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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副主任

委员

总 纂

副总纂

《安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以任职先后为序)

段文 黄世荣 谭永仁

闭承宗 李启美 叶国才

杜双浏 王永清 王文学

李增善 吴建中 曹希先

曾祖德 章成和 杨宗元

许光斗 浦和芳(女)刘继宁

黄寿德 l苏树平I 段学林

黄树华 杨宗元 武亚杰

谢木生 岳士杰 傅家环

彭昌如， 倪安敏(女)李灿美

l李翰章l 赵文彬 苏亚明

刘永康 华吉英(女)田少悟

戴克昌 王保元 l何成明l
1

张毅 冯立贤 罗俊贤

石 杰 矣忠华 李成章

陈荣祥 李嘉珍 韩永昌

马文喜 刘锦泰 窦光华

杨盛芳 蔡友 唐吉华

李任祖 祁耀忠 张丽华(女)

杨永进 戚瑞瑜(女)张乔娇(女)

傅赛威

<安宁县志>总纂室人员

黄世荣

谭永仁

章成和

杨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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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祥 李嘉珍 韩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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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盛芳 蔡友 唐吉华

李任祖 祁耀忠 张丽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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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县志>总纂室人员

黄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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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主编

副主编

许光斗(常务)

李成章(常务)

张丽华(女、常务)

窦光华(负责经济部类及全志统初稿)

朱文卫(负责政治部类初稿)

匝圈(负责文化部类初稿)
傅本秋(负责综合部类初稿)

李 埏(云南大学教授)

尤 中(云南大学教授)

张鑫昌(云南大学教授)

窦光华

李成章

许光斗

朱文卫

l高家华l

傅本秋

张丽华(女)
‘

特约副主编字应军

宋永平

温益群(女)

特约编辑段铭志

万有林

’傅淑丽(女)

颜晓云(女)

梁森泰

周成昆

羊惠卿(女)

编辑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世良 万 纲 王家林 冯云辉

冯振权 卢贵荣 季 健 李成章

李增善 李定鑫 李庚禹 李耀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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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永仁

杨宗元

张 毅

李应学

刘永康

朱祥熙

武德新

尹 铭

马颖生

赵丕德

王 道

』圭壁焦l 朱文卫

朱鸿宝 朱绍良

刘碧华(女)刘永康

杨世光 杨 明

张汝李 张曙东

张克忠 张文复

林树华 侬正丕

朱文光 朱幼宁

许光斗 刘炳权

沈荣清 杨锡钧

杨荫潭 陆桂林

张丽华(女)张 毅

张立书 严炳芳

赵怀仁 赵培德

杭建荣 姜寿义高海权网
骆科优 袁玉芳

盛长荣 傅本秋

窦光华 谭祖安

<安宁县志>初审人员

县志编委会主任、县长

县志编委会副主任、副县长

县委常委、保密委员会主任

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

县统计局局长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县民委主任、宗教事务局局长

<安宁县志》复审验收人员

昆明市志办公室主任

昆明市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昆明市志办公室副编审

昆明市志办公室副编审

灿林文发才兆述兴加洪董雷游鲁昌培坚才坚

茂恩

茂志洪董唐庹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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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成润

宋永平

郭其泰

李学忠

李成鼎

吴於松

<安宁县志>终审验收人员

云南省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云南省志办公室主任助理、副编审

云南省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云南省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

云南省志办公室指导室主任

云南省志办公室指导室编辑



共安宁县委书记贺成林 宋黎明

印成书了，我们感到很高兴。

载了安宁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自然地理等

现状，尤其着重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安

发展的事实。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0”总

是现在领导者和未来继承者应有的思想认识。不学

习历史，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人，就不是一个清醒的、合格的

领导者。当然，学习历史经验必须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情况结合起

来，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并

按照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程序，制定出符合安宁实际的正确

工作方针、政策和方案。这样，才不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才能使我们

在实际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把我们安宁的各项事业办得更好。

这就是编写本书的目的，也是我们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的原因。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数风流人物，更看今朝。我们坚信，具有光荣

革命传统和勤劳善良的安宁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继

续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自己的双手，写出更新、更美

的文字，画出更新、更美的画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安宁县志

序 二

安宁县人民政府县长黄世荣 谭永仁

安宁，一个内涵和平、安静，富有诗意的地名。自西汉在此置县至

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上，安宁的盐、铁曾名冠滇云，而温泉碧玉，

“虽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也难比之"o因而文人荟萃，雅士云

集，留下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章。螳螂J11．，母亲河!她不仅浇灌了两岸沃

土，养育了安宁人民，又是安宁历史的见证。安宁的高山峻岭之中，蕴

藏着丰富的盐、铁、磷等矿藏，这些宝贵的资源，曾经诱发过多少仁人志

士梦想工业变革的激情。⋯⋯。

然而，沧海桑田，这些已成为过去o

“一唱雄鸡天下白91'0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安宁人民为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安宁大地呈现出翻

天覆地的变化：工厂林立，高楼矗起，交通便利，良田广布，市场繁荣，经

济发达⋯⋯

历史和现状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把历史和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之服务于当代，惠及子孙后代?这只有地方志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因而，县委、县人民政府当机立断，建立修志机构，选调有志之士，十度

寒暑，几易纲目，4易其稿，终于将(安宁县志>呈现在人们面前。

诚然，(安宁县志>仍有不足之处。但是，该志如能起到“资治、教

化、存史"的作用，便不负编纂者的一番苦心。

谨此序言，感谢致力于修纂该志的同志们!



氏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取卷、章、节、目体，有述、记、志、传、图、表、录诸种体裁。

三、本志上限一般在1912年．建置、盐等的记述上溯到有史记载之时；下限止于1988年。

个别条目延至90年代初。

四、行文中的历史纪年，先书写朝代年号、再注明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

用公历纪年。所写××年代，除有世纪状语限制外，其余均指20世纪x x年代。

五、习惯用语、叙述语言中的数字及专门名称。用汉字；凡表示数量的数字书写，一律用阿

拉伯数字。

六、本志所用各项数据，以本县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各有关单位数字。

七、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入志人物，只记其事，不作评述；对安宁社会经济发展有

较大贡献的生者，采用“人物简介”方式记述；高级科技人员，荣获国家、省、市级先进、模范人

物、社会名人、能工巧匠以及长期坚持在边远、贫困地区工作并受到当地群众爱戴的人员，列入

名录表；为革命事业、为捍卫祖国、保卫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的人员。载入英名录。

九、本志资料，从省、市、县档案馆、各有关部门档案室中搜集，辅之社会调查材料、口碑资

料，并加以印证，方才入志。

十、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部分内容采用记事本末体记述，以彰明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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