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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工作条例》进行编写，上

限从西汉元鼎六年起，下限至1990年底。

二 本志分设编、章、节。概述、大事记、人物不列为编，1950

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作专章记述，散见于大事记和其他专编中。

三全志按述、记、志、传、图、表、录进行编写，以专志为主体，

地图、图片置于卷首，表分别附于各专编内。

四 本志按横排门类，纵叙史实，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

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编写；坚持“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原则，寓观点

于史实之中。

五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省、地、县档案馆提供，旧志、报刊及

有关人员的回忆材料较为准确，志书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六按中国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人物生不立传，入传者大多

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坚持原籍人物为主，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同

时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戒后世。

七 各项数据均以本县统计局资料为准，未列入统计者，以职

能部门资料为准。

八 凡历史纪年、地理名称、政府、官职等，均按当时当地的历

史称呼，历史纪年均注明公元，历史地名注现名。

九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和百分比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习惯用词、词汇、成语、专用词、旧纪年的年月日在记述中用汉

字；公元纪年的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1950年前的币制按当时的历

史习惯记录，1950年后的币制一律以现行人民币计算入志；重量以

公斤、吨计算，长度以公尺、公里计算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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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欣逢盛世，<师宗县志>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肩

负着“存史、资治、教化”的历史使命，凝聚着全体编纂同志数千个日日夜夜辛勤耕耘无私

浏览<师宗县志>，立即将我们带到那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去，诱发出无限的感慨与

<师宗县志)告诉我们，师宗乃古荒服地。在逝去的悠悠岁月中，全县各族人民：历经

世道沧桑巨变，饱尝人间离合悲欢，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这块红土地上繁衍生息，谱

这里有秀丽的山川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但过去由于落后

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使这些优势无法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再加上历朝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巧取豪夺，致使师宗长期沦为全省有名

的“穷州”之一，给广大劳动人民留下的往往是穷愁潦倒，颠沛流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师宗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往昔的师宗上空，既长期闪着压迫者的刀光剑

影．也不断响着反抗者的鼓角铮鸣。早在宋、元、明代，就先后爆发了多次农奴、农民和部

落起义，给当时的统治者以很大冲击。但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些斗争均以失败告终而留下

遗恨。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驱除了漫天风雪，迎来了春回大地，万象更新。

丹凤山下风雷激，南盘江上怒涛吼。1948年5月，刚点燃起反蒋武装斗争烈火的“一

支人民的军队”一举攻克师宗县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保国强，大大震动了敌人，鼓舞了群

众。翌年2月，师宗独立大队第二次解放了师宗县城，并在“自救军”三支队的配合下，争

取了国民党县长许颖贤起义，翻开了师宗历史新的一页。随后，在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和7

罗盘地委领导下，经过建党、建政、建军、艰苦创业，使师宗(含后来才划人师宗的邻县乡

村)成为滇桂黔边区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为边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师宗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节衣缩食，毁家抒难，披坚执锐，奋不顾身。

有近千名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四方转战，忘死舍生。有170多

位英烈，或异国他乡埋忠骨，或长眠在师宗的青山上。誓将赤胆献祖国，甘洒热血写春秋。

他们的浩然正气，将与日月同辉，永远激励着后人奋进。

领导下，意气风发地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大潮中去，谱写了一曲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的代价，但他们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力排险阻，给师宗大地增添了新的光彩。最后又

、 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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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变革中，开拓前进，使2700多平方公里的师宗大地，到处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使30多万

各族人民，走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的大道上。今El的师宗和当年穷州相比。真是新旧社会

两重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用列举那些繁琐的数字．只请看一下这些展现在眼前

的现象：当年“簸箕大的城。扁担长的街”，已为一座崭新的城镇所替代。高楼林立街道纵

横，不再是。一州斗大如荒村”。全县很多地方，当年“烛少借松枝”．今日“明珠”照大地，当

年“滴水如油贵”，今日碧波映朝晖；当年荒坡衬落日，今天果香飘十里；当年不知工厂为何

物，今日机器轰隆产品飞；当年上学难于上青天，今日朗朗书声惊乡里；当年讨个音讯两脚

走塌皮，今日拿起话筒知信息；当年村民“背挂一张皮”，“冬天在家披蓑衣”，今日色彩纷呈

服饰异，东风送暖众心知；当年“祖辈只闻马铃声”，今日汽车(不久还有火车)欢呜进山村。

人们更难忘的是，当年“问卦鸡占b，端公即济医，更加堪畏处，瘴厉秋夏时”．“万人坑边千

户啼”，今日医疗机构遍城乡，白衣天使驱瘟疫。幼苗蓬勃长，老树发新枝。当年“若遇饥

荒岁，采蕨草根靡”，今日改造山河增强抗灾力，同舟共济民乐业。抚今追昔看师宗。深知

能救中国唯有社会主义。更感胜利来之不易，多少人流洒热血，千秋万代要倍加珍惜。

回顾过去，成绩辉煌，展望将来，任重道远。正如县上领导一再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

的、现实的和自然的诸多因素影响，师宗今天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千百年留下来的落后和贫

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一块待开发的宝地。还存在着前进中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但

只要万众一心，再接再励，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

定的关系，矢志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就一定能实现本世纪末

改革和发展的宏伟目标，使师宗县更加生机昂然地跨入二十一世纪。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正是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师宗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

“详今略古，立足当代”和“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广泛收集千多万字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认

真考证、辩实，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写这部百万余字的县志。它不以论代史，不以偏代

全，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将为各级干部了解师宗县情、民情、探讨各项

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和科学依据；为理解党的

重要决策，联系实际制定各项发展战略，提供全面、系统、翔实的材料；为经济建设、改革开

放和各学科研究提供宝贵的基础资料；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丰富的乡土

教材。一定会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代，推动两个文踞建设，发挥出重

要作用。

首任 中共师宗县委书记赵家康

县 长陈良俊

1995年1月



序 二

。 {>



一2一 序二

分干部思想不够解放，扶贫攻坚任务艰巨。我们决心率领全县30万各族人民，从县情出

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中央和省、地的政策同师宗实际相结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振兴教育、科技、提高劳动者素质。尽快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骨干，乡镇

企业为支柱．个体、私营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我们身在师宗，就要利用<师宗县志>丰富的资料，深入研究师宗，不断深化对师宗县

情的认识，为师宗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尽快走上小康之路而努力奋斗。

中共师宗县委书记赵建华

师宗县人民政府县长孟晓富

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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