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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编《盐津县志》，是盐津的发展史、创业史，是盐津人民的精神文明史。它的出版

是全县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历届中共盐津县委、县政府对新编《盐津县志》十分重视，全县有识之士也极为关

注。一部数十万言的县志在祖国的志书宝库中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它的问世也绝非易事，

时间跨度长，资料收集难。然而，由于各届党政领导的密切关注，编纂人员殚智尽力，各

方人士鼎力相助，有关单位热心支持，专家学者悉心指导，新编《盐津县志》历经八载，

几易其稿，终于问世!它填补了盐津七十余年历史记载的空白，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值

此我向为新编《盐津县志》编纂出版作出贡献的所有有功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

谢忱J

盐津设县治历史虽短，但开发历史悠久。南方丝绸之路，秦开“五尺道”均经境内；

唐。袁滋题记摩崖”遗迹，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I。焚人悬棺”给我们留下了先民之

谜⋯⋯

盐津以多山著称，大佛山、老黎山、平头山、轿顶山、大面山、小石林⋯⋯构成了

全县境内的重峦叠嶂，奇峰异峪。壁立千仞的石门关，横跨小溪的天生桥，幽深莫测的

溶洞，都是大自然恩赐的令人神往的旅游胜景。

盐津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民聪颖。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蒸蒸El上，

各条战线生机勃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所有这一切，您都将在这部详略得当的

新县志中看到。

新编《盐津县志》由于各方面原因所致，疏漏在所难免，但它基本反映了盐津的县

情。它必将大裨当前，鉴照后来，造福子孙，流传千古!

聊书数语为序，以祝新编《盐津县志》的出版。

陈林章

1993年8月



序 二

盐津自古为中原入滇要道，素有滇川门户之称。境内关河自清代通航后，沿滇川水

陆通道，云南的京铜、山货药材，四川的棉纱、布匹、食盐等大量物资均由此转运出入，

盐井渡(今县城)自然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物资集散地，从而促进了

商贸繁荣。据《云南通志》载：光绪初年，盐井渡厘金局征收厘金银居全省各局之首。然

而，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盘剥压榨下，勤劳淳朴的盐津人民终年辛劳，仍过着饥寒交迫的

生活。虽经多次起义，但因没找到真理，起义屡遭挫败未能成功，人民仍未摆脱困境。

1950年，盐津获得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从此，盐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尽管在前进的征途中走过曲折道路，

但创造的业绩史无前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全

县人民意气风发，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经济繁荣，事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盛世修

志，盐津于1984年10月成立了修志机构，开始新修《盐津县志》。多年来，县委、县政

府加强领导，多次研究部署，在上级有关部门的不断帮助指导下，全社会热心人士和有

关部门积极相助，全体修志人员尽心竭力，锲而不舍，历时八载，几易其稿，终于使新

《盐津县志》付梓。

新编《盐津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了盐津的建置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

人文、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详今略古，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方

法和体例，编纂成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社会主

义新县志。它是认识盐津、建设盐津、振兴盐津经济的重要工具，是对广大人民和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其史实将流传千古，激

励全县人民奋发图强，谱写新的篇章。

新《盐津县志》，是专家学者热情指教、有关单位和热心人士鼎力支持、全体修志人

员辛勤劳动、密切配合、众手成志的结晶。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

新县志记述时限长，内容浩繁，涉及面广，出于众手，加之见识有限，疏漏讹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正。

戚斌

1993年8月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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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盐津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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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起于1917年建县，部分内容上溯有史料记载；下限断至1989年，个

别地方延至1990年。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辅以图、表，由概述、大

事记、专志各卷、人物、附录组成。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专志按事

物性质归类，共21卷，以卷、章、节、目排列，除引文外，用语体文，记述体。

四、人物部分设传、录、表。传记本着。生不立传”原则，一般以卒年为序，个别

劣迹昭著者排后。对有特殊贡献的生入，以事系人记入有关事业。职名表中，除建国后

在县内任县团职名表分附于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外，其

余分列人物表中。

五、历史纪年，清代及其以前年号用汉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出现在

各章时括注公元纪年。文中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系指盐津1950年4月5日解放之前或

后。所称几十年代，均指20世纪。

六、本县1958年并入大关县，1961年分治复置盐津县，在此时期内的有关情况和数

字多数已分记，少数未分者则加括注。1956年后戈0进划出的区(社)情况和数字记载，均

在当年度增减。

七、地名有演变的，按所述时限用当时名称，括注今名，今名以《盐津县地名志》为

准。

八、专用名词、术语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计量单位和统计数字，民国时期及其以前

按当时俗称记入，括注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国家统计局口径为准；所用各

种统计数字，以县统计局提供为准；统计局所缺者则用有关部门的数字。解放后的货币

以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折合计入。

九、入志资料取自有关部门和知情人，省、地、县档案馆，民国《盐津县志》，图书、

实物等，并经编者鉴别核实，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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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盐津，自古为中原入滇要道，是云南通往四JI『的北大门。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与四川

交界处，地处东经104。00’"-'104。287，北纬27。49’～28。24’之间。东北与四川筠连、高县、

宜宾三县接壤；南连彝良；西与大关、永善、绥江毗邻；北与水富县连界。县城盐井镇

距省会昆明市618公里，距昭通行署驻地昭通市145公里。县境南北长61．75公里，东

西宽43．5公里，总面积2 091．5平方公里。

地处滇东北斜坡地带，受关河深切，重峦叠嶂，山势陡峭。地势南高北低。县城海

拔460米，最高海拔中和乡大浩村大雪槽梁子2263米，最低海拔滩头乡北甲村油厂329

米。高山区占总面积23．5％；半山区占45．5％；矮山河谷区占31％。

气候属中亚热带中温带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17。C；

年平均降雨量1 226．2毫米；年平均无霜期328天；年平均日照965．7小时，较同纬度地

区偏少。春旱、夏洪、秋涝、冬阴雨，风、洪、虫、旱、涝、冰雹等自然灾害年有发生。

民国6年(1917)从大关县分出置县，因城北有盐井产盐，定名盐津县。建县历史

虽短，但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此生息。古为白子国地，居住焚人。汉朝多为

夷族聚居。蜀汉时期汉族迁入。清雍正五年(1728)改土归流后，实行奖励开垦，川、黔、

楚、粤、赣、闽等地移民相继入境定居，人口激增。勤劳淳朴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

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共同开发。

1949年盐津县境总面积为1 547．93平方公里。解放后，经三次划进划出增543．57平

方公里。1989年，全县辖12个乡、镇，80个村公所、办事处(其中生基、大坪为苗族

村)，427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309 681，其中苗、回等8种少数民族10 445人，占总人

口3．37％。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8人。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23亩。

盐津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有煤、铁、硫、铜、盐、

银、方解石、石灰石等10多种。无烟煤储量约6．5亿吨，石灰石分布广、储量大、品位

高、易开采。森林资源有用材林26科、63种，特产杉木，被省定为用材林基地县，珍稀

古树不乏其间；朝天马、老黎山、白老林、天宁寺、正沟等处尚有原始森林面积10万余

亩。有经济林18科、40余种，特产茶叶、蚕桑、五倍子、竹类、干果、油桐、枧子等。

茶叶面积23 000余亩，年产茶700多吨；五倍子和竹类居昭通地区之首。有杜仲、天麻等

中药材400多种，朝天马天麻国内外享有盛誉。春、夏、秋、冬四季兰花清香秀雅，叶

艺兰、凤凰素、黄芽素、建兰等名冠群卉。水资源丰富，全县有大小河流溪沟5 063条，其

中常年不断流的78条；径流面积大于30平方公里河流13条，水量4．3亿立方米，水能

蕴藏量61．47万千瓦。野生动物有50多种，珍稀动物有娃娃鱼(鲵鱼)、水獭等。

盐津是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5％左右。1989年社会总产

值中农业占69％。粮食作物主产玉米、水稻及小麦、薯类等；经济作物主产油菜子、花

生等，产量居昭通地区之首。解放前，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

粮食产量低。1949年有耕地面积287 999亩，粮食总产1 785．6万公斤，平均亩产62．7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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