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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其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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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鼎

梁耀武

钱成滑

吴於松

段青田

龚朝贵

杨树繁

李景贤

柏显科

李文凯

李春发

杨汝植

张汝淳

杨汝菊

赵鑫

苏克仁

段文华

六方情

《泸水县志》审定人员

(省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省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省志办地州市县志指导室主任)

(玉溪地区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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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何杞

杨建生

朱光珍

冯永明

杨 炼

杨春庭

杨 绩

吕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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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坚

马秉坤

邬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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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朝杰

谢玄

和蔚祥

艾 伦

杨槐芳

杨华章

李志红

何光荣

李树华

李光赵

木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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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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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凯

何文生

杨镜诚

何武春

黄正忠

钟科朝

李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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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发银

冯照明

木 柳

和金祥

尹文志

白学钢

张宜盛

何蒋铭

何李应

王汝成

普干益

姜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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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泸水县委书记 寸亮壁

泸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八化益

泸水是个高山峡谷县。它位于云南省西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南部，地处横断山脉南

端之滇西纵谷区：东部碧罗雪山与西部高黎贡山夹怒江纵贯全境。在这层峦叠嶂、沟壑纵

横的2343平方公里的县域中，居住着147 586傈僳、白、彝、傣、景颇、汉等勤劳朴实的

各族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泸水系六库、老窝等五土司地。1950年，泸水宣布和平解放，

各族人民终于挣脱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迎来了泸水县人民政权的诞生。37年来，泸水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披荆斩棘，奋发图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

大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热潮席卷了泸水县的村村寨寨，全县

经济文化建设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回顾过去，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误的教训；展望未来，需要纵观历史．借鉴以往，扬

长避短，开拓前进。为了系统地记载本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为泸水县

的“四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科学依据，并给后代留下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

“乡土教材”，在“盛世修志”的新形势下，中共泸水县委、泸水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的有

关指示，决定编写《泸水县志》，并于1984年3月成立《泸水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立即着手进行县志的编纂工作。通过9年的努力，泸水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终

于问世。

《泸水县志》在编写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实地记述了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

年)迄今(1986年)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的历史作为记述的重点；在具体编纂中力求做到以资料说明问题，“述而不作”，将

“存史、资治、教化”三方面有机地统一在为现实服务的基点上。因而，《泸水县志》较为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泸水的自然和社会，历史和现状，是一部有地区特色、民族特点和资7

料性较强的新地方志书。它的出版，对于后人认识泸水，热爱泸水，开发泸水，以及促进

祖国各民族大团结，无疑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编纂《泸水县志》这样一部大型志书，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科技、人事、民族、地理环境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必得上下齐心，全

面协作，始能“集滴水而成江河”。几年来，县志编写人员，在上级及有关方面的指导、协

同下，辛勤耕耘，不遗余力，对省、州、县有关的历史文献、现存档案、文物碑记、家谱、

民间文字资料及口头传说均广为搜集、查阅，并严加考证，认真整理；全县各系统领导及

撰写人员对编写备专业志也倾注了不少心血；有的编辑人员还跋山涉水采访知情的高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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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方使某些珍贵史料不致泯灭。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本志书

，乃是集体汗水与智慧的。结晶”，是泸水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碑l谨

和关心‘泸水县志》编纂及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

的镜子。为了现在，我们必须了解过去，只有了解过去和现在，也才

光明的未来。泸水是一块宝地：它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它

贸的区位优势，它有悠久，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它有勤劳智慧的各

史为鉴，善于学习，勇于进取，必定能在党的领导下，承先启后，继

定能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足，民族和睦团结的崭新面

边陲。

，<泸水县志)的讹漏与不足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一九九三年十月



财税、金融、城乡建设、党群、政权政协、边务、民政、劳动人事、公安司法，军事、教

育、文化、体育卫生、科技、民族、土司、人物、附录。图表照片根据内容相应插入其中，

全志共29篇、123章、393节。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入篇章序列。

3、本志内容贯串古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主体记事从1913年泸水设置行政区起，

下限至1986年。为保持事物的完整性，个别内容适当下延。

4、本志采用记、志、传、图、表、录体裁，按章、节、目结构排列。

5、列传人物，概列已故者，以卒年为序排列．个别列传人物适当下延。在世人物以事

系人处理。职官列名限至科、区级正副职。另列。人物表”、“群英谱”、“老干名录”，以显

人民性。

6、本志文体、标点符号、数字书写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计量单位民国以前沿用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制。

7、历史纪年加注公历年代；民国纪年除大事记中详注公历年代外，分志中第一次出现

加注公历年代，其余略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均以公历纪年。

8、志中所称“建国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I。解放后”，指泸水1950年1月

13日宣布和平解放后。

． 9、本志资料来源：民国时期，主要来自省、地、县档案馆、旧志；建国后多来自县档

案馆及各单位文书档案资料；各种统计数据多来自统计局。

10、地名、区划及机构名称等，以记事年代称谓为准。

11、志中同名同姓者，加注住地以便区别。

叶／t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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