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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永平县委书记赵立雄

永平古称“博南”，地处。西南丝路”之要冲，历史悠久，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

年)即已置县。属内陆山区县，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一块待开发的宝地。盛世修志是

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

县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使社会安定，生产加速发展，经济日益繁荣，科技文化日益兴

盛，人民群众已基本稳定的解决温饱，正向“小康”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县县志编纂

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根据省州党委、政府的指示，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会同

各有关部门，以科学的态度，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通力协作，群策群力，众手成志，

完成了《永平县志》编纂工作。该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成

果，是值得全县各族人民庆贺的大事。

《永平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全面记述了全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史实。该志以略古详今、立足当代、侧重近现代为原则，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记述全

面，文字简明，通俗易懂，反映了永平社会历史发展的概况，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

知识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永平县志》的出版，对我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重要作用。其

一，它的出版使永平从此有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为繁荣地方文化增添了一束艳丽

的花朵，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其二，它让人们认识到永平县的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为对

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

了乡土教材：起到知史、教化的作用。其三，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今天是昨天的发

展，历史的宝贵经验将被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历史的教训将会被后人吸取，起到借鉴

的作用。其四，为各级领导认清县情，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优势，扬长避短，变自然优

势为经济优势，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决策依据，具有资政的作用。

勤劳，勇敢、富有创造精神的永平县各族人民，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一定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谱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新篇章。为此，谨就此言，以为序。

199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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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永平县人民政府县长永平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马庆高

永平是一个多民族的山区农业县，自东汉立县至今，已有1924年的建置史。长期

以来，由于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永平历朝历代都没有县志；民国年间曾几度修志，也

仅留下一部残缺不全的县志稿。这样一个地处要冲、历史十分悠久的县，没有一部为人

民群众所公认的县志，实为一大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史志工作非常重视。“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得到

发扬光大。1959年，永平县曾组织人员编写县志，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书。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永平县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人心思

。志”。1984年8月，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心愿，决定成立永

平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在全县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修志热潮。八年来，县委、县

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多次调整充实县志编纂委员会和办公室，从人力、物力、财力

上保障县志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县志办公室与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群策群力，经过

收集资料、编写部门志、改写县志专志、初审把关、修改打印，终于在1992年底完成

了《永平县志》送审稿。该志共22卷，约100余万字，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永平县近现

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观点正确、资料丰

富、详略得当、语言简洁，不失为一部严谨、科学的资料书。它的出版，填补了永平历

来无完整县志的历史空白，是全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目前，县委、县人民政府正领导全县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进一步

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发挥区位优势，振兴永平经济。该志的出版，无疑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预言，它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县情，借鉴经验、教训，进行科

学决策；对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爱国、爱党、爱家乡；对于保存历史，让子

孙后代了解永平县曲折发展的经过，特别是了解40多年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

下，全县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改天换地的创业过程，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是写实

之书，传世之作，必将服务当代，惠及子孙!

最后，谨向为《永平县志》作出贡献的全体编纂人员和县内外积极支持、协作、帮

助的单位和个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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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为准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有机统一。

二、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一般起自民国元年，下限断至1990年，特殊

部类酌情上溯或下延。

三、本志按照先自然后社会，先经济后人文的原则进行总体编排。设卷、章、节、

目四个主要层次，横排纵写，述、记、志、传、图、表、录、照片并用，以求经纬交

织，图文并茂。

四、根据“生不立传”的原则，《人物卷》不为在世人物立传。人志人物主要视其业

绩或影响，并适当兼顾代表性。人物的排列，以生年先后为序。人物称谓一般直呼其

名，不加褒贬之词。

五、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力求语言简洁，明快、准确、通畅。概述和各卷引言夹

叙夹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各专卷均用记述体，只

写事实，不作评论，寓褒贬于记事之中。

六、数字用法，按照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家单位联合公

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标点符号用法，按照1990年3月国

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使

用。

七、计量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民国以

前的计量、币制，不作换算；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旧人民币制，均按一万比一折

成新币制。

八、全县土地总面积，一般使用统计部门认可的2 884平方公里；惟择自国土资源

调查(如土壤普查、森林资源调查、气象水文普查等)的数据，是专业部门按2 803平

方公里测算的。

九、地名按当时称谓记载，已更改者，必要时用括号加注今名。

十、本志资料，民国以前部分，多来自历代史志；现代部分，主要来自档案材料、

文史资料、调查采访资料和各单位整理、编纂的部门志。为节省篇幅，一般不再注明出

处．各种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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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243)

(244)

(245)

(250)

(258)

(258)

(260)

(260)

(262)

(262)

(263)

择年统计表⋯⋯⋯⋯⋯⋯(265)

卷八工商行政物价

，标准计量

第一章工商行政管理⋯⋯⋯⋯(267)

第一节集市⋯⋯⋯⋯⋯⋯⋯(267)

第二节工商登记与管理⋯⋯(272)

第三节经济合同与商标

管理⋯⋯⋯⋯⋯⋯⋯(276)

第四节经济监督检查⋯⋯⋯(278)

第二章物价⋯⋯⋯⋯⋯⋯⋯(280)

第一节价格管理⋯⋯⋯⋯⋯(280)

第二节价格变动⋯⋯⋯⋯⋯(282)

第三节工农业商品比价⋯⋯(289)

第三章标准计量⋯⋯⋯⋯⋯⋯(290)

第一节计量制度⋯⋯⋯⋯⋯(290)

第二节计量监督强制检定

·······⋯········⋯···⋯(292)

第三节标准化⋯⋯⋯⋯⋯⋯(292)

第四节质量监督⋯⋯⋯⋯⋯(293)

卷九财税金融

第一章财政⋯⋯⋯⋯⋯⋯⋯(294)

第一节财政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入⋯⋯⋯⋯⋯

第三节财政支出⋯⋯⋯⋯⋯

第四节监督与管理⋯⋯⋯⋯

第二章税务⋯⋯⋯⋯⋯⋯⋯

第一节税制税种⋯⋯⋯⋯

第二节税目税率⋯⋯⋯⋯

第三节税收⋯⋯⋯⋯⋯⋯

第四节征管与减免⋯⋯⋯⋯

第三章金融⋯⋯⋯⋯⋯⋯⋯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货币⋯⋯⋯⋯⋯⋯

第三节贷款⋯⋯⋯⋯⋯⋯

第四节存款⋯⋯⋯⋯⋯⋯

第五节金库公债保险

卷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第一章县城建设⋯⋯⋯⋯⋯⋯(336)

第一节总体规划⋯⋯⋯⋯“?(336)

第二节街道建设⋯⋯⋯一⋯(337)

第三节房屋建设⋯⋯⋯⋯⋯(338)

第四节供水排水照明

⋯⋯⋯···⋯⋯···⋯···(340)

第二章乡村建设⋯⋯⋯⋯⋯⋯(342)

第一节集镇建设⋯⋯⋯⋯⋯(342)

第二节农村建设⋯⋯⋯⋯⋯(347)

第三章建筑业⋯⋯⋯⋯⋯⋯⋯(348)

第一节建筑队伍⋯⋯⋯⋯⋯(348)

第二节设计施工⋯⋯⋯⋯⋯(349)

第三节建筑材料⋯⋯⋯⋯⋯(350)

第四节建筑管理⋯⋯⋯⋯⋯(350)

第四章房地产管理⋯⋯⋯⋯⋯(351)

第一节房产管理⋯⋯⋯⋯⋯(351)

第二节土地管理⋯⋯⋯⋯⋯(352)

第五章环境保护⋯⋯⋯⋯⋯⋯(353)

第一节环境污染⋯⋯⋯⋯⋯(353)

第二节保护措施⋯⋯⋯⋯⋯(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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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党群，政协

第一章中国国民党⋯⋯⋯⋯⋯

第一节组织⋯⋯⋯⋯⋯⋯

第二节活动⋯⋯⋯⋯⋯⋯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机构组织⋯⋯⋯⋯⋯

第二节县党代会⋯⋯⋯⋯⋯

第三节党务工作⋯⋯⋯⋯⋯

第四节纪律检查⋯．．．⋯⋯⋯

第三章群众团体⋯⋯⋯⋯⋯⋯

第一节工会⋯⋯⋯⋯⋯⋯

第二节共青团⋯⋯⋯⋯⋯⋯

第三节妇联⋯⋯⋯⋯⋯⋯

第四节农会⋯⋯⋯⋯⋯⋯

第四章人民政协⋯⋯⋯⋯⋯⋯

第一节组织概况⋯⋯⋯⋯⋯

第二节历届委员会会议⋯⋯

第三节主要工作⋯⋯⋯⋯⋯

卷十二政 权

第一章明、清、民国政权⋯⋯

第一节明、清政权⋯⋯⋯⋯

第二节民国政权⋯⋯⋯⋯⋯

第二章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代表选举⋯⋯⋯⋯⋯

；第二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节县人大常委会⋯⋯⋯

第四节提案处理⋯⋯⋯⋯⋯

第五节干部任免⋯⋯⋯⋯⋯

第六节代表联系制度⋯⋯⋯

第三章人民政府⋯⋯⋯⋯⋯⋯

第一节县人民政府及其

工作机构⋯⋯⋯⋯⋯

第二节乡(镇)、村政权

卷十三人事劳动

第一章编制⋯⋯⋯⋯⋯⋯⋯(423)

4

第一节管理⋯⋯⋯⋯⋯⋯

第二节机构编制⋯⋯⋯⋯⋯

第三节人员编制⋯⋯⋯⋯⋯

第二章干部⋯⋯⋯⋯⋯⋯⋯

第一节干部状况⋯⋯⋯⋯⋯

第二节干部管理⋯⋯⋯⋯⋯

第三节干部制度⋯⋯⋯⋯⋯

第三章工人⋯⋯⋯⋯⋯⋯⋯

第一节工人状况⋯⋯⋯⋯⋯

第二节用工制度⋯⋯⋯⋯⋯

第三节劳动就业⋯⋯⋯⋯⋯

第四节劳动保护与保险⋯⋯

第四章工资待遇⋯⋯⋯⋯⋯⋯

第一节薪俸⋯⋯⋯⋯⋯⋯

第二节工资⋯⋯⋯⋯⋯⋯

第三节福利⋯⋯⋯⋯⋯⋯

第四节奖金⋯⋯⋯⋯⋯⋯

卷十四政 法

第一章公安⋯⋯⋯⋯⋯⋯⋯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镇压反革命⋯⋯⋯⋯

第三节取缔一贯道⋯⋯⋯⋯

第四节打击刑事犯罪⋯⋯⋯

第五节监所管理⋯⋯⋯⋯⋯

第六节治安管理⋯⋯⋯⋯⋯

第七节综合治理⋯⋯⋯⋯⋯

第二章检察⋯⋯⋯⋯⋯⋯⋯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检察⋯⋯⋯⋯⋯

第三节经济检察⋯⋯⋯⋯⋯

第四节法纪检察⋯⋯⋯⋯⋯

第五节监所检察⋯⋯⋯⋯⋯

第六节控告申诉检察⋯⋯⋯

第三章法院⋯⋯⋯⋯⋯⋯⋯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刑事审判⋯⋯⋯⋯⋯

第三节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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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经济审判⋯⋯⋯⋯⋯(467) 自学考试⋯⋯⋯⋯⋯

第五节行政审判⋯．．-．⋯⋯⋯(467) 第四章师资⋯⋯⋯⋯⋯⋯⋯

第六节案件复查⋯⋯⋯⋯⋯(468) 第一节来源⋯⋯⋯⋯⋯⋯

第四章司法行政⋯⋯⋯⋯⋯⋯(468) 第二节队伍建设⋯⋯⋯⋯⋯

第一节机构⋯“-．⋯⋯⋯一(468) 第三节待遇⋯⋯⋯“⋯⋯·

第二节法制宣传⋯⋯⋯⋯⋯(469) 第五章经费、设施及勤工

第三节人民调解⋯⋯⋯⋯⋯(470) 俭学⋯⋯⋯⋯⋯⋯⋯⋯

第四节律师工作⋯⋯⋯⋯⋯(471) 第一节教育经费⋯⋯⋯⋯⋯

第五节公证工作⋯⋯⋯⋯⋯(472) 第二节教学设备⋯⋯⋯⋯⋯
。 第三节勤工俭学⋯⋯⋯⋯⋯

(518)

(519)

(519)

(520)

(522)

卷十五军，． 事

第一章永平县地方武装⋯⋯⋯(473) 卷十七科 技

第一节清末、民国时期的 。 第一章机构队伍⋯⋯⋯⋯⋯(531)
。

地方武装⋯⋯⋯⋯⋯(473) 第一节组织⋯⋯⋯⋯⋯?·(531)

第二节人民武装⋯⋯⋯⋯⋯(475) 第二节队伍一⋯⋯⋯⋯⋯(533)

第二章兵役驻军⋯⋯⋯⋯⋯(478) 第二章研究与推广⋯⋯⋯⋯⋯(536)

第一节兵役⋯⋯⋯⋯⋯⋯(478) 第一节科研项目⋯⋯⋯⋯⋯(536)

第二节驻军⋯⋯⋯⋯⋯⋯(480) 第二节成果与推广⋯⋯⋯⋯(537)

第三章战事⋯⋯⋯⋯⋯⋯⋯(482) 第三节科技测报⋯⋯⋯⋯⋯(541)

第一节军事地位及关隘⋯⋯(482) 第三章科技宣传普及⋯⋯⋯⋯(545)

第二节重要战斗⋯⋯⋯⋯⋯(484) 第一节科普宣传⋯一⋯⋯⋯(545)

第三节永平人民对抗日战争
’

第二节技术培训⋯⋯⋯⋯⋯(545)

的贡献⋯⋯⋯⋯⋯⋯(489)

卷十六教 育

第一章旧制教育⋯⋯⋯⋯⋯⋯(493)

第一节私塾⋯⋯⋯⋯⋯⋯(493)

第二节社学⋯⋯⋯⋯⋯⋯(494)

第三节书院⋯⋯⋯⋯⋯⋯(495)

第二章学校教育⋯⋯⋯⋯⋯⋯(497)

第一节幼儿教育⋯⋯⋯⋯⋯(497)

第二节小学教育⋯⋯⋯⋯⋯(498)

第三节中学教育⋯⋯⋯⋯⋯(505)

第四节职业教育⋯⋯⋯⋯⋯(513)

第三章成人教育⋯⋯⋯⋯⋯⋯(516)

第一节扫盲教育⋯⋯⋯⋯⋯(516)

第二节职工教育⋯⋯⋯⋯⋯(518)

第三节函授电大

卷十八文 化

第一章文学艺术⋯⋯⋯⋯⋯⋯

第一节机构团体⋯⋯：⋯“

第二节创作表演⋯⋯⋯⋯

第三节民间文艺⋯⋯⋯⋯⋯

第二章图书档案⋯⋯⋯⋯⋯

第一节图书发行⋯⋯⋯⋯⋯

第二节图书阅览⋯⋯⋯⋯⋯

第三节档案管理⋯⋯⋯⋯⋯

第三章新闻电影广播

电视⋯⋯⋯⋯⋯⋯⋯⋯

第一节新闻⋯⋯⋯⋯⋯⋯

第二节电影⋯⋯⋯⋯⋯⋯

第三节广播电视⋯⋯⋯⋯

第四章文物名胜⋯⋯⋯⋯⋯

(547)

(547)

(549)

(556)

(563)

(563)

(565)

(566)

(567)

(567)

(568)

(569)

(570)

5



第一节文物⋯⋯⋯⋯⋯⋯(570) 第二节体育竞赛⋯⋯⋯⋯⋯ (609)

第二节名胜⋯⋯⋯⋯⋯⋯(575) 第三章人才培养与输送⋯⋯⋯(615)

第五章地方志⋯⋯⋯⋯⋯⋯⋯(576) 第一节“达标”活动⋯⋯⋯⋯(615)

第一节县志⋯⋯⋯⋯⋯⋯(576) 第二节。三员”培养⋯⋯⋯⋯．(616)

第二节部门志⋯⋯⋯⋯⋯⋯(577) 第三节体师队伍⋯⋯⋯⋯⋯(616)

第四节人才输送⋯⋯⋯⋯⋯(617)

卷十九卫 生

第一章医疗⋯⋯⋯-⋯⋯⋯”

第一节医疗单位⋯⋯⋯⋯⋯

第二节中医⋯⋯⋯⋯⋯⋯

第三节西医⋯⋯⋯⋯⋯⋯

第四节中西医结合⋯⋯⋯⋯

第五节医疗制度⋯⋯⋯⋯⋯

第二章防疫⋯⋯⋯⋯⋯⋯⋯

第一节机构设施⋯⋯⋯⋯⋯

第二节传染病防治⋯⋯⋯⋯

第三节地方病防治⋯⋯⋯⋯

第四节计划免疫⋯⋯⋯⋯⋯

第五节公共卫生⋯⋯⋯⋯⋯

第六节爱国卫生运动⋯⋯⋯

第三章妇幼保健⋯⋯⋯⋯⋯⋯

第一节机构设施⋯⋯⋯⋯⋯

第二节新法接生⋯⋯⋯⋯⋯

第三节妇女保健⋯⋯⋯⋯⋯

第四节儿童保健⋯⋯⋯⋯⋯

第四章药品生产和管理⋯⋯⋯

第一节药品经营⋯⋯⋯⋯⋯

第二节药品生产⋯⋯⋯⋯⋯

第三节药政管理⋯⋯⋯⋯⋯

附：一民间医疗轶事⋯⋯⋯

二民间中药验方⋯⋯⋯

卷二十体 育。

第一章机构设施⋯⋯⋯⋯⋯⋯(606)

第一节机构组织⋯⋯⋯⋯⋯(606)

第二节场地设施⋯⋯⋯⋯⋯(607)

第二章体育运动⋯⋯⋯⋯⋯⋯(608)

第一节运动项目⋯⋯⋯⋯⋯(608)

6

卷二十一民 族

第一章民族人口分布⋯⋯⋯⋯、(618)

第一节人口⋯⋯⋯⋯⋯⋯(618)

第二节分布⋯⋯⋯⋯⋯⋯(620)

第二章民族状况⋯⋯⋯⋯⋯⋯(622)

第一节汉族⋯一⋯⋯⋯⋯·(622)

第二节彝族⋯⋯⋯⋯⋯⋯(625)

第三节回族⋯⋯⋯⋯⋯⋯(627)

第四节白族⋯⋯⋯⋯⋯⋯(629)

第五节苗族⋯⋯⋯⋯⋯⋯(630)

第六节傈僳族⋯⋯⋯⋯⋯⋯(632)

第三章民族工作⋯⋯⋯⋯⋯⋯(633)

第一节贯彻落实民族政策

⋯⋯⋯⋯⋯⋯·⋯⋯··(633)

第二节培养和使用少数

民族干部⋯⋯⋯⋯⋯(635)

第三节发展民族地区经

济、文化⋯⋯⋯⋯⋯(636)

第四节建立社会主义的

新型民族关系⋯⋯⋯(639)

卷二十二社 会

第一章人口⋯⋯⋯”{⋯⋯⋯(641)

第一节数量⋯⋯⋯⋯⋯⋯(641)

第二节分布⋯⋯⋯⋯⋯⋯(643)

第三节构成⋯⋯⋯⋯⋯⋯(644)

第四节计划生育．．．⋯⋯⋯⋯(651)

第二章人民生活⋯⋯⋯⋯⋯⋯(654)

第一节基本状况⋯⋯⋯⋯⋯(654)

第二节农民生活⋯⋯⋯。⋯(655)

第三节职工生活⋯⋯⋯⋯⋯(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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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矛

第三章民政事务⋯⋯⋯⋯⋯⋯

第一节优抚安置⋯⋯⋯⋯⋯

第二节灾害救济⋯⋯⋯⋯⋯

第三节社会救济⋯⋯⋯．．．r⋯

第四节社会福利⋯⋯⋯⋯⋯

第五节婚姻登记⋯⋯⋯⋯⋯

第六节地名工作⋯⋯⋯⋯⋯

第七节残疾人及残疾人

联合会⋯⋯⋯⋯⋯⋯

第四章方言姓氏⋯⋯⋯⋯⋯

第一节方言⋯⋯⋯⋯⋯⋯

第二节姓氏⋯⋯⋯⋯⋯⋯

第五章宗教⋯⋯⋯⋯⋯⋯⋯

第一节佛教⋯⋯⋯⋯⋯⋯

第二节伊斯兰教⋯⋯⋯⋯⋯

第三节天主教基督教⋯⋯

第四节道教⋯⋯⋯⋯⋯⋯

附：帮会⋯⋯⋯⋯⋯⋯⋯⋯

人 物

一传记⋯⋯⋯⋯⋯⋯⋯⋯⋯

张化枢⋯⋯⋯⋯⋯⋯⋯⋯⋯⋯

朱铸成⋯⋯⋯⋯⋯⋯⋯⋯⋯⋯

罗汉彩⋯⋯⋯⋯⋯⋯⋯⋯⋯⋯

马智富⋯⋯⋯⋯⋯⋯⋯⋯⋯⋯

契珍富⋯⋯⋯⋯⋯⋯⋯⋯⋯⋯

杨自培⋯⋯⋯⋯⋯⋯⋯⋯⋯⋯

方海程⋯⋯⋯⋯⋯⋯⋯⋯⋯⋯

马超群⋯⋯⋯⋯⋯⋯⋯⋯⋯⋯

李炽⋯⋯⋯⋯⋯⋯⋯⋯⋯⋯

江逢僧⋯⋯⋯⋯⋯⋯⋯⋯⋯⋯

龙玉春⋯⋯⋯⋯⋯⋯⋯⋯⋯⋯

周德培⋯⋯⋯⋯⋯⋯⋯⋯⋯⋯

陶双银⋯⋯⋯⋯⋯⋯⋯⋯⋯⋯

侯茂祺⋯⋯⋯⋯⋯⋯⋯⋯⋯⋯

蒋家耀⋯⋯⋯⋯⋯⋯⋯⋯⋯⋯

喻荣⋯⋯⋯⋯⋯⋯⋯⋯⋯⋯

杨芬烈⋯⋯⋯⋯⋯⋯⋯⋯⋯⋯

(664)

(664)

(668)

。(669)

(671)

(672)

(672)

杨建章⋯⋯⋯⋯⋯⋯⋯⋯⋯⋯

二名录⋯⋯⋯⋯⋯⋯⋯⋯⋯

(一)抗日战争阵亡、病故

官兵名录⋯⋯⋯⋯⋯．．，

(二)革命烈士英名录⋯⋯⋯

(三)获省、军、部级以上

(696)

(698)

(698)

(705)

先进：模范、功臣称

号人员名录⋯⋯⋯⋯⋯(709)

附 录

一史籍节录⋯⋯⋯⋯⋯⋯⋯⋯(716)

(一)范烨《后汉书·西南夷

列传》一则⋯⋯⋯⋯⋯(716)

(二)常璩《华阳国志·南中

志》二则⋯⋯⋯⋯⋯⋯(716)

(三)樊绰《蛮书》一则

·········--··············-····(716)

(四)杨慎《滇程记》节选

···⋯···⋯⋯⋯⋯···⋯···(716)

(五)《徐霞客游记》五则

·········-·········-··········(717)

(六)王昶《滇行日录》

节选⋯⋯⋯⋯⋯⋯⋯⋯(720)

(七)记张结巴焚劫曲硐事

···········-··················(721)

二文献辑录⋯⋯⋯⋯⋯⋯⋯⋯(721)

(一)(辛亥，壬子)李根源电

蔡都督增设弥渡、漾濞

两县文(节录)⋯⋯⋯(721)

(二)云南和平起义通电及永

平复电⋯⋯⋯⋯⋯⋯⋯(722)’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

区滇西卫戍司令部布告

三重要碑文⋯⋯⋯⋯⋯⋯⋯⋯

(一)大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

(722)

(723)

永平守御指挥佥事明威

将军吴公之墓(志)⋯⋯(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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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l z-一f

永平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东邻漾濞县及巍山县，南接昌宁县，西至澜沧江

心与保山分治，北与云龙县山水相连。东西最大横距64．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7公

里。昆畹公路自东向西横穿县境。县人民政府驻老街镇，东距省会昆明市498公里，距

州府驻地大理市99公里，西距保山专署驻地保山市98公里。土地面积2 884平方公

里。

永平县地处云岭山脉分支博南山和云台山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银江河由西

北向东南纵贯，注入澜沧江。银江河之东、顺濞河之西是云台山，银江河之西、澜沧江

之东是博南山，形成了三河夹两山，高山、河谷、坝子纵横交错的独特地形。地质构造

为张扭褶皱型，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地层均有分布，以中生代最为发育。土壤类型

有棕壤、红壤、黄棕壤、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石灰(岩)土7大类，紫色土分布

面积广．境内山峦重叠，河谷纵横，立体气候明显，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

温15．8℃，最高气温33．2℃，最低气温一4．4℃，年均降雨量l 033毫米，年日照约

2 045．5小时，年霜期115天，年均风速1．7米／秒，风向多为南风和西南风。

县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土地宽广、肥沃，可种植粮食、烤烟，林木，经济作物和

山货药材，发展畜牧业等；矿产资源有金、银、铜、铁、锑、铅、钴、硫砷、汞、水

晶、煤、磷、高岭土等20余种；境内地表水径流量10．03亿立方米，地下水有3．03亿

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39 622千瓦，地下热水已有多点出露，曲硐温泉闻名遐

迩；森林资源丰富，有林面积169．93万亩，覆盖率为40．5％，活立木畜积量l 185．12

万立方米，主要树种为云南松、华山松、栎类、杞木、红木、樟木等。经济林木有核

桃、油桐、花椒、木瓜等。珍稀植物有滇藏木莲、绒叶含笑，水青树(木兰科)、云南

枫杨、原始南山茶。此外，还有久享盛名的黄、白缅桂，。缅桂之乡”以此而得名；由于

森林密茂，适宜动物生长，境内有金钱豹、金丝猴、马鹿、山驴、黑熊、岩羊、獐子、

麂子、穿山甲、孔雀、白鹇、凤凰鸡．珍珠鸡、锦鸡等珍禽异兽。金光寺州级自然保护

区，是县内天然的动物园和植物园。

永平县历史悠久。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立博南县，属永昌郡。元至

元十一年(1274年)，改称永平县。明清两代，县名未变，属永昌府。民国18年

(1929年)，永平直属省辖。民国31年(1942年)，设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保

山，永平隶属之。1949年12月底，经中国共产党桂滇黔区党委会决定，永平县由保山

l



划归大理区。1956年属大理白族自治州至今。1990年，县辖1镇8乡，即老街镇、龙

门乡、杉阳乡、曲硐回族乡、厂街彝族乡、永和彝族乡、水泄彝族乡、龙街彝族乡、北

斗彝族乡，共72个行政村，1个街道办事处，l 543个自然村。是年末，境内居住着22

个民族，总人口15．822万人，其中汉族99 514人，彝族37 845人，回族ll 964人，白

族5 032人，苗族l 893人，傈僳族l 722人，其他民族250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37．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4．86人。

明、清时期，永平政体设县衙，由知县掌管地方政权。民国时期，政权设置多有变

化。县级政权先称县公署，后改县政府；地方官先称县知事，后改称县长。民国元年

(1912年)，始设议事会和参事会，与政府并存，行使代议、参政职能。20多年中，两

会几经停建和复置。民国24年(1935年)奉令成立参议会，实行。一府一会”制。民国

35年(1946年)，成立国民党永平县党部，加强了政治控制。至1949年12月，云南和

平解放，国民党在永平的统治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永平县工委(后改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县委建立后，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政权的建设，逐步发展党的组

织。1950年末，全县有共产党员21人，党支部1个。至1990年末，党员已发展到

4409名，组建了基层党委12个、党组12个、党总支15个、党支部236个。1950年

末，县人民政府设有5个科1个室2个局和县粮库。至1990年末，县政府设有36个

委、办，局(科)，为其工作职能部门。

从1950年起，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地加强民主与法制建

设。1981年以来，又相继建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

平县委员会，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完善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充分发挥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由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

行政和军事职能部门的建立和完善，对社会治安、惩治犯罪、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

改革开放，都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40余年来，永平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完成了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等政治经济变革，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各级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人民政权的职能作用，推进了永平各

个领域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永平是一个山区农业县。1950年前，由于长期受着封建半封建制度的束缚，耕作

粗放，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永平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

废除封建制度，实行农业合作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1957

年，农业产值上升到684万元，比1952年增长87．9％。1958年，由于受。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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