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r—一

L一

蕊

霾

圭
出国儒

跨基汹靠塞渣
蕊j爸轴

&一—争醚j 。鬯黢

K⋯引“∥。㈣■瓣

穗，岛



献 给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建州20周年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孟筑敏

何怀德

胡丹录胡维屏

胡维屏胡丹录
9

0578

⋯I
578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黔西南州志·党派群团志／《黔西南州志》编委会编著·一贵阳g贵州人民出版

社，2002．3

ISBN 7—221—05788—5

I．黔⋯Ⅱ．黔⋯Ⅲ．①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地方志②中国共产
党一地方组织一概况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③民主党派一概况一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④群众组织一概况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⑤社会团体一概况一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Ⅳj K29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2002)第015942号

黔西南州志·党派群团志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兴义市民族印刷厂排版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3字数560千

2002年3月第一版 2002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l一2000册

ISBN7—22l一05788—5／K·639

定价：98元

，‘J

l^芒忑¨¨¨¨¨¨¨¨n¨7，



参
●

彳

有
●

石‘
口

．席’
目
一人

r ，

L

}



移

霄嗫’

彳
积

移，

之

苍
俸

辛

●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黔西南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1986—1991年

主任委员：仪邦钦

副主任委员：黄义勇彭远森王苏冰康后元

委 员：高发元王文科毛培忠罗国荣

陈新生王柏林施传安

1992—1998年

主任委员：黄瑶

副主任委员：黄义勇王苏冰

委 员：毛培忠吴柳年彭兴禄王隆远

岑延春陈新生项思义许道文

1998—2000年

名誉主任委员：黄瑶

顾 问：王敬祥

主任委员：黄康生

副主任委员：罗用能

委 员：张成刚

胡瑛

彭兴禄康后元张光伦

鲍吉锐鲁成发

王大文黄大远王弘宇

曾忠贤施传安



2001年一

名誉主任委员：许正维王敬祥彭兴禄

主任委员：黄康生

副主任委员：罗用能鲍吉锐鲁成发

委 员：张国华王大文王弘宇

曾忠贤王尽杰梁天顺

潘贞学曹静秋何正明

杨志贵张正权田宁

朱骏德陈湘麟万大志

马家兴邵榜法杜泽忠

李秀才安国勋蒋富金

胡瑛

王国成

张大章

欧阳厚忠

王殿宗

邓应华



《黔西南州志·党派群团志》编纂委员会

成 员 名 单成 贝 召 早
(2001．8)

顾问：王思齐李元栋黄瑶周培荣许正维

主任：杨玉学(州委副书记)

副主任：殷晓敏(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

唐正禧(州委常务副秘书长)

胡丹录(州委办公室副主任)

委员：林永菁(州委组织部副部长)

刘民能(州委政法委副书记)

周芝兰(州直工委副书记)

陈国芳(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翁国权(gt'l委统战部副部长)

汪德敏(州总工会副主席)

李如晴(团州委副书记)

康惠(州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钟芝琼(州妇联副主席)

王学立(州纪委综合室主任)

龙大学(州委党校副校长)

邓治龙(州工商联秘书长)

徐之平(州科协副主席)

黄健勇(州文联副主席)



主编：胡丹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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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贵州省西一

南隅，云贵高原东南端，位于东经104。35’一106。32’、北纬24。38’_26。

11’之间，南、北盘江环抱着这块土地，素有“西南屏障”和“滇黔锁钥”之

称。现辖兴义市、兴仁、安龙、普安、晴隆、贞丰、册亨、望谟县和顶效经

济开发区。全州国土面积16804平方公里o 2000年末，全州总人口

29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o州境内居住着汉、布依、苗、回、彝、仡

佬、瑶、黎等3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42．47％，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的自治州o

(一)

早在清光绪年间，吴嘉瑞在贞丰组织“仁学会"，抨击清廷时弊，宣

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对青年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戊戍变法失败后，“仁学会"被迫停止活动，但“维新思想"仍在传播。之

后，原“仁学会"大部分成员都投入辛亥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国19年(1930)，毛光翔主持黔政时，成立“中国国民党贵州省党

务指导委员会"o 20年(1931)，将贵州省各县党务机构设置划分为若

干党务区域。第三区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设在普安县，负责普安、盘县、

安南(晴隆)、兴仁4个县的党务工作；第四区党务特派员办事处设在安

龙(1932年迁兴义)，负责安龙、兴义、贞丰、册亨4个县的党务工作。

各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建立后，在辖区各县宣传“三民主义"，在政府机

关、军、警及乡、保长中征求党员，发展其基层组织。民国24年(1935)，

各县分别设置党务办事处，直隶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民国

25年(1936)，设置国民党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督察员办事处(系省

一1弋衫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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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党部派出机构)，驻兴仁。次年，国民党划一县级组织名称，统称某某县

党部。民国38年(1949)12月19日，随着原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和

平解放，原辖区内的各级国民党地方组织消亡。

至民国38年(1949)11月，今黔西南州所辖8个县(市)，共有国民

党基层组织448个，国民党员近万名o

民国时期，在黔西南州境内活动的还有中国共和党地方组织、少年

贵州会地方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地方组织、中国青年党地方组织等。

这些组织均于1949年12月前先后告终。

在民国时期，黔西南州曾有过工(公)会、商会、青少年、妇女、农会

组织，解放前夕即自行消亡o

【二)

1930年，在中共中央代表邓斌(xgd,平)和李明瑞、俞作豫领导下，

于2月1日举行龙州起义，建立中国红军第八军，其第一纵队转战数千

里，于是年5月到达黔西南境内(今望谟县蔗香)休整。休整期间，红一

纵党委号召党员带头参加当地农业生产，和群众搞好关系，并根据贫苦

农民的要求，组织识字班(农协会)，开展进步活动。是年10月，红一纵

离开蔗香。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黔西南州播下了革命的火种o 1933

年，中共黔桂边委转移到黔桂接壤地开辟新区。在争取到今望谟县布

依族上层进步人士王海平的支持后，边委迁到今望谟县板陈，发展壮大

了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丰业、卡法、板陈、运赖等支部，积极开展

革命活动，从而使新开辟的板陈、卡法一带为中心的黔桂边区成为黔滇

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o
‘

1935年4月，中央红军北上抗El，长征途经黔西南州境，其间经过

贞丰、望谟、册亨、安龙、兴仁、普安、兴义诸县共300多个村寨，总行程

1000多公里。中央红军过境期间，沿途广泛地进行了大量宣传活动，

与黔西南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鼓舞了黔西南人民的革命斗志o

1938年7月，中共贵州省工委派中共党员张立(张芳)回家乡普安

开展抗日统战工作o 1940年，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根据工作需要，建

——，’L——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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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志·党派群团志

立黔西区(党组织)、安南(晴隆)支部，领导普安、盘县、晴隆一带的革命

活动o 1949年9月，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罗盘地委决

定建立中共兴安工委和中共盘普工委，分别负责兴义、兴仁、安龙、贞丰

和盘县、普安、晴隆诸县的党组织发展和革命斗争。在临近全国解放最

黑暗的日子里，黔西南州各族人民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展

地下武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临时人

民政权，打击、牵制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分化国民党军政人员，迎接

全国解放o 1949年12月19日，原贵州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和平解放。

次年元月，中共贵州省委派军政工作团(后改称军政代表团)抵兴仁进

行接管工作o 2月，中共贵州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兴仁地方委员会，驻兴

仁县城o 1951年12月，移驻兴义；1952年12月改称中共兴义地委，下

辖兴仁、兴义、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关岭、册亨、望谟10个县县

委o

1950年，全地区仅有中共党员493人。其中：女19人，少数民族

29人，大专文化以上的19人，有中共支部37个o 2000年底，全州有中

共党员79505人。其中：女11308人，少数民族32115人，大专以上文

化7934人，有中共支部4419个o

1956年7月，兴义专区建置奉命撤销，中共兴义、兴仁、盘县、普

安、晴隆、关岭6县县委改隶中共安顺地委，中共望谟、册亨、安龙、贞丰

县县委改隶中共黔南州委o 1965年7月，根据国务院批复，恢复兴义

专区建置，中共兴义地委恢复。地委机关仍驻兴义县城，下辖兴义、兴

仁、盘县、普安、晴隆、安龙、贞丰、册亨、望谟9县县委(1971年元月中

共盘县县委改隶中共六盘水地委)o 1981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o 1982年5月1日自治州正式建立，中共兴

义地委改称中共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下辖兴义、兴仁、普

安、晴隆、贞丰、安龙、册亨、望谟县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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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三)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逐步恢复活动，积极发

挥职能，参政议政o 1985年后，民主党派、工商联在黔西南州开始建立

＼ 地方组织o 1994年12月成立黔西南州商会(在州工商联加挂商会

牌)o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参政党派，民盟、民进地

．方组织与工商联积极发挥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民盟、民进会员通过

法定程序考察、调研，写出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提案、议案，对州、市的

施政方针，建设大计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为中共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同时，积极发挥智力优势，

开展多项普及科技种植、养殖、开发技术的传授、培训，开展送医扶贫和

l 救灾扶贫活动；开办多种科技辅导班以及大专班，为发展黔西南州科技
l 教育事业作贡献。

州工商联按照中共中央精神，转变新时期工商联职能，做了大量非

公有制经济方面的工作，为州委、州政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决策

参考o 1996年6月，为实施“光彩事业”，黔西南州成立“光彩事业推动

委员会"o至2000年底，共实施光彩事业项目28个，投资金额3084万

元，此外还开展救灾扶贫、捐资助教等社会公益事业o

’(四)

解放初期，工会、共青团(原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妇联组织相继

成立。按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及大政方针，黔西南州

工会、共青团、妇联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青年及妇女

的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工会、共青团、妇联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

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如工会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

保护工作、向困难职工送温暖、建设“职工之家”等活动，全州有15人获

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387人获省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称号，6人获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共青团结合新时期特

··———·4·—---·



黔西南州志·党派群团志

点，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创建“五四红旗团委"和“青年文明号"活动以

及“希望工程”，特别是“希望工程”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妇联则认真落实“春蕾计划"，开展“两赛"活

动、“双百"活动、“双学双比"竞赛、“三八绿色工程"活动、“巾帼建功”活

动等。在“两赛”活动中，有30人获全国妇联授予的“三八红旗手"称

号，8个集体获“--']k红旗集体”称号，17个家庭获“五好家庭"称号o ／7

黔西南州的其他群团组织，科学技术协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

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均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的。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们均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作用，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o

(五)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新生的黔西南各族人民迸发出巨大的

热情和干劲，积极建设自己的家园。1950年至1956年，中共兴仁(兴

义)地委领导全地区人民完成了“五大任务"(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征粮)和“三大运动’’(即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实施“三大

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针对辖区

的实际情况，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推动了境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o 1956年开始进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的时期o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州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认清州情，

立足实际，锐意改革，开拓进取，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全州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

上，人民生活极大提高。特别是在“九五”期间，中共黔西南州委带领全

州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认

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解

放思想、深化改革、团结拼搏、开拓奋进、排难而进。交通建设逐步形成

综合交通网络；通信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电力事业的高速发展使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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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南州成为“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和枢纽。通过产业建设带动扶贫开发

取得成效。形成了“大区位、大通道、大资源、大市场"的州情格局。经

济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国民经济提速增效，综合实力明显增

强，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城乡面貌变化较大o 2000年全州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59．89亿元，年均增长11．95％，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了4．3

＼番；财政总收入6．91亿元，提前一年完成“九五”计划，年均增长17％；
农业总产值37．1亿元，年均增长9．15％；工业总产值46．16亿元，年

均增长19．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62亿元；年均增长17．06％o

“九五"期间，全州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人均综合经

济指标在省内地州市中排位前移。黔西南州正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

在祖国大西南。

二十世纪末，中共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黔西南州加速经

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中共黔西南州委适时地把握住这

个机遇，制定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要充

分发挥“四个优势"(通道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开发

“四大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抓好“四项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通道经济建设、小城镇建设)，实现“五个

定位"(建成滇、黔、桂、粤经济区域的重要通道枢纽和西南腹地出海的

近捷通道，建成中国“西能东送’’的重要基地之一，建成中国西线旅游的

一颗明珠，建成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建成祖国西南重要的生物资

源宝库)，通过以上举措，拉动黔西南州经济发展。在2001年6月召开

的中共黔西南州第四次党代会上，州委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

线，加强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大力弘扬“黔西南精

神"，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强化农业基

础，突出工业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团结和

带领全州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为夺取富民兴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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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胜利而奋斗。可以相信，这一宏伟蓝图实现之时，就是黔西南州经

济腾飞之时。只要全州人民团结奋进，开拓进取，扎实苦干，不懈努力，

美好的前景就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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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受“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贞丰白层厘

金局总办吴嘉瑞(字雁舟)，在贞丰州城文昌阁组织“仁学会”，入会者

50余人。

三十二年(1906)，兴义县城成立“天足会"，提倡妇女不缠足。

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原贞丰“仁学会"会员胡刚等30余人在贵

阳加入“自治学社”(该组织次年被孙中山批准为同盟会贵州分会)o并

在安南(今晴隆，下同)，贞丰、普安等县及兴义府治所(今安龙)设立分

部。

中华民国

元年(1912)，中国共和党分别在普安、兴义两县建立分部。

3年(1914)，中国共和党普安、兴义两县分部改组为进步党县分

部。至5年(1916)解散o

8年(1919)3月至9月，普安、兴仁、册亨、贞丰、安南、南笼(今安

龙)、兴义等县先后成立“少年贵州会"各县支部o

19年(1930)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由广西百乐渡过

南盘江，进入今黔西南州境内，开展革命工作o

20年(1931)2月，贵州省政府根据国民党贵州省党务指导委员会

“划分全省党务区的决定”，将普安、盘县、安南、兴仁四县划为国民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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