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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

求是地记载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二、原则上以1 9 88年市属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追溯史

实，不避讳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市境内中央直属企业、

省属企业及其他非市属单位的情况，亦予记述。内容上限不

作统一规定，一般始于各项事业发端，下限断至脱稿时。

三、本志由《总述》、《大事记》、《人物志》、《附录》和各专业

志所组成。各分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X X X》。专业志按

章节体编-it}，不设《大事记》和《人物传》，原则上不设《序言》。

四、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遵循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的原则，重点记载1 9 6 5年六

盘水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不

设专章记述，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

六、根据需要，《附录》可置于相应章、节之末。
’

七、本志资料源于图书报刊、文书档案及调查采访等。文

内一般不注出处。采用数据以统计部门的为准；统计部门未



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为准。

八、除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行文。简化汉字、标

点符号、计量单位的使用及数字用法’，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

定。1 949年1 2月以前的各类钱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记

写；1 949年1 2月至1 9 54年的币值，按1 9 5 5年后的人民币

币值换算后记写o-

九、纪年表述。夏历用汉字，如正月初五，丙寅年十月十

五日。清代以前历史纪年亦然，同时括注公元纪年，如雍正九

年六月十二日(1 731年7月1 5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

数字，如民国38年(1 9 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

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十、专项事物名称用当时称谓，今已改变地名的，括注今

名。

十一、在遵循《总凡例》的前提下，各分志可根据自身特点

设《编辑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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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农业志》编辑说明

一、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贵州省图书馆，六盘水市及六

枝，盘县、水城三特区(县)档案馆、统计局、农(牧)业局、农业

区划办公室，以及经核实后的口碑材料o；

二、本志上限年代，依事溯源。下限年代一般断至1 9 88

年，为顾及史实完整，部分延至1 98 9年。

三、志中涉及的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一律用通用名，仅于

志中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当地俗名或旧称。

四、栽培制度中作物茬口的衔接，在同一公历年内收获

的，前后作间用“一"号隔开表述，如“小麦一玉米"；不在同一

公历年内收获的，前后作问用“一"号隔开表述，如“玉米一小

麦"。

五、志中述及的某些事物及史实，在有可能与其它专业志

出现重复或交叉时，仅述与本行业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成立初无法换算的地方

性计量单位外，均使用1 987年国家标准计量局公布的法定计

量单位。马铃薯、甘薯等作物产量，按国家统计局规定的折算

率折成原粮计入。

{≮



七、志中行政建制，一律用史实发生时的称谓，所及地名，

按《六盘水市地名录》正名。

八、经国务院批准，1 987年1 2月将水城特区德坞、凤凰

等1 4个乡划出设置钟山区，因时间不长，其建区后的史实、数

据，记入水城县而不另述。

九、因《六盘水市志·蔬菜水产志》未及将蔬菜病虫害编

修入志，受市地方志办公室之托，将“六盘水市主要蔬菜常见

病虫名录"编入附录，以作遗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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