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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俊

在党中央号召全党以人为本，求真务实，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新世纪新阶段，作为西秀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的重要成果和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编纂成书，付梓

问世。

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世界文化丛

林中的奇葩。地方志有“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功能，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

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盛世，编修好地

方志书，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

的重任。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编修地方志书，把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载入青史，是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践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职责。同时，还应该本着求修志之真，务科学的发展之实的要求。

利用《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作为教科书，认真开展好读志用志活动，对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人民政府好、改革开放好的教育，通过开展读志

用志活动，达到教化当代、惠泽千秋、增强执政能力的效果。只有这样，才符合党委、政府

组织修志的宗旨，才不辜负广大修志人员的辛勤劳动。

世纪之初，《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出版，此为安顺市西秀区先进文化建设之一件

大事。作此短文，以为祝贺。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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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晏

《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经全体编纂人员18个月的辛勤耕耘，终于在共和国成立

55周岁来临之际编纂成书，付梓之际，作序为贺。

在贵州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演进中，今西秀区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贵州古代和近代

史上的“黔中重镇”和“黔中商埠”，又是当代贵州西线旅游中心和全国甲类旅游开放城市，

同时是贵州省“深化改革，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加快发展”经济改革试验区和贵州

省经济强县(区)之一。在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过程中，历史、客观、真实地记述西秀区

的发展历程，发挥地方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功能，有利于西秀区人民政府树立和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有利于发展西秀区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有利于加快西秀区的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维护和实现西秀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

帮助、监督和支持下，人民政府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好地实现和维护西

秀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有效方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6年，改革开放为西秀区提

供的物质积累，不仅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28年，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时期无

可比拟的。

改革开放的历程波澜壮阔，起伏跌宕。西秀区人民政府在26年来的改革开放中，经

历了两次行政建制的调整，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无限责任政府”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的公共政府的转变。每一次调整和转变，都促进了西秀区

人民政府职能的转变，都给西秀区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都为西秀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

添了新的活力。在改革开放中，西秀区人民政府以人民的福祉为政府行为的要旨，西秀区

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为人民政府正确履行职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人民和人民

政府的信任互动，西秀区才创造了新的辉煌。

在《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志》出版问世之际，作此短文，以谢全区83万各族人民。

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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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西秀区人民政府的历

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是专门志，主要记述西秀区人民政府的政府行为及结果。记述的重点是

1978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和维

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

三、本志为续修社会主义新志，记事上溯至1978年12月，下讫2002年12月。对

2003年西秀区人民政府行为及结果，略述于志后。图片收录至出版前，不随图署名，单位

和组织提供的图片不署名。

四、内容依政府职能，科学分类。采用类目体体例，按概述、大事记、各类职能、专记等

排列。“类”名使用通栏标题，“目”名使用“【】，“子目”名使用黑体并空格区分。

五、本志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时系事，个别条目因在结构上难以组合人志的，采用本

末体详记。

六、历史地名用当时称谓并括注今名，现地名使用1980年地名普查核准之名，区名使

用国家批准使用之名。

七、主要资料来源自乡、镇、办事处志、政府部门志、市区级馆藏档案、官方认定的资料

和部分专题研究、专题报道、专著，吸收中共地方党史研究资料、文史资料等部分成果。文

字材料经过严格考证、鉴别、审核，除部分行文需随文作必要注明外，一律不注明出处。

八、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统计部门未纳入统计范围的，由有关职能部门审核

提供。

九、各种统计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不包括国家部委、省、市属驻区境内单位的数据。

十、附录录入的人名，只录入安顺县、安顺市、西秀区政府全体领导成员人名，并录入

2000年8月18日西秀区建立后的乡镇长、办事处主任、政府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龙

宫风景区管理处以及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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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安顺市西秀区地处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安顺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全区总面

积1710平方公里，2002年末人口81．7万，辖23个乡镇办事处、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

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区辖境域，1966～1990年，为县级安顺市、县境域。1990年，撤销安顺市、县建制，建

立安顺市。2000年8月，撤销安顺市建制，设西秀区，撤销安顺地区建制，建立地级安顺

市。西秀区隶安顺市管辖。 、

西秀区区位优良，古有“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之誉，是古代和近代贵州重要的

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中国西部生物资源最富庶的

地区之一。物华天宝，古有“黔中商埠”、“商业之盛，甲于全省”之誉，今有“天然盆景”之

称，是古代和近代贵州西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轻手工业中心城市，当代中国甲类旅游开

放城市、贵州西线旅游中心城市和全省十个经济强县(区)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恢复，按照人民群众

的意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历届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按照法定程序

分别选举产生了历届人民政府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

治协商会议的帮助、监督和支持下，人民政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决策体制，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政府管

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有效方法，致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人民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加强勤政廉政建设，

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政府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有效方法，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府建设，不断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加快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和切实维

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按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第一要务”(发展)。不断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致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o 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从而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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