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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90年代初期，当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历经1 O个春秋，取得了一定成绩

的时候，我奉调到黔南州委工作。到职后得知，全州80年代初期起步的编史修

志工作，尚在紧张进行。这是一次州情的全面调查和综合整理，是服务当代、惠

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社会的需要，责任感的驱使，使我对这项古老的新事业逐渐

加深了认识。决心在抓紧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继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依靠

各方面的力量，把此项工作推向纵深，尽早把全州的自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历

史和现状及其兴衰起伏、曲折前进的过程如实记述下来，为黔南州资治、存史，

育人作出贡献o

．‘黔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资源丰富。

在这2．6万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330多万布依、。苗，水，毛南、

瑶、汉等30多个民族。多少世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

中，坚强勇敢，不屈不挠，在垦拓山区、改造环境、美化家园的社会实践中，勤

劳勇敢，艰苦奋斗I．在日常生活交往中，诚恳相待j情真意挚I在文化艺术事业

中，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各族儿女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

拼搏精神，谱写出了一曲曲推动历史前进的凯歌，使这片富庶而又贫穷的山川越

变越美o
‘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一黔南州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历史前进的轨迹，人民

改造山区面貌的艰辛，都没有得到如实的记载，后人无法继传。很需要一部较完

整的志书o

1 949年至1 951年初，黔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各族人民获得了解

放。党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o 1956年8

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后，在州内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积极领

导和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的各项事业有了巨大发展，贫穷面貌有了很大

改观。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一个社

会稳定，经济兴旺、文化繁荣的景象已展示出来o

．1 983年，州委、州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指示



●

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成立了党史和地方志合一的

编史修志机构一州史志征集编纂委员会，并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史志办公
室，1 2个县(市)亦成立了相应机构。全州的史志工作自此启步。参加这项工

作的同志是很努力的，在州委、州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在各有关部门的积

极配合下，很顺利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

注o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黔南州州、县(市)两级史志丛

书的完成，将更加丰富祖国灿烂文化的宝库。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促

进我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黔南州委书记李培书

1 993年元月1 0日



总序 二

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是有史以来

首次全面地系统地记述黔南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重要的科学性资料著述，也是各

界人士充分了解、认识，研究黔南的自然和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o

黔南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这里，是布依，苗、水、

毛南、侗、瑶，。汉等30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山区，这里，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

铭烈士的故乡，这里，是咸同年问农民。起义的烽火燃烧得最旺的处所之一，这里

也是日本侵略军践踏中华大地的一个终点。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能耕善织，喜

歌好舞。他(她)们在建设贫困山区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但

在解放前，由于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贫

乏，记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历史资料，更

是寥寥无‘几。 7，

1 949年底至1 951年3月，黔南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从此，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和各民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山区面貌日新月异。用志书向各族各界人民介绍自然和社会的变

化状况，汇报工作成就与不足，记述历史进程中的兴衰利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政府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80年代“盛世修志修

的条件具备后，我们就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与统一部署，在州委的

领导下，从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的领导班子中，抽入组成了史志编纂

委员会，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协助”的编史修志领导格

局，并从州、市、县机关动员组织了600余人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编史修志

队伍，开展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各分志及市、县的编史修志工作。从

1 986年起，史志书籍陆续出版，初步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编史修志是一项繁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时间跨度大，内容多。从事此项

工作的广大史志工作者能够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鼓足干

劲，勤奋耕耘。同时，得到上下左右有关单位及各族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做

到了通力合作，紧密配合，．使编史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要知一方情，必读一方志。《黔南州志》各分志的陆续出版，将为各级领导

哆



实行科学决策和为各界人士研究黔南、建设黔南，提供丰富的可信的依据。《黔

南州志》必将以它丰富的资料，在黔南州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其深远的影响，体现

其“资冶、存史、育人”的特有功能。

值此编史修志工作顺利向纵深发展，史志书籍陆续成稿问世之际，谨向为编

史修志工作操劳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1

黔南州州长莫时仁

1 993年元月”日



《黔南州志·卫生志》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和州史志办大力支持下，经州

卫生志编写组及有关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全州卫生工作者的共同

愿望，也是全州卫生史上的重大事件。 ．：

我州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素称“瘴疠之区’’，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

后。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人民的卫生事业，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卫

生机构。40多年来，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防病灭病工

作取得较大成绩，州内消灭了危害最大的天花、霍乱；‘阻断了丝虫病的传播，控

制了地方甲状腺肿病和克汀病，疟疾年发病率由建州时5086／1 O万降至

O．25／1 O万，白喉、麻疹、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

病发病率较建州时下降了92．07％o全州人民群众身体素质明显提高，为黔南社

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

《黔南州志·卫生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州内300多年来卫生事业的发展历

史。重点反映了建国以来全州卫生事业的成就，对研究黔南州的医史和进一步搞

好医疗卫生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使我们了解昨天、明白现在，

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奋勇探索，去创造灿烂的明天。

志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各级卫生人士提供许多资料，给予热情支持，在此

深表敬谢。

中共黔南州卫生局党组书记 邱玉郎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局局长 蒙家池

1 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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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志》’编写总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体现“三性黟(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突

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努力使志书发挥“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系多卷集成丛书，由大事记(包括总述)、地理、文物名胜、民

族、教育、党群、政权、军事、公安、司法、民政、劳动人事、计划管理、农牧

渔业、林业、水利、气象、乡镇企业、重工业、轻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邮电、商业、供销、财政、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金融、粮食、物资、外贸、烟

草、体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报刊广播电视、卫生、人物、杂志等40个分

志组成，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卷列。

三、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各种表述方

法，力求图文并茂。

’四、断限：上溯不限，尽量追溯，下限至1 994年底。各分志根据完稿的实

际情况决定下限时间。

五、称谓：时间、地名除用历史称呼外，加括注明纪年和今地名。讹辱之

称，一概纠正。

六、人物：统设《人物志》，各分志不再设人物章。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

传"的原则，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办法处理。

七、本志入志数据，解放前的来自档案文献；解放后的以州统计局的数据为

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部门提供。

八、各分志中所用“解放”一词，系指1 949年”月中旬州内国民党政权被

推翻、人民政府建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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