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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1．江泽民同志与应邀进京表演的台江县反排木鼓舞队队员在一起

睬江县李发品参加世界第十

-冠归来



936年l【)月lO日台拱县第二旋体育运动会开幕式

958卑，自治州体育训练大队全体人员合影

984年，全州民兵青年篮球运动会开幕式 1975年1月，凯里地区首届环城跑比赛场景





锦屏隆里舞龙场景

黎平侗族掉跤比赛场景

奎州中学生田径动员会——100采冲刺

锦屏新化舞狮场景

两班打破贵州省女子射箭纪录的自

治州运动员李明丽(中)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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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香港元郎区体

育会的逛请，贵州省

体育局局长蔡国祥

‘后排右四)率自治州

台江县反排木鼓舞队

前往演出，固为全体

人员合影

。，。—干 1-一



《黔东南州志-体育志》编纂领导小组成员合影

主编韦玉新(前排右二)、副主编张顺凡(后排左一

《黔东南州志·体育志》全体审稿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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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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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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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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永乐年阍开始，封

建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特别是清雍正年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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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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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等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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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匪乱，恢复和发展

生产，改善各民族人民生活，并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1 9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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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特另q是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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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87年自治州根据《民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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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法》制定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民族自治纳入法翩

轨道。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1 989年全州有少

数民族干部375 82人，占全州干部总数62．2％o改革开放方针进一步推

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1989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迭l 63896万元，比

l 949年增长7．08倍。

解放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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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7％，木材蓄积量迭4789．3万立方米。1 95 1

年至1989年，向国家提供木材l 48l万立方米。全州建成蓄水工程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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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万千瓦。全州县县有电、区区有

电，84％的乡和60％的村、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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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9年，全州公路通车里程达

4422公里。全州实现县、区和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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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地方志是对州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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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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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56年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成立后，3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进展。编修新

志记录一代兴衰是政府工作人员应负的历史责任。晚清以来百年间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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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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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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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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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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