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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东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曹永葆

副主任：邓翰贻

委员：杜中奎 安绍宣

周大俞 黄辉兴

杨焕新 壬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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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淑清 黄辉兴 冯明哲 王少林

李明干 李嘉茂 张玉模 周廷玉

安绍宣 王明辉 任崇文 程积禄

张国树 谭树清。刘德禄

顾问：蒋学登 余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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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杜中奎 毛淑清 黄辉兴 冯明哲 李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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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相

杨焕新 孙大荣 张振国 陈文铭

钟太珍 谭树清

总编：孙大荣

编辑：张晓秦‘ 杨家华

《会东县志》总纂人员

曾在县志办工作过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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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照片的单位： ‘ j

县委、 县人大、县政协、 县人武部、县农业局、县林业局

县畜牧局、 县满矿、会东糖厂、’县磷矿、 县民政局、县文明办、

县烟草公司、县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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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会东县志》稿审查验收小组

组长：王林吉 、

副组长：龚书桥

成 员：吴德翔王小建毛太易蓉

施嘉明

瓦扎木基

宋德成

列索子哈

卢天顺

王林吉

解世宝

龚书桥

男彝族

男彝族

男藏族

男彝族

男彝族

男汉族

男汉族

男汉族

吴德翔男汉族

孙大荣男汉族

王小建男汉族

毛 太男汉族

梁惠英女汉族

莫色乌呷女彝族

易 蓉女瑶族

杨家华男汉族

张晓秦女汉族

杨文光女汉族

张荣超女汉族

《会东县志》审稿人员名单

中共凉山州委原书记、调研员、州地方志编委顾问

凉山州原州长、州地方志编委会顾问
‘

凉山州人大原副主任、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

凉山州民委原主任、州地方志编委委员、副译审 。

凉山州政协原秘书长、州地方志编委委员

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州地方志办主任、凉山州志总编、审稿领

导小组组长

会东县政府副县长

州地方志编委委员、州地方志办副主任、凉山州志常务副总编、农

艺师、审稿领导小组副组长

凉山州志副总编、出版专业编辑

会东县志总编、县地方志办副主任、编辑

出版专业编辑、州地方志办干部

主任科员、州地方志办干部

主任科员、档案管理助理馆员、州地方志办干部

主任科员、图书资料助理馆员、州地方志办干部

主任科员、工程臧州地方志办干部
会东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会东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助理编辑

会东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会东县地方志办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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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

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政通人和，百业振兴。值此盛世，编修第一部新的县志，

既具社会条件，又为各方所需。1986年1月，中共会东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机构，

拨付专款，荟集人员，开展县志编修工作。全体编撰人员广征博采，辛勤笔耕，有关部

门通力合作，历时九载，得以成书。这既是历史的画卷，也是时代的篇章，实为我县之

盛事，可喜可贺。

‘会东县志'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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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记述了会东境内的自然和社会

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重点记述了建县以来会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的变化及其经验教训，这对我们认识县情-’探索规律、正确决策，为巩固发展已取得的

成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改革开放途径，无疑会起到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的

作用。相信这部记录了会东历史，凝聚着众人智慧的严谨朴实、经世致用的地方文献，一

定会得到各界人士的珍视，让它服务当代，惠及子孙。

中共会东县委书记陈世华

会东县人民政府县长陈绍勋

199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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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以为本县两个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

教材，为科学研究保存地方史料为宗旨。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解放后史事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为准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为依据，无论记历史、述现状，都既忠于事实，不掩盖真相，又排除有闻必录的自然主

义倾向，注意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以求实存真为本。

三、本志断限上自1912年，下迄1990年。为保全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个别篇

章的记述适当上溯。

四、本志以类为篇，全志共32篇，各篇不求平衡，根据客观实际，多则多写，少则

少写，分章设节。

五、本志记述范围以1990年末行政区划为准，由于民国时期和解放后政区调整较大，

记事均与各时期地域情况相结合。

六、本志以述、记、志、传、录、图、表综合并用，以概述为纲，展现全貌，以大

事记为径，纵贯古今；以各专业篇为纬，横陈百业；以人物传、人物录为翼，藉人明史；

以附录殿后，辑存资料。辅以图、表随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纪事本末体。

七、本志根据地方实际，采用小篇结构，并专设蚕业、人El、科技、体育诸篇。

八、本志一般用公元纪年统合古今，建国前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

期，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群众团体活动以公元纪年为主；解放后，一律用

公元纪年。

九、本志使用“解放”一词，系指1950年3月7．3日会东全境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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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东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最南端的一个山区农业县。位于东

经102。13’L103。3’15”，北纬26。12714”--26。55’42”。县境东南面有金沙江环绕，与云南省

的巧家县、东川市、禄劝县隔江相望，西邻会理，北接宁南。县境界线，多以山脉、河

流划定，界线参差，状如阔叶。南北最长为81公里，东西最宽72公里。幅员面积3227．55

平方公里。辖9区53个乡(镇)，318个村，1797个村民小组。总人口为333007人，农

村人口占94．84％，人口密度108人／平方公里。有汉、彝、傈僳、布依、藏、回、苗、傣

等10多种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91．93％，彝族占6．58％。

会东上古秦时为邛都国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会无县，会东地区

属之。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均随属会理、云南巧家建置。解放前，汉区是封建社会，彝

族聚居区是奴隶社会。

会东历来为川滇咽喉军事要冲，清末同治2年太平军在鲣鱼坝过境，与练勇血战，毙

其300余人。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会东，播下了革命火种。1949年10月，宁

属(西昌)地区会理地下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金江支队，高举义旗，发动了大桥暴动，

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950年3月23日解放会东全境。1952年7月，析

会理东部部分地区和云南省巧家县二区金沙江以西部分地区建立会东县。各民族和睦相

处，休戚与共，经过剿匪平叛、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历史上的械斗完全绝迹，少数民

族人民彻底摆脱千百年的奴隶制度的统治，民族隔阂已基本消除，各族人民携手共建会

东。

会东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沟谷相间，相对高度一般为

500--1000米，山地占总面积的90．8％，其次为山原、平坝、台地、丘陵，耕地面积36．14

万亩，牧地81．32万亩，森林面积92．92万亩，覆盖率19．2％。水资源总量18．84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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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不包括金沙江过境水)，主要河流有醪鱼河、大桥河、小坝河、雀依河、黄坪河、淌

塘河、岩坝河等，农田水利绝大部分依靠上述河流。在其水系上修建各种水利工程1159

处，有效灌面达16．98万亩。金沙江过境水量虽多，但因江面与江岸高差过大，形成

“水在江中流，人在岸上愁”，沿江干热河谷严重缺水亦难以利用的状态。水能资源蕴藏

量达40．25万千瓦(不包括金沙江水能)，可开发17万千瓦，目前已在醪鱼河、大桥河、

雀依河流域建电站130座，总容量5292千瓦。县境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低纬度、高

海拔、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集中，干湿季节分明，地貌气候复杂多样，呈垂直差

异，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自然立体气候。虽灾害性气候种类多，且频繁、危

害重，但就整体而言，自然条件仍利大于弊。

境内自然条件优越，农作物亦呈梯状分布。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水稻、小麦、胡

豆、薯类、豆类、燕麦、大麦、养子等14种；经济作物有15种，药材、生漆、花椒、自

腊、酸角、甘蔗、烤烟、蚕桑等独具特色；蔬菜品种153种，无淡季，遍及全县；水果

14种，年产水果15．3万担，但多为本地品种，商品率不高；野生半野生经济植物约500

余种；常见野生经济动物200余种，家养动物20余种，其中建昌黑山羊为凉山州板皮生

产的优良品种。凡此种种，极富潜力。建县38年来，政通人和，全县经济逐步恢复、发

展，虽有起伏波折，仍取得前所未有的好成就。50年代，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

改造后，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51--1957年，粮食总产量以平均8％的速度发展，达

1206万斤，比1951年增长62．35％。1956年后，陆续建立绵羊改良站，引进优质品种对

本地藏羊进行改良，使生产性能有显著提高。大牲畜存栏数达5．06万头，增40．04％，是

会东农业生产高速度持续发展的兴旺时期。1958—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总产下

降。1962—1966年，调整农村经济政策，解散了公共食堂，纠正。一平二调”，稳定以生

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生产得到恢复。1966--1976年动乱的10年中，农业生产再

次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人口猛增，粮食产量下降，

人平生产粮食比1957年下降145斤，人均分配收入仅7．80元。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仍

然坚持生产和建设，农田水利得到较大发展，完成各种水利工程654座(处)。细毛羊改

良转向为半细毛羊改良，初见成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种植、养殖专业户如雨后春笋涌现

出来。依靠科技，发展地膜玉米，改良水稻、小麦、马铃薯等品种，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1980年全县粮食产量突破2亿斤。1981年，为2．2亿斤，创历史最好水平。1985--1990

年粮食产量处于徘徊状态，但是甘蔗、烤烟、蚕桑、畜牧等项逐渐成为会东农业生产的

拳头产品。1990年，甘蔗总产23201．6万斤，产值1339．30万元，是四川省糖料基地县

之一}蚕茧产量9501担，产值1200万元，税利370．6万元；烤烟总产634．6万斤，产



概 述 ·3·

值831．18万元，税利315．85万元，所产烤烟质量优良，享誉省内外，是生产优质卷烟

的上等原料，已成为全省优质烤烟基地县；“中国48—50支纱半细毛羊新品系培育”获

阶段性成果，半细毛羊存栏6．87万只，被列为全国半细毛羊生产基地县。同时建立生猪

等商品基地，加快对其他牲畜的改良，牧业产值2841万元。到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

10443万元，农业人均收入316元。

解放前，会东仅有织土布、编篾帽j制铁木农具等小手工业及一些土法采矿，冶炼，

工商业极不发达。建县后，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使会东工业迅速发展，1952

年，工业总产值仅26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2680万元的0．97％，人平工业产值仅有1．56

元。1953年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

合作社、组15个。1958年，根据中央“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指示精神，先后办起各

类铁、铜厂及其它厂矿54个。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除保留县印刷厂，水电厂和几个商办工厂外，原过渡为国营的手工业社、组退

为集体企业．新办厂、矿分批停办。。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部分工厂停工，1968年工业

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53．7％。1970年后，新办国营厂7个。1978年后，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工业企业得到较大发展。1980年县属工业总产值达1076万元。此后，开展横向联

合，国家投资、引进资金和技术，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经济网络，紧紧抓

住糖一烟一丝一矿四大支柱产业，陆续新办日处理1000吨甘蔗的会东糖厂、规模为7200

绪的会东丝厂、年产铁矿石25万吨的满银沟铁矿、年处理原矿石300吨的铜洗选厂4个，

年产500吨的海绵铜厂及烟叶复烤厂、水泥厂、磷肥厂等一批中小企业。再加乡镇企业

这支异军的突起，使会东经济出现高速度的发展。1990年，全县拥有10多个工业门类的

20多个国营中小型企业，其中白糖、生丝等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品位较高的富铁矿生产，

为全省钢铁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0余年间，铁矿石一直供应攀钢、重钢、成钢等20余

家钢铁公司(厂)。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4841万元。是1952年的186倍，人平工

业产值146元。1956年会(理)会(东)公路建成通车后，境内才出现汽车和人力板车

运输。此后，大力兴修县、乡公路。1990年全县大部分乡通公路，但列等比重很低，对

外通道只有省道会(东)会(理)路，会(东)葫(葫芦口)路，交通不畅，运距远、邮

电通讯设备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会东经济的发展。因此扩建、拓宽、改造公路，提

高公路等级，增加对外通道；改善邮电设施和通信水平，使之与当今科技信息时代相适

应，是会东经济建设的重点投资项目，是当务之急。

会东经济的突飞，促使了会东市场经济的发展，除商业各专业公司及供销部门组成

经营网点外，个体商业遍及城乡，城乡集市贸易充满了生机。财政稳步上升，1990年地

方财政收入1978．7千元，比1953年的4．3万元增长460倍。支出2986．9万元，比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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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55倍。城镇储蓄1701万元，农村储蓄946万元，农村集体存款59万元。经济的

发展为教、科、文、卫和城乡建设提供了条件。1990年，全县有中学10所(其中高完中

2所)。小学附设初中9所，升学率38．5％，小学308所(含学前班6个)，升学率83％；

幼儿园3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共有教职工1798人。有文化馆(站)34个、电影院2

个、电影队39个，年放映6678场(次)；书店2个，年图书发行84．8万册；广播站45

个，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2个，电视差转台8个I体育场地50个，无论竞技体育或群众

体育都取得了好成绩，群众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城乡医药卫生条件大有改善，全县有医

疗院、所、站等专业机构49个，专业技术人员391人，基本改变了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

城区整齐宽敞，楼房林立，已形成新的商业街市，街道卫生设专门机构管理，时代风韵

纷呈。城乡农民喜盖新房。依靠科技，开发新能源，改善乡村卫生条件。减少森林砍伐。

全县人民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少数人已开始走向小康。

会东县有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资源优势。亦有川滇古文化遗存的风韵，有文化

旅游资源的前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人民在中共会东县委和县政府的带领

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克服封闭意识，把握优势，挖掘潜力，为建设富裕、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会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随着对会东经济与

文化、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优势和劣势认识的深化，扬其长而避其短，必

将使会东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实现更大的腾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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