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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昆明市委书记 杨健强

昆明市人民政府市长 章振国

在新世纪第三个春天到来的时候，1000余万字共10个分册的《昆明市志》，至此已全部

出版，这是我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光荣传统。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

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修志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

断地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昆明有

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资源、旖旎的风光。昆明的历史，浩淼

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成功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

昆明的历史文化，光辉灿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

不断地加以发掘，以推进今天的各项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史志编修，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

的决定》中就提出了编史修志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

仅潜心研究和运用史志，而且多次指示要把地方志修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编修社会

主义新方志蔚然成风。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江泽民同志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

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这段言简意赅的话充分揭示了新形势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重要性。

昆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编修地方志有着悠久的历史。昆明地区从明代起就开始编

修地方志，到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之前，共修有地方志40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编修。60年代、80年代先后两次成立了修志机构，组

织了修志队伍，并切实加强了对修志工作的领导。特别是自80年代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

动员组织各级各部门编修地方志。经过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明心淡泊、默默奉献、辛勤耕

耘，昆明市的修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抢救、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编辑整理了

《昆明市志长编》等系列历史、地情资料；编修了一批市、县(市)区、乡镇、部门志；出版了一批

市、县(市)区年鉴；培养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史志编研队伍。这些成果和这支队伍为我市的

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借此机会，谨向长期以来默默奉献在地方志战线上的同

志们表示敬意!

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只有使地方志代代相传，永不断章，才能使历史文化得

以有效传承，才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目前，市、县(市)区两级地方志工作者，又

开始了两级志书的续修，我们相信有了第一轮修志的基础和全市人民的支持，我市地方志界

将会奉献出更新更好的成果，将会为昆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古人云：“治郡县者以志为鉴。”一个地区要有持续稳定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规律进行

科学的总结和准确的把握，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开发利用。地方志是记述一地从自然到社

会、从历史到现状的资料工具书，有客观、全面、系统、权威、科学等特点，进而具有了资政、存

史、宣传、教育等功能，因此被称为“国书”、“国情书”、“百科全书”。《昆明市志》就是昆明市

的市情书、昆明市的百科全书。我市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读一读《昆明市志》，这对

大家掌握昆明市情、弄清楚昆明历史的基本脉络和昆明社会进步的发展历程，增强自尊心、

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保护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高管理水

平和强化建设的针对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热爱昆明的热情，都是有好处的。

昆明是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把昆明建设成为融“春城”、“历史文化名城”、

“现代化城市”为一体的生态城市，让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江泽

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夺取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新胜利1

2003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

记述断限期内昆明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有据史料止，下限至1988年，特殊情况适当延伸，以反映各类事物

的全貌；极少数产生较晚的事业，下限顺延。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1988年昆明市行政区域的市区为主，兼及市属4区8县；部分专

卷(如农、林、水利、民族⋯⋯)反映全市情况。各县区另修县区志。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志为主体。全志共设75个专卷(10册)，

包括概述、大事记、志、图表、人物、附录等。志分卷、章、节、目。条目以黑体字加【 】号表

示；条目以下若还带子目，以黑体字空一格表示；少数子目下还带细目，标题以5号正楷加冒

号表示。

五、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当时朝代年号加注公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用公元纪年。

六、为使读者开宗明义，本志于首册设概述，各卷设简述，有的章节视情况设无标题简

述。第三分册工业因牵涉面广，特设综述。

七、本志的文字、数字、标点、计量单位均按国家所定的规范书写。

八、本志遵循志书叙而不议原则，除“述”以外，只记史实，不作评论，寓观点于记事之中。

九、为了精简文字，同时照顾日常用语习惯，本志所记机构、会议和较长的专用名词，各

卷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加注简称。再次出现时，即不用全称而用简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十、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惯例，传主均为过世人物。

十一、志中几十年代，如20年代、80年代等，均指20世纪。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省、市和部门档案，《昆明市志长编》，南京国家第二档

案馆和调查采访。入志资料均经撰稿单位严格筛选、把关，出版时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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