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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州城办事处文件

(1986)1号

州城农业委员会，各居民委员会、各处属有关单位。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1985)40号，41号文件，我处

决定编纂《玉溪市州城志》。

‘玉溪市州城志》是记载玉溪州城人民的历史史实，

特别是记载州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的光辉业绩的。编纂《州城志》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州城

的优良传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

依据，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比较好的形式。因此，编纂《玉溪市州城志》是上对祖宗

负责，现为“四化胗服务，下为子孙造福的千秋大业，是

州城人民的一件大事，各单位应积极提供资料，大力支持

撰好该志。

为了加强编志的领导，办事处决定成立《玉溪市州城

志》编纂领导小组。名单如下l

组 长：熊发忠
7

副组长。赵翠芬

成 员：常双元 沈永祥 黄正龙孑j冯永昌 何国全

赵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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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编写小组

组长。赵翠芬

副组长。陈任宇

10

玉溪市州城办事处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通知

I 5一／

玉溪市州城办事处文件

。(1986)2号
’

关于征集《玉溪市州城志》有关资料的

农委，各居委，地，市各有关单位-

《玉溪市州城志》篇目已初步拟定，为了写出一部能够

突出州城作为玉溪地，市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

这一特点，能真实地反映出州城的历史和现状，而又具有

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玉溪市州城志》，这是上对

祖宗负责，下对子孙造福和县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一项俸

大事业。因此，我们热忱希望地、市各单位，以及办事处

所属的农委、居委和一切熟悉州城历史情况的人士，能将本

单位的有关资料，积极提供给《玉溪市州城志》办公室，

以使志书早El完成。

州城志编写组成员如下l

赵翠芬 陈任宇 周树森 朱荣麟 普云文

． 玉溪市州城办事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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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全国“盛世修志一的热潮中，《玉溪市州城志》编

就成书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小H城是伟大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是一个地灵人杰

之城，是地处滇南要冲的一大重镇。自从元代以来，它先

后一直作为州治和县治的所在地，远在明，清时期，商业就

巳较为繁盛。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它已成了联系城乡的桥梁和纽带，成了玉溪的政治，经

挤、文化活动的中心，特刖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及玉溪由县改市以来的短短数年之中，更使它迅速地变成

了一个风光秀丽的日益繁荣昌盛的新兴城市。

《玉溪市州城志》就是以较丰富的资料，系统而又全

面地记叙了州城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真实地反映了整个州城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变化和发展的一部志书。由于本书能将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知识性以及时代性等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因

此，它除了能成为我们各级领导的很好的搿资政一之书以

外，同时也将会成为州城人民借以了解历史蓝对子孙后代

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当前，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已进入了一个向着更

广阔的天地和更高的层次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农村的情况

尤其如此一在打破单一的农业自然经济格局之后，正向着

】2



多产业，多层次，多结构、多形式的商品经济转化，广大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监普遍开始富裕了起

来，在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日趋丰富和多样化。面

对如此情况。我相信，像“州城志黟以及其它“区镇志"

等这样一些概括一定区域事物全貌的小“百科全书”的出

版发行，将会对我市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不同程度

的满足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对为把我市建

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起到它现实的、深远的多功

能的作用。

玉溪市市长 曾永德

1987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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