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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玉溪市志》，是玉溪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是一次全面的国情调查和系统的文化积累。国情
是由省情、市情、县情构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不研究国

情，搞好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不可不研究地情。研究国情，
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更透彻地认识地情；研究地情，又是研究国情的具体、深化

和充实。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和把握国情、地情，才能更深刻地理

解党的基本路线，战略措施和方针政策，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我认为，地方志工作就是认识国情、研究地情的一个重要方
面，地方志书正是了解国情和认识地情的重要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如果说我们玉溪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快一些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方

面，就是我们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研究市
情、认识市情；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市情相结合，实事求是

走自己的路，从而开创了砌年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J9艿9年进入了依靠

科技，深层开发，集约经营j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万．22亿元，按可此价格计算，此J粥D年基期数翻了23番，年递增J『8．2％，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嬲乃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地方志工作的开展，对于研究市

情、认识市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91年底，在编纂完成《玉溪市志》稿的同
时，全市还编纂出版了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市志资料选刊和各种地情资

料书117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市自然状况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述了

各行各业的历史和现状，从而客观地反映了以往施政的得与失，为我们认识玉
溪、建设玉溪、振兴玉溪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依据。地方志工作确实

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当代，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特别是在进一步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更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对于新编《玉溪市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我

谨表示衷心的祝贺!’

霸为国
199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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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玉溪市志》，六订纲目，数易其稿，经十年辛勤磨砺，终于定稿付

印，这是全市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玉溪市古称新兴州，民国5年(1916年)，据玉溪大河。形似玉带，溪水清

澈如碧玉”衙取名玉溪。当代文士根据玉溪的历史和现状撰写了一副对联：。玉溪
美如玉，玉不琢，何以成器；新兴本是州，州虽小，果然新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以来，玉溪这块。玉”，已逐步被玉溪人民雕琢得更加美丽。
玉溪市地处滇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以。云烟之

乡、花灯之乡、聂耳故乡”的美誉而小有名气。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党的富国

利民政策，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各项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党的阳光雨露沐
浴下，玉溪人民如虎添翼，正朝着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上奔驰，成为全省经济

较为发达的县市之一。

修志是一件继往开来的大事，自民国2年至JJ年(J9J3～J『922年)编写

《续修玉溪县志稿》以来，玉溪修志中断加年。』9矽年玉溪县人民委员会，组
织了一些人员试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写成了《玉溪县志初稿》油印本。今政通

人和，物阜民康，我有幸主持玉溪市政，躬逢蛊世，遵照中央、省、地关于修

志的部署，1982年组成了修志机构，1985年成立了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整个地方志的编纂共经历了三个阶段：198卜J『她5年建立机构、宣传发动，广
泛搜集资料；J9跗一1988年发动各单位编修专业志、部门志和乡(镇)志；
J9韶一1992年集中主要精力投入市志总纂。十年来，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各

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专家学者的热情指导，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终铸新篇。
全志广及百科，古今相及，内容翔实，眉目清楚，是资政、教育，存史的重要

资料。一册在手，玉溪的风情概貌、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便可尽览。值
此《玉溪市志》出版发行之际，面对改革开放的滚滚春潮，思绪连翩，倍感欣
慰，写此短文，权且为序。

冯维镒
199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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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玉溪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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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期内玉溪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

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体例。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规定的基本体例，按事物性质分类，

突出特点，平头立志。结构形式为卷、志、章，节、目。全志根据内容分别运

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

三、断限。上限定为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需要溯源的事物，可适当上
溯。下限断至1987年，为保存历史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个别事物可适当延伸。

“大事记”断至1990年。

四、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一节
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注)；民国元年至1948年，则先写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

公历纪年；记述中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1949年12月18日，玉溪解放

之前后；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系指1949年10月1日之前后。
五、政区。1983年以前称。县”，1983年以后称。市”；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均以1986年编印的《玉溪市地名志》为准。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

六、度量衡。除保留土地面积计量单位(市亩)和少数当时名称外，均采
用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货币，解放前为当时使用的名称，解放后均为人民

币，1955年3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则加夹注。

七、数据。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如缺，·则以各主管单位统计

的数字为准。文中统计数字，除习惯用语外，均用阿拉伯数字。
八、文体。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述。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

事本末体。人物传、革命英名录排列以卒年为序，名人简介以生年为序。

九、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单位编纂的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和档案、
正史、1日志、报章、专著、刊物、家谱、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以及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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