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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序

云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国伟

云县新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始于1980年冬．1983年完成了民国时期旧志稿的整理和印

刷。1987年末，．县人民政府充实，调整了县志编纂委员会，继往开来，着手编纂新的

《云县志》，数载耕耘，终有所成，可喜可贺。

云县古名勐佑，明宣德四年(1429)升为大侯州，万历二十六年(1598)改称云州，

民国2年(1913)改为云县。1949年随云南全省和平解放。1950年2月成立云县人民政

府。云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民风淳朴。旧时交通闭塞，瘴疟暴烈，经济凋

敝，社会发展甚缓。光热资源优势少得其利，多为其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云县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全县经济、社会发生了深

刻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人民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聪

明才智。。七五”计划结束，云县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县特色的物质技术基础。第八个五年

计划执行之初，由于滇西南综合开发和澜沧江中游区域综合开发列为国家重点开发计划，

漫湾和大朝山两大水电站在云县境内建设，更显出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现实的生产力能

量的发挥和潜在的生产能力不断挖掘，云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更令人欣慰! 、

《云县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翔实、生动的史料，全

面，客观地再现了云县从有史可查的年代至1990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其间，既有令人自

豪的成就和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亦有令人痛惜的失误和应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细读此

书，不但可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艰难，激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和历史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它可给我们如下深刻的启示：其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发展之必然；其二，吃透县情，认识并力求把握客

观规律，慎思决策，方能珍惜民力，事有所成；其三，热爱云县，宣传云县，建设云县，

匹夫有责。桑梓兴盛，莫不在此!

此志取材广泛，行文落笔，皆有史实；文笔流畅，可读性强．如果说，《云县志》是

献给90年代的一束鲜花。那么这鲜花凝聚着全县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的汗水．而从事编纂

此书的所有史志工作者的心血，更非寻常。每案头捧读，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

生，并久久萦绕心怀。

纵观云县发展之历史，展望云县发展之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更多；希望与困

难同在，希望更大．云县人民面临和终将得到的是文明、富裕的未来，这一点，应是毫无

疑义的。

199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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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县委员会书记 李明三

云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云县志》问世，是云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和科学文

化领域里的一件喜事，它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在修志工作上的新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振兴云县经

济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心愿。怎样振兴云县经济?关键是要准确地认识县情。吃透县情，

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云县的实际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开拓进取。而在全面系统地反映县情资料信息方

面，地方志有着不可比拟、不可代替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县委、政府于1980年12月

决定成立云县志编纂委员会，开始着手县志的编纂工作．

《云县志》的编纂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1983年《云县志》(上编)经过修志

人员近三年的辛勤工作，在旧志稿的基础上整理出书。此书虽在体例、资料方面有不足之

处，但却从史料系统性上为编修社会主义新《云县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底，

云县成立了一级局的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配备了领导和专职人员，聘请了一批热心修志的

老同志参与工作。从此，县志的编纂工作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三年来，县地方志办公室除

自己广征博采，．悉心编纂外，先后发动并依靠各行各业的上百人员参加资料收集及编写工

作。因此，该志较准确地反映了云县的自然和社会的发展面貌，详细地记载了当地各族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

的艰苦奋斗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同志不计较报酬，不计较得失，乐于吃苦，乐于奉

献。云县各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云县志》成书而辛劳数年所付出的心血，也不会

忘记县、乡两级各个部门对编纂《云县志》工作的大力支持． 一 ·

《云县志》必将在云县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中，为各级领导作科学决

策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和借鉴。同时，它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难得的乡土教材。我相信每一位热心的读者翻阅之后，都将得益匪浅。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我衷心希望在云县工作的每一位同

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要认真地读一读《云县志》，借助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

代，为振兴云县作出自己的贡献，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去谱写云县历史的新篇章!
· 199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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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云县委员会书记任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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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志》编就，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嘱我写序，我在云县工作多年，对云县有着深

厚的感情，因此我便欣然应允了．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各个朝代修志，都

以资治，教化、存史为目的。当代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云县属亚热带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坝区河谷盛产大米，清代就有小型

的制糖工业，云州冰糖远近闻名；山区适合茶叶生长，所产茶叶清香可口，回味深长。云县

是个多民族县，历史文化悠久，各族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传统，从清朝末年回民起义

反清斗争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曾作出过贡献。云县真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然而，在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世世代代被剥削被压迫，虽

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却未能充分利用，加之疟疾流行，人民生活痛苦不堪。1950年云县人民

欢庆解放，获得新生。建国40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封建

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扑灭了瘟疫，不断发展农田水利和公路交通建设，实行山水田林

路电综合治理。如今云县制糖，制茶工业初具规模，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有所改善。当然，。云县各族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曾遇到过挫折，受“左”的思想影

响，出现过任务指标要求过急过快，错处一些干部，执行农业生产方针的偏差，耕作粗放，

乱砍滥伐，森林覆盖率下降，农业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

县坚持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乡镇企业在改革中

崛起，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时受到重视，从而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

善。，

云县在历史发展中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都在《云县志》中得到记述。《云县志》

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关怀支持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纂而成的。它对云县

各族干部群众都将起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学习历史，总结经验，继

往开来，更好地建设家乡，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愿38万云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鉴古知今，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把云

县的山山水水建设得更加美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1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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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记述本县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追溯到有史料可查的年代，下限至1990

年。

三、本志采用平列设卷的方式，由述、记、志、传、录五

种体裁构成。《概述》提挈全志，综述本县历史和现状；《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记述本县大事、要事；

各分志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次序归类排列，图

表随文设置；主要照片置于卷首，《附录》列于卷末。

四、《人物》分传、表、录三个层次，遵循生不立传原

则。立传者均为对地方事业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以及能工巧匠和

工商实业各界有突出表现者。人志人物按卒年先后排列，以本

籍为主，兼顾外籍。对无法查知生卒年月者，简记其业绩，以

表彰先贤，激励后世。

五、本县系民族杂居县，各民族共同促进社会、经济、文

化的发展，因而设民族卷对各民族的历史、人I：1及风俗习惯等

六、糖、茶两项主要产品，在云县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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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故予以升格，各立专卷记述，以体现本县的地方特点；

七、全县面积，依云县统计局1989年出版的《国民经济

资料汇编》所记3 760平方公里为准，其他数据，除注明资料

来源者外，均以统计局资料为准。

八、本志清代以前(含清代)纪年用汉字书写，7民国纪年

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其后均以括号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统一以公历记载。文中50年代、60年代等，均

指20世纪。

九、各个时期的行政区划名称，．沿用当时的旧名称记述，

后附新旧地名对照表；民国以前的计量单位尽量统一为国家标

准，1950年以后的一律按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记述。

十、机构名称和专用术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重复出现

时用简称。

十一、本志行文参照《云南省志》行文要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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