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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特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一

’第一届 。
，

(1987年12月～1991年1月)，

主任：陈学忠

副主任：任万英 陈厚凡徐永全 罗克卫

委员：贺兴发宋良辉赵毓荣 李廷蛟赵发礼

喻泽富．杨杰俊 韦洪恩 李桂阳 陈邻如

梁宜章 张杨武 李志高 田应成 王成久

从铸 陶家华蔡志雄张克勤 马世民

付祥珍徐殿贵张汉业 陈永康 葛廉明

徐金明。李柏林 陈寄筑 国启勋 杨安华

第二届
“

“(1991年1月～1994年11月)

● ‘
“

顾问：陈筑生黄纪伦付应祥 。

主一任：刘书略
’

。’
．

副主任：时宏国 肖昌洪 刘锦章 张雄孙人志

周镇隆 ．

‘

委 员：贺兴发 田应成 李志高 张世坤杨安华



余俊东 赵毓荣 李廷蛟韦洪恩 陈邻如

王成久 陶家华付祥珍孔小双 张克勤

一卢兴芝杨世昌 谭兴发一李学明 刘允利

刘建扬徐贤良杨继勇 郭秀华 刘荣生

陈安国 伍天星 李清华．侯啸江俞有仁

董绪生 丁学坚 宋溪亭 刘明德 卢进臣

陈昌明 罗克卫 国启勋
’‘

·

f。

第三届。
+“

’(1994年11月--1998年12月)

，}

顾 问：李保芳任万英 李逢时 宋崇书

主任：肖昌洪

副主任：赵如飞 刘锦章江涛沈福康

委员：贺兴发 万兴全陈大顺 胡国勤 田应成

李志高 刘成学 张世坤 刘 毅 李廷宽

丁学坚 蒯正学 杨世昌 刘建场 李运寿

刘书祥徐贤良 刘荣生 陈星良 伍天星

胡国纪 胡继祥唐高梅谌洪秀 胡永芳

‘． 杨继勇 刘同祥宋国海李振全柳桂英

．． 罗祁阳 吕万力 谌贻彦 杨安华 周竹榷

黄友明 李志明金有光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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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

(1998年12月-2000年8月)

．。

1· ：

顾 问：范同寿 罗再麟 张桂江斯信强 陈凌华

， 沈福康 梁宜章柏则智 罗忠华付应祥

主任：徐光毅
，

，+
i

副主任：熊德成赵崇南 王朝荣 张廷模

委员：余红亚1夏 明 国启勋．张世坤 范晋红

刘 毅伍明礼龚鸿文马秀峰刘 瑛

刘 辉吴开发卢云儒李志高 罗克卫
F}

，杨安华 叶 华柳桂英 高 弟 栗照民

。 第五届 。．’

．(2000年8月一)
： ．

’。 -’

，

顾 问：范同寿 肖先治 罗再麟 张桂江 刘锦章

名誉主任：熊德威朱绍伦

主 任：彭永学(2000年8月--2001年5月)

高玉林

常务副主任：严永达。

副主任：汪兴福 陈盛德夏 明 张跃东 马秀峰

胡国勤 聂志权张世坤 施文刚 郑学群

马跃东

弓



委 员：余红亚

伍明礼

产云儒

付应林

宋国海

吴开发夭丌及

杨明才

王 刚

董绪平

张以廉

梁莲娜

王雨秀

刘发文

杨朝荣

李志高

郭永贤

陈松

王盛国

江吉怀

王道华

周 洪

李贵

吴文英

向忠花

杨世昌

杨光辉

杨 昌

陶 然

杨增永

唐瑜林中枢

李旭徐贤良

刘洪新杨继勇

姜华．柳桂英

王黔林王荣华

吕选俊徐姜陵

刘 毅 高 明

国启勋杨安华

郭显元

陈乾炳

黄秋英

肖德米

刘 辉

陈智祥

刘锦华

张协民

张贵富

刘 瑛

韩占魁

夏郁志

金芬

夏昌隆

罗克卫

罗祁阳

杨克宽

吴锐

孙园园

廖清朝

胡国纪

叶正乾

叶 华



《六枝特区志》编辑委员会

(1997年7月)

顾 问：罗再麟 张桂江孙乾卫任万英 李逢时

斯信强

主 任：肖昌洪
‘

～

副主任：刘锦章张廷模

总 编：杨安华

副总编：叶 华(常务) 金大连一夏昌隆 罗 云

编 辑：罗道勇 田文媛卢启国 石灿丽

特邀编辑：夏昌玺周德儒·‘

校 对：叶 华 杨安华 罗道勇 田文媛卢启国

夏昌隆

提供图片单位(排列不分先后)

六枝特区党委办公室六枝特区报社六枝特区种子公司

六枝特区交通局 六枝特区电信局 六枝特区老年大学

六枝特区招商引资局 贵州省博物馆六枝特区旅游局

六盘水煤矿机械厂 六枝矿务局宣传部

六盘水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



肖正春

郑学群

斯信强

徐国栋

人员

口
贝

伍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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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特区志》迈着蹒跚的脚步，几经周折，终于在深入改革开

放，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形势下出版问世j这是我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一大成果，翻开历史长卷，六枝的过去历历在目o．+。

境内自那克桃花洞人竖起人文历史的里程碑，“濮’：部落兴起，

建立濮国，继而祥舸、夜郎，直至整个封建王朝到近当代，历史跨越

几千年，记载却寥寥无几。六枝这片古老的土地成了神秘的地方。

清雍正九年(1731年)，建立郎岱厅，实行“改土归流"，逐步废除原

来的土司土目世袭制度。民国前期，政出多门，地方势力你争我夺；

国民政府入主贵州后，地方政府抓丁派款，加重百姓负担；社会动荡4

不安。，． ’，⋯√。； ， ‘，．。 ．：：，，5．，}‘。
“1一。

’。郎岱县解放以后，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系

列的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特别是

“三线"建设，六枝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区，社会各

项事业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推。。

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2000年，实现了国民经济比1980年翻两

番的目标。就我区的地理、经济、资源等条件而言，如何从实际出

发，正确执行中央精神和上级指示，更好的发展六枝经济，并非易

事。近些年，我们在发展六枝的问题上，首先考虑分析现实情况，深

入调查研究，不断实践，努力寻觅符合六枝发展的最佳方案，取得一

些经验。实践证明，要做好一个县的领导工作，不但要认真研究领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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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央及上级指示精神，还要了解地方区情；不仅认识我区的现状，

还要弄清我区历史发展的脉络。因此，编修地方志得到党委、政府

的高度重视。客观、真实地记录六枝历史前进的轨迹，积累和保存

地方文献，全面反映区情，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六枝、认识六枝，

正确看待六枝的发展，为六枝的建设建言献策，为后人提供丰富的

资料和借鉴。这是一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志书的出版，

对探求规律，正确决策，振兴六枝，起到了巨大作用o

，．编修县志是一项浩繁巨大的文化工程。在境内的修志史上，从

清代到民国，由官府组织编修县志不下7次。每次修志，均未见志

书出版问世。幸有续修安顺府志时，安顺府志局采访员在郎岱采访

编写8万余字的《郎岱县志访稿》和黄华清主编的《羊场分县访册》。

郎岱县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于1958年组织编写了《飞跃发展的郎

岱》一书o 1988年起，贯彻“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修志工作方针，

经过10余载的努力，四易其稿，终成书出版o

《六枝特区志》是境内有沿革以来，由政府组织编纂的第一部

志书，在我们的任期内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要

衷心地感谢为志书提供资料的单位和部门，感谢参加编写的全体

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特别要感谢省市地方志专家和学者的大力

帮助及指导o；·” ·
．-

?

新的世纪，我们始终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

指导，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正确看待

成绩与失误，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功能，掌握区情变化，正确决策，抢

抓机遇，再创六枝的辉煌o ’‘

“

一2一

六枝特区人民政府区长朱绍伦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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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六枝特

区的历史和现状。特区境内中央直属企业，省、市属企业及其他非

特区所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o t．

二、本志上限，尽力溯及事项的发端，下限断至1995年底，1996

--2001年的有关重要事项或资料，记入大事记和限外附录。

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各部门提供的初稿，以及文书档案，有参考

价值的书报刊和调查采访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

四、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

为准。计量单位的使用，统一采用国家法定的计量单位。

五、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行文力求准确、简

炼、朴实、流畅。简化汉字、标点、符号、图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

公布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纪年方式，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表示，并采

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民国时期的历史年代，用公元纪年表示。

七、本志中的政区名称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

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用今名，并与特区地名录相统一。单位名称，

首次出现用全称，重复出现则用简称或习惯称谓o

八、特区境内地名多有带“戛”字的，如梭戛、鲁戛等o“戛”字音

读(酌)o

一．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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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反映“三线建设"时期六枝煤炭x-,_Ik的发展情况，特单独 I

设《煤炭工业》篇o
’

I

⋯一十、六枝特区历史悠久，民族古老，又是样舸夜郎故地，夜郎文 ．一 f_

化丰厚，设夜郎文化研究章，并附《夜郎历史考辨》一文。 ；

十一、本志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有较大

影响的本籍人士为主，也记少数有影响的客籍人士。传主只记事

迹。排列，以传主卒年为序o ，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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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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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一章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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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人口民族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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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及民国政权政党社团⋯⋯⋯⋯⋯⋯⋯⋯⋯⋯⋯⋯⋯⋯⋯⋯⋯(125)

厅署、县公署、县政府、县参议会⋯⋯⋯⋯⋯⋯⋯⋯⋯⋯⋯⋯⋯⋯⋯⋯(125)

中国国民党郎岱县党部⋯⋯⋯⋯⋯⋯⋯⋯⋯⋯⋯⋯⋯⋯⋯⋯⋯⋯⋯⋯(134)

其他党派及社会团体⋯⋯⋯⋯⋯⋯⋯⋯⋯⋯⋯⋯⋯⋯⋯⋯⋯⋯⋯⋯⋯(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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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郎岱的活动⋯⋯⋯⋯⋯⋯⋯⋯⋯⋯⋯⋯⋯⋯⋯⋯(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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