

教授称为“一本好书，值得一读”，安徽、福建等省的林业专家誉其为林

业志的样板，国家林业部的领导、专家为此说。贵州出了部好书”，并引

荐给全国林业系统推广、借鉴。州《人物志》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好

评，被视为重要的人物史料。州《金融志》亦得到金融界人士的广泛赞

扬。《麻江县志》的内容和印刷装帧被誉为。质量上乘一。其他州志、县

市志，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蛊世修志，存史资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综

观新编纂出版的黔东南州志、县市志，或搜集自然资源、地域变迁的详

细资料，或介绍苗侗人文、古迹人物、名山秀水及岩溶洞穴的天然景

观，或纵述农事开拓、财源税赋、水陆交通、经济建设及科学技术的演



变发展，或反映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历史和

现状，都能“史存大要，志显细微”。称得上是黔东南州、县市历史演进

的百科全书，对黔东南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

黔东南州志、县市志的编纂出版任务艰巨，工程浩繁，任重道远，

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在资金、人员、设施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辛

勤笔耕，精诚协作，做了大量的工作。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为州志、

县市志的编纂出版解决各种问题，竭尽全力支持此项工程胜利完成。同

时，也寄希望于全体修志同志，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共同

努力，为完成黔东南州志、县市志的编纂出版任务而继续奋斗。

黔东南州志、县市志出版发行，是全州各族人民一项重要的文化建

设，是承前启后、继古弘今、开拓创新的里程碑，可喜可贺。谨在此向

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一工作的领导和

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黔东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走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黔东

南，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

姚茂森

1992年i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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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凡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实事求是地记述自治州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和地理、民族、党群、政权、政协、军事、

公安、司法、劳动人事、民政，经济综合、统计、物资、农业、林业、水

电、农机、轻工业、重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商业、

外贸、供销、烟草，粮食、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工商、物价、计

量、教育、科技、科协、社会科学、档案、文化、体育、卫生、文物、名

胜、人物等分志及附录组成。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划分门类，按

序排列。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基本止于1987年，部分分志有必要

时，适当下延。

三、黔东南系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

按照党的民族政策，记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

四、本志采用章节排列，全志横排竖写，内容采取详今略古、详异略

同，运用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表述，对资料有存疑则加注按

语。分志与分志之间的交叉内容，采用此详彼略的写法。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的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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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志赘谓：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政

权和职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变更的首次出现括注

今名。民族称谓，各民族族名以国家规定的为准。历史资料中有侮辱民族

和工农红军形象贬词，一律纠正。

六、本志应立传的人物统编入《州志·人物志》，各分志对本州有重

要贡献的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

汉字。

八、本志的统计资料，解放前的以文献档案记载；解放后的以州统计

局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单位提供使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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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黔东南的税务，起于唐代的朝贡，源远流长。明清编修的黔东南府志、州

志、县志、厅志中，设有贡赋、徭役、课税、田赋、地丁等篇章，记载历代税

政、税法、税负等状况，从中可略见一班。而今新编黔东南自治州税务志，独

立成书，是自治州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黔东南州志·税务志》以存史的观点，理顺了税史。从唐代的贡，明代的

贡赋及商课，清代的厘金，民国时期的捐税，到解放后统一税政，修正税制，

改革税制，简化税制等，’多次演变而成现行的多税种、多层次的复税制。税制

因时而订，税负因类而变，负担日趋合理。解放以后，坚持从经济到税收的原

则，坚定不移地树立人民税收为人民，和生产、群众、依法治税的“三大观点”，

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税源为己任，重点扶持林业，积极发展烤烟生产，并让

利于工商企业，不断开发经济税源，使税收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经过40

年的发展历程，到1990年，全州工商税收入已超出农业税的八倍之多，税源结

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木、烤烟、工业已成为自治州的三大经济税源。

在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地方官吏在税收中长期存在着收多报少、贪赃枉

法、中饱私囊的弊政。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以史为镜，键全税收法规，完

善税制，强化征收管理，使税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加强税务

机关的廉政建设，始终不渝地开展打击贪污受贿和查处偷税、漏税、抗税的斗

争，保证了税收的正常增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办税的正确方向。

自治州四十年税务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税务志》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述。

《税务志》如实地反映了黔东南税务的历史和现状，税务工作者可以从中得到教

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o

《黔东南州志·税务志》的出版，凝聚了全体编辑人员的艰辛劳动，体现了

编者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全州税务系统的干部，曾热情地

为《税务志》提供资料。在此。我衷心地向为此书作出贡献的鳊辑人员和关心

支持本志出版的所有人员，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局长 周彰炎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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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州志·税务志》下限延至1990年，机构沿革延至1991年。

二、《州志·税务志》鉴于税制税种系国家和省立法．全国全省统一开征的

特．占’，如实记录国税和省税(含省与中央分成和州、县与省分成)在黔东南开

征的税种及品目。在州县内的税类中，记述地方政府制订的征税规定和办法。

三、《州志·税务志》以记述工商税为主。为了保持黔东南开征税收的延续

性和完整性，唐代的贡和明代的赋，明、清的农业税中的契税，虽然州财政志

已有详记，在此亦作简述；工商税则详记历代税制，税种和税率的演变。

四、州境税务从唐代起即有记录，时间长，史料多，在叙述时，对民国及

以前的材料，凡税种、税率有变化时则详记，延征时间则不记。苗疆未开辟之

前，向边邻府、县认纳的粮额，列入记载，保持民族地方税史资料的完整性。

五、《州志·税务志》按1984年改革税制的税种归类编章。税种有延续的

上朔至其发端；税种已消失的按1984年的流转税类、所得税类、地方税类和其

他税娄等归并，按开征和停征的先后顺序排列。税种在黔东南辖区全面开征

的写为“各县”，在部分州、县开证的写作“等县”。

六、((州志·税务志》引用历史朝代的数据，以石、亩、两、元为单位，保

留两位小数。民国时期的币制。：民国二十五年前的用铜币、银元、银两记载；

其后的为法币、金圆券。民国时期，黔东南中部和南部等民族地方。人民百姓

不用法币和金圆券，只流通银元和铜币则按各县原始资料以铜币和银元记载。

七、地方税类分为省、县、区、乡四级。税种在黔东南范围内开征时问长

的列目记述，其税种只在部分县征收而时间又短的在杂税杂捐一节中记述。

八、《州志!税务志》对历代的木厘、木捐、木植税、原木税和美烟特种

税，从流转税类中剔除，记入第二章主要税源的木材与烤烟之内，避免重复记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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