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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乡志》付梓，结束诗礼千古无志之历史，可贺!

诗礼，诗书礼义之乡。地处县境北端，为凤庆、昌宁、巍山三县

接合之壤。境内群山连绵，山川相间，气候温和，四季如春。

诗礼文化历史悠久。境内各族人民在沧桑变革的历史潮流

中，’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清末民国年间，

兴教育，办实业，筑桥铺路，发展经济。民间艺人，层出不穷，

吟诗作对之风，流传至今。民国年间，孔雀山寺，曾鼎盛一时，

诗礼街南的玉砚塔，即是诗礼古老文明的象征。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诗礼乡境内各族人民和全国一样，

历经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社会

主义教育、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烤烟、核桃支柱产业，普及九年义务制

教育，开通程控电话，架通高压输电线路，修通各村公路，引通各寨

自来水，有线电视亦应运而生，扶贫攻坚亦取得长足进展⋯⋯。这

一切，为诗礼的振兴和持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存史，为教化，为资治，诗礼乡党委、政府下决心编纂成《诗

礼乡志》，志中记述了诗礼境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和现状。

志为信史，旨在服务当代，惠及子孙。望有志于振兴诗礼经济、

推动诗礼文明进程的仁人志士，以史为鉴，学志用志，共同创造诗

礼未来的辉煌。

志成欣喜，·是为序。
． 中共诗礼乡党委书记．李自圣

-一、’ 诗礼乡人民政府乡长陈灿

．2000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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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新编

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为依据。
’

二本志由序、凡例、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

按条目分卷记述。

三本志除部分引文外，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记述，详今略

古。 ．

．四 本志对中华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中华民国时期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括号注公历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

公历纪年记述。

五本志数字及标点符号使用均按国家有关规定书写。

六本志行政区划和机构名称按历史称谓记述，特殊情况加

括号注。 ．

’

·

七本志所涉计量单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按原

计量单位记述，以后按国务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人均数均按年末人口计算。

八本志上限追溯到有史料记载的历史止，下限到1999年

底，部分事适当延长至搁笔时。 ．·

九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十本志人物，设传、表、录，坚持生不立传，有贡献及业

绩典型者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记述。各级表彰的先进单位、先进

集体集中在《人物卷》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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