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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红河县委副书记段 鸿

红 河县县 长钱富良

红河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建的少数民族边疆县。自1950年建政至1985年

的35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

阂，开创了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政治局面。同时，全县干部和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为建设新红河竭尽心力，付出汗水，使这个边疆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迈开了新的步伐，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显著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因而各族人民由衷地

歌唱“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红河县志》正是在这盛世编纂的。

我们虽然是新县修新志，而且作为全县主要民族的哈尼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既无旧

志可鉴，又无史籍可查，修志问题之多，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省，州领导

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认真贯彻。人民志书人民修”的群众路线，依靠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及建县以来的历任书记、县长和有关同志的帮助，他们为修志提供了其亲身经历的各种

史料，有效地解决和弥补了资料匮乏的问题。同时，全体修志人员不失为有志之士，他

们笑迎困难，百折不挠，九订篇目，四易其稿，五审五改，精心著述，经过六年多的辛

勤耕耘，编纂出了我县的第一部志书。

《红河县志》从始至终都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照社会主义新方

志的基本原则进行编纂。经过多次审核。我们认为志书的观点是正确的，资料也是翔实

的，而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壮丽的时代风貌，实为我县第一部科学的历史资料著

述。在省．州、县三级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终审会上，“侨务”、。民族”、“土司”三

部分被誉为《红河县志》的三朵“妥底玛依”(哈尼语：山花，即杜鹃花)．这部志书不

仅具有资治、存史的功能，而且也是一部很好的乡土教材，相信它定能使我县各族人民

和侨居国外的广大乡亲更加热爱祖国、热爱故乡。起到积极作用。

编纂《红河县志》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工程，它凝聚着上千人的心血。在这部志书

即将出版问世之际，我们没有忘记前任县委书记李沙普、普里康和县长张志忠等同志正

确的、积极的领导，省、州志办和专家、学者热情诚恳的帮助；更要充分肯定县属各部

门、各乡(镇)广大干部的积极支持，通力合作以及全体编纂人员六年如一日的精诚团

结和艰苦劳动。今天，我们特借此序言，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和衷心的感谢。

1990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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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红河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记述红河的自然与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红河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附录5部分组成，以文为

主，辅之图表、照片。概述置于志首，总揽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大事、要

事、新事；各类专志，以社会分工和事物性质分类设编，不受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限

制。分地理、人口、民族、农业、林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油、财政税

务、金融、工商管理物价计量、城乡建设、党政团体、政权政协、土司、公安司法、人

事劳动、民政、侨务、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医药卫生、体育、社会共28编；人

物分人物传、人物表、人物名录；附录收录地方文献、碑文、诗文等，置于志尾。概

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亦不设章节。

三、红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建县，本志以建县后资料为主，上溯历史以

占有资料而定，下限断于1985年，个别条目略作下延。为记述统一，志书一般用“建县

前”、。建县后”，·不用“解放前”、“解放后”或。建国前”、“建国后”。“建县后”指1950年3月

建立县人民政权之后。

四、《红河县志》使用语体文。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为

主，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专志横分事项，纵写史实，一般不作评议，寓观

点于记述之中。

五、坚持“生不列传”的原则。人传人物以本籍为主，按卒年排列。在世人物，采取

以事系人的方法记入各专志。革命烈士，不分本籍和外籍均予收录。职官列表，限于县

级正副职。在红河县工作30年的干部职工名录，其工作年限，含在其他边疆县工作的

时间。

六、历史朝代称号，均用通称。历史记年，清代和清代以前用汉字，加注公元纪

年。中华民国后(含民国)用阿拉伯数字。

七、政区内机构、单位的记述，使用当时名称。除历史地名外，均使用现行标准地

名。为节省文字，有些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在以后叙述中用简称，如“中国人民

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下同)等。

八、旧制计量、货币，按历史习惯使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国家现行换算标准。

凡记述或统计表册中使用的计量单位“斤”、。尺”，均指市斤、市尺。

九、《红河县志》使用县统计局统计数字；统计局没有的，以各部门提供的资料为

依据。

十、遵守有关保密规定，对有的内容略记或不记。

， 1

2z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十一，建县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

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宜详”的原则叙述。

十二，对历史时期的政权、官职，

治性评语，不加褒贬之词。·

2

遵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

根据本县实际情况，按照“宜粗不宜细，宜略不

依照历史称谓，对历史人物均直书其名，不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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