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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到普定工作算来已快30个年头，因工作需要，我踏遍了这里

的山山水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普定人民勤劳、朴实，在

长期的工作、生活中，我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普定已成为

我的第二故乡。

普定比较贫穷，30年来，我目睹了普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30年来，我深深感到普定每前

进一步的艰辛；30年来，为了普定的发展，我也为之呐喊、

努力。

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扶持下，近

些年来，普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成为中

央和地方关注的热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普定视察，国内国

外专家学者不断前来参观、访问、考察。开放的普定需要了解外

面的世界，外界也需要了解普定。为此，在县委领导下，由政府

主持编写了详细、系统介绍普定的县志o《普定县志》是一部全面

反映普定县情的工具书，它的成书，适应今天普定发展的需要，

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还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县情教

育的好教材。今天，我们把它奉献给读者，就是为了让它早日在

建设一个崭新的普定中发挥作用o’

《普定县志》成书之际，嘱我作序，感慨之中，发此数言

代之o

。 辛鬻嚣爹擎蓑张删。

中共普定县委书记弧x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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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普定历史悠久，建县也早，历史上隶属关系纷繁复杂，县治

几次变迁，境域多次变化。民国年间，政府几次动议创修县志，

均未成功。今逢盛世，国家提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县委、政

府为填补历史空白，把编写《普定县志》纳入议事日程，发动有

关部门，组织专人，历经十余载，编写完成移治定南后的第一部

县志，诚为全县一大喜事o

《普定县志》详今略古，脉络清楚，系统详实地记载了普定的

历史和现状、社会与自然。编者思路清晰，用笔简洁，大处着眼，

细处落笔，不隐恶、不溢美，实事求是，既突出了普定的地方特

色，又展示了普定伴随时代前进的轨迹，用丰富的资料反映了普

定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编者在遵循志书体例

的原则下，大胆创新，通过对大事记及附录下延的处理，展示了

普定县90年代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绩o

《普定县志》作为一项巨大、系统的文字工程，凝结了编写组

全体同志的心血，他们怀着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责任心，

在浩繁的资料中辛勤耕耘，克服各种困难，沙里淘金，终成百万

余字史籍，实在不易o

《普定县志》问世，是普定县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丰硕成果，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交待，对地方的贡献，希望读者对它

多加珍惜、多加利用。谨为序。

安顺地区行署副专员 。． 一
原普定县人民政府县长 。I一 水



序 三

1997年10月，组织上调我到普定工作。初到普定，迫切希望

早日熟悉环境，了解普定各方面情况。适逢《普定县志》初稿打

印完成，通过志稿，使我对普定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经济运

行、科技文化、民情风俗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给我的工作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国历来有重视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当今，编写一代社会

主义新方志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职责，中共普定县委、县人

民政府早已把编写《普定县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列

入工作议事El程，给予高度重视。为了使《普定县志》早日问世，

早日为建设和振兴普定经济服务，发挥“资政”、“存史”、“教化”

的作用，近两年来，县委、政府相继把完善和出版《普定县志》

列为全县要办的重要大事。今天，在建国50周年和普定解放50

周年之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普定县志》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

了o《普定县志》的成书，是广大修志工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结

果，是一项很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成果，是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子

孙的好事，也是本届政府向新世纪的重大献礼。我感谢多年来默

默作出奉献的同志们。

我为《普定县志》的成功致贺!

普定县人民政府县长岳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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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普

定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主要记载民国3年(1914)普定从安顺移治定南

(今县城)后的史实，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置沿

革上溯发端。下限止于1990年，个别事项略有下延。大事记、照

片、附录延至1998年。

三、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概述总摄全

书，大事记编年顺叙，专志分门别类纵贯古今，人物不分类别，

生不立传，排列按卒年为序，附录殿后，图表、照片随文穿插。

四、本志所称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11月22日普定县

城解放为界。历史年号加注公元纪年o‘

五、本志地名以《普定县地名录》(1987年版)为准，历史

地名依当时称谓，括注今名。

六、本志专用名词一般使用全称，过长者按习惯用语简称。

七、附录引文，明显错字改正，一般不作改动。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县统计部门资料为主，其他部门资料为

辅。所用数据凡未加时间限制者，均为年末统计数。对各历史时

期因统计口径不同形成的数据一般不作改动，个别有争议的数据

采用诸说并存方式处理。

九、本志计量单位，解放前采用历史计量，解放后一般按法

定计量单位计算。民国时期货币按通用货币计算，解放后以1955

年后的新人民币计算。土地面积常规计算采用统计部门的习惯面

／畎



积。全县土地面积构成采用农业区划的测算面积；农业卷、水利

电力卷中解放初期部分年度土地面积以产量计算。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和各部门编写的

专业志、县情资料，以及旧志、报刊、专著、家谱、采访等，一

般不注明出处。

十一、县委、人大、政府、政协、人武部领导名录表，先按

正、副职分列、再按任职时间先后排名；任同一职务时，时间间

断者则分段列之。

十二、索引条目以正文的专用名词、名称为主，概述、大事

记、方言、附录不作索引；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及声调

排列；索引条目后的数字，表示条目所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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