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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 1988．2成立后

张朝林

马银才

纳忠伦

艾良清

张文桂

朱泽泉

殷志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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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2—1988．9)

张建德马尧选

白当发．朱发明

孙熙庶张义祥

张永基朱连华

段志刚(1989．9—1992．12)

赵荣华(1988．2—1989．3)

陆有昌 陈寿礼马开尧

尹仕珍圆圈 马恩福

王进勤医夏圃马能俊

，

二

7调整后

顾问：王常明(1992．12～1996．7)

高常寿(1999．4．1999．12)
主任：马尧选(1990．7。1997．11)

副主任：张建德(1990．7—1993．3)

委 员：艾良清 张义祥 陆有昌

l范金华I白当发I周登光I

孙熙庶王进勤I吴兴辅I
孙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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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发明 马恩福朱泽泉

马能俊张永基朱连华

寻旬回族彝族自治县志办工作人员
1987．7—1996．5

主任、主编：马开尧

编 辑：保明德

罗佩乾

马金荣

马克勤

(1987．7—1996．5)

(1987．10—1989．6)

(1989．2～1996．5)

(1989．3二1996．5)

(1988．4—1996．5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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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荣品(1988．4—1996．5聘用)

铁兴才(1988．4。1994．12聘用)

l马z-选_l(1992．11—1996．5聘用)
罗振新(1995．3—1996．5聘用)

档案、编务：杜蕊红(1987．12。1994．8调出)

余华仙(1991．9。1996．5)

丁 慧(1996．3—1996．5)

胡心诚(1987．12—1996．5聘用)

1996年5月，县志办与党史办合并，改称史志办公室
县 志

主任、主编：马开尧(1996．5。1999．12)
编 辑：罗佩乾(1996．5～1999．2退休)

马克勤(1996．5—1999．12聘用)

余荣品(1996．5～1997．12聘用)

f马嘉选I(1996．5—1996．12聘用)

罗振新(1996．5—1998．12聘用)

马光有(1997．3—1999．12聘用)

党史

副 主任：艾树祥(1996．5—1998．8调出)

编 辑：马金荣(1996．5—1997．6调出)

刘国清(1997．12—1999．12)

档案、编务：余华仙

丁 慧

胡心诚

(1996．5—1999．12)

(1996．5—1999．12)

(1996．5—1997．12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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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陈明义

李忠成

牛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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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宽

囵
杨光宗

周文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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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永林

各部门主要编辑工作人员

刘加喜

李福升
刘洪光

张士清

蔡天祜

迟绍林

杨泽璞

马存仁

杨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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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成润

郭其泰

李成鼎

郑灵琳

蔡恒昌

纳忠伦

张佐

赵石定

张旭

张朝林

马尧选

全恩德

玛为邦

王家云

车光杰

韦滇萍

汪桂凤

张 鑫

马宝功

段志刚

丁喜亮

陈云科

马银才

吴乔贵

邓永平

孟德刚

张 云

吴 文

赵英祥

送审稿主要审稿人员

省志办

精恙苏

蕉芯办

熔怎捧

省民委
省宗教局

省宗教局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曲靖市人大

曲靖市人大

曲靖市人大办公室

曲靖市民族华侨委员会

曲靖市史志委

曲靖市史志委编研室

曲靖市史志委编研室

曲靖市史志委

曲靖市史志委

曲靖市民宗委

曲靖市农工部

曲靖市农工部

曲靖市农工部办公室

曲靖市农业局

曲靖市麒麟区史志办

曲靖市麒麟区史志办

宣威县史志委

陆良县史志办

陆良县史志办

罗平县史志办

主任、编审

副主任、副编审

地州市县指导室主任、
副编审
助编

助理巡视员

局长

副处长

副编审

副编审

主任

副主任

干部

副主任

主任

主任

副主任

编辑

主任

部长

科长

主任

副局长

主任

编辑

主任

主任

主任



李生云
张德荣

赵家友

李云飞

李茂林

孙嘉山
何金圣

陈建华

李培
马凤伦

高常寿

杨友太

杨景先

丁仕凯

黄云波

刘明海

安子山

李洪光

陈淑华

张正良

陈寿礼

丁立贵
迟绍林

会泽县史志委

会泽县史志委

师宗县史志办

师宗县史志办

师宗县史志办

马龙县史志办

富源县史志办

沾益县史志办

寻甸县委
寻甸县政府

寻甸县委

寻甸县委
寻句县委

寻句县委

寻甸县政府

寻甸县政府

寻句县政府

寻甸县政府

寻句县政府

寻句县人大

寻甸县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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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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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主任

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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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

常委、办公室主任

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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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长

副县长

副县长

主任

副主任

副主席

县委常委、政委

《寻旬回族彝族自治县志》审定验收人员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钱成润(主任、编审)

李学忠(副主任、编审)

郭其泰(副主任、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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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平(主任助理、副编审)

李成鼎(地州市县指导室主任、副编审)

郑灵琳(助编)

中共曲靖市委史志工作委员会：

王家云(主任、副教授)

车光杰(地方志编研室主任、编审)

韦滇萍(地方志编研室副主任、编辑)

张吉斌(副编审)

汪桂凤(编辑)
张 鑫



序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原县长马尧选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编修地方志“是一项

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还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

的意义重大的事业”。寻甸历史上也曾几次修志，保存下来的有明《嘉靖寻甸府志》、清

康熙《寻甸州志》、清《道光寻甸州志》。民国时期编修《寻甸县志》，但未付印，连残

稿也全部散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8年，寻甸、嵩明两县合并也曾组织人员

编修县志，写出初稿，也未付印。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寻甸和全国其他地区

一样，进入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于1987年末又起步编修社会主

义的寻甸新县志。这项工作一开始就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宣传发动、征集资料

的广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反复编审，几易其稿，终于编

纂成一百多万字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这是寻甸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可

喜可贺!

这部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详今略古，集寻甸的自然、政

治、经济、社会于一书，突出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为我们全面了解寻甸古今，开展国

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可贵的乡土教材。

修志紧紧围绕县委、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以《寻甸县志通讯>刊物作为阵地，宣

传寻甸的历史，宣传改革开放，宣传寻甸的发展变化，提高寻甸的知名度。同时把一些

有价值的史料不断地整理出版、公开发行。这样，不仅及时为现实服务，又促进了修志

工作，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0年时间，不仅完成了编纂一部《寻甸县志》的

任务，而且出版了25本刊物和《寻甸风物》等书籍，约500万字。打破了过去把修志

局限在“案头”的现象，“用志”贯穿于编修过程中，走出一条编修地方志的新路子。

参与编纂的人员，明心淡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寻甸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

寻甸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乘改革

开放的东风，各项事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让我们以史为鉴，抓住机遇，迎接2l世

纪的到来!



序 二

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李培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县长马凤伦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长江截流成功，

这是中华民族最欢欣鼓舞、值得骄傲的～年。全国方志界和其他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一样

欢庆着这一个个喜庆日子，掀起了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的高潮。历经十个春秋的

努力，100多万字的《寻甸县志》出版在即。这是寻甸自清道光八年至今170年以来文

化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改革开放，寻甸各族人民在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又一成果。

寻甸最早的一部志书是明《嘉靖寻甸府志》，虽然仅只3万余字，但是它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了解古代寻甸的“窗口”。清代沿袭200余年，留下了康熙《寻甸州志》、《道

光寻甸州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80年代初期，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下，各民

族自治地方参与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出版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概况》。这是建

国后寻甸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物，它概略地记载了寻甸的历史沿革、自然地理、政治经济

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对认识寻甸、发展寻甸发挥了积极作用。新编的《寻甸县志》，

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原则，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重点记述1912—1988年间重

大的历史变化。颂扬了寻甸各族人民为推翻黑暗的封建统治，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而

英勇斗争的光辉业绩，记述了各族人民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经验教训，尤

其是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政府率领全县各族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加速脱贫致富步伐所取得的成就。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具有权

威性的县情资料，对于研究寻甸的文明史是难得的可靠依据，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事业并全面推向2l世纪，对制定我县的发展规划、作出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这部志书自1987年末成立县志办公室开展工作至今，各届县委、政府领导遵循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修志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十分重视保持这项工作的连续性。党委

领导、政府主管、各部门参与的修志格局一直不变；县志办公室的在职人员与聘请的离

退休老同志密切配合；在昆明市、曲靖市以及各乡(镇)设有固定的资料员、联络员，

在县内外联系了一批有识之士。各方协作、众手成书，共同为完成这一艰巨的文化工程

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鉴往知今，开拓前进。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同心同德，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再展宏图，胜利地迈向2l世纪，创造出更加光辉灿

烂的业绩。



凡 例

一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是寻甸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其内容包括全

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的发展及有影响的人和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志丛书。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历史。集中记述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历次政治运动，以利总结经验教训，发挥志书功能。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例。以志为主体，按“横排门类，

纵写史实”编纂。在全书之首设“概述”勾弦提要照应全局．通晓势略。

四本志详今略古，上限适当追溯至县域内事物的发端，重点起白民国元年

(1912)，下限1988年。为考虑记事的完整性，个别地方下延至1989年。

五本志资料来源于史书、档案和社会采访，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种统计数字

一律以统计局编制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为准。未入统计者，以职能部门的数据为

准。全县土地总面积按省测绘局1985年测定的面积数，计量按建国后法定计量单位计

算。民国及以前计量一般不折算。

六按照修志惯例，本志设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选编入传人物，均为

已故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士。以本籍人物为主，兼顾外籍。传主排列以卒年为序。同

时收录个别劣迹昭著者，以戒后世。

七本志以1988年的区划为记述范围，此前划出划入本县区域的文件收在附录中。

八本志力求体现民族自治县的地方特色，设“民族宗教”一卷，其中“民族”一

章详细记述回族、彝族、苗族的源流、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婚姻家庭。 ．

九本志使用的政区及机关名称一般是1988年下限期内各历史时期的名称。

十本志民国以前一律用朝代纪年，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均用括号加注公历纪

年，略去。公元”和“年”字。志书中建国前(后)，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

十一志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名称用全称、以后出现的用简称，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

县(以下简称寻甸县)”。

十二根据出版物行文规范要求，本志采用现代汉语，使用规范的简化字。

十三全志直书其人其事，“叙而不议”不加褒贬评说。人物不加官衔(人传的人

物除外)、奉称、蔑称。不利于各民族团结，有损于各民族形象的习俗、称呼一律不书。

十四 各个历史时期因区域变动，涉及面积、人口、产量等数据变化个别地方仍按

当时的实际书写。

十五按现行出版统一要求，志书卷首设英文要目，志书末尾设索引以利查阅检

索。

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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