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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求反映党在各个历史时期

的路线、方针、政策，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详独略同，记清事物的发生

发展，兴衰起伏；功过并书，成败俱录。除概述、综述外，均述而不作，寓

观点于记述之中。

三、本志为保山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记述史料力求贯通古今，

上限不限，每一事物从有可靠史料记载的发端始溯，下限断至1990年末。

四、本志记述区域，以1990年末的保山地区行政区划为限。合并德宏

州时期所称“内四县”，指保山、腾冲、龙陵、昌宁4县。

五、本志体例，主要采用编、章、节、目的结构形式。首设概述，统领

全书；次设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记述；然后分门别类，类为’一

编，横排纵述，编下设综述，次列章节；最后为附录。为突出地方特色，对

个别事物作适当升格。

。六、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体，图表

分别插于各编章中，力求图文并茂。

七专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

畅。

八、本志文字，一律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颁布的<简化字

总表>和国家出版局等7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各种统计数据小数点前5位数以万为单位折计，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两位

数。

九、本志纪年，民国及其以前历代年号在同节目中首次出现时加注公元

纪年，其后不再加注；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十、本志计量单位，民国及其以前的保留当时名称，并加注法定计量单

位；解放后一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其中少数地方为照
顾历史习惯，仍沿用旧计量单位。

十一、本志称名，均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古地名，一般沿用当时名

称，后加注今名。专用名词在同节目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后作简称。如：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时期”等，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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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志人物编，分传、表、录三部分。人物传遵循“生不立传”的

原则，记述境内历代史料记载，对当时当地历史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本籍和外籍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人物表收录各个时期的革命烈士，省级

以上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地直、省属单位离休老干部名册；人物名录收录

副高级以上科技人员和出席全国、全省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的代表、委

员名录。

十三、本志统计资料，1950年前采用经考证核实的档案、史志资料；

1950年以后，主要采用保山地区行署统计处的统计资料，统计处未列入统计

的，采用各部门提供经考核无误的统计资料。

十四、本志文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专区和各县接管国民党

政权、建立人民政权的时间为界，接管前为解放前，接管后为解放后。专、

县解放或接管的时间：专区为1949年12月28日；保山县(含后析置的施甸

县)为1950年1月5日；腾冲县为1949年12月15日；龙陵县为1949年11

月11日；昌宁县为1950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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