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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地区方志丛书》序

《玉溪地区方志丛书》序

编史修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书向来被认为是。资治、存史、教化”的资

料书，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普遍编修，代代相传，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新中国

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提倡编写新的地方

志。我区在1958年就曾开展过修志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普修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地委、行署及各县(市)党委、政府按照上级的部署，切实加

强领导，地区和各县(市)设立了修志机构，调集各方人士，投入修志工作，全区修志

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编修好社会主义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玉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各项事业飞跃发展的业绩，让更多的人认识玉溪区情，为振兴玉溪经济提供历

史借鉴，也为将来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内客，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具体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

们，坚持志书质量标准，认真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走访知情的老同志，经

过考订核实，综合整理，按照上级要求。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新的体

例”认真编写，各单位领导严格审订把关，从而保证志书。真实可信”，提供可以流传后

世的。信史”．

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反复

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修编《玉

溪地区科技志》，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用党的十四大精神

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客观真实，重点记述新中国建立四十余年玉溪地区科技事业发

展的成就。记述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在经济建设中产生的极大推动作用的

情况．以体现该志书的特点。《玉溪地区科技志》的修成和出版，是玉溪地区科学技术

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在调查、回顾、总结和概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辉煌业绩，全区科技

进步，科技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经过修志人员近八年的刻苦努力的结果。

这对玉溪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共玉溪地委书记段阳春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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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这是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玉溪地区科技志》的修编工作，是一项涉

及多方面多学科有较大难度的系统工程．在地委、行署的领导和各级有关部门的支持

下，经过修志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修编科学技术专志，对于繁荣地方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修编科学技术志，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

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更好地客观地反映和记述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总结经验，彰明因果，体现规律，突出事业的特点，用新的观点、新的方

法、新的体例和翔实的资料，修编出具有。资治、存史、教化”功能的志书。《玉溪地区

科技志》是玉溪地区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记述科学技术事业演变发展，记述科学技

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志书，是玉溪地区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志书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一定的特点和特色。此志书的修成，对玉溪地区经济建设和科

学技术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该志书的不足和缺漏之处不可避免，有待后人总结完善。

中共玉溪地委副书记、玉溪地区行署副专员：普朝和

1993年lO月



凡 倒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经

世致用”和。生不立传”的原则修志。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坚持横排竖写、科学分类、事以类从、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叙而不议，

寓褒贬于记事之中的方法编写。

三、本志由。序言”、。概述”、。大事记”、。门类”、“人物”、。附录”、“编纂始末”等组成。

其中，。门类”含8篇、47章。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一、二，三⋯⋯)排序；以记、述、志、传、图、

表、录等形式灵活并用。

五、本志以语体文的志体记述；按国家语委等7部门对出版物文字、数字的书写规

范要求统一表述。

六、本志记有新中国成立以前、新中国成立以后或1949年前、1949年后，其含义

均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 E1)作区分。

七、本志上限据当地实际情况不作强行统一，下限多至1990年底。地理名称、机

构名，政权名、官职等称谓按当时历史条件称呼。 ．

八，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以前称境内。

九、本志中的各篇均有提要，以示内容。

十、志中的产值、税、利的数额均为当年现行价，若系某年不变价均在其后加注。

十一、本志原定志书资料下限为1987年，现延至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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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玉溪地区介于云南省中部，位于东经101。16 7--103。09 7。北纬23。19 7—

24。58 7之间。全区总面积15285平方公里，折合2292．7万亩。东北和北面与昆明市

接壤，东南及南部与红河州相邻，西南与西部与思茅地区毗连，西北与楚雄州相靠。耕

地总面积171．1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46％；水域面积73．6万亩，占土地总面积

3．21％；山地面积2042．81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9．10％。形成了近似。九山一田半分

水”的结构。境内气候温和，交通方便，自然资源丰富，被人称为“小昆明”，以“云烟之

乡”、“聂耳之乡”等著称。

玉溪地区辖l市8县：玉溪市、通海、江川、澄江、华宁、易门、峨山、新平，元

江等8县。各县(市)距昆明63—270公里。1990年，全区总人口达181．8万以上。非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11．09％。工农业总产值达27．86亿元(1980年不变价)，在云南

地、州、市居第3位，人均为1532元，居云南地、州、市第2位。

玉溪境内自然资源：水总量53．62亿立方米，被称为高原明珠的抚仙湖，星云湖、

杞麓湖和阳宗海一部镶在其域土上，璀灿夺目，令人神往；野生高等植物234科2271

种，主要农作物品种1464种，野生脊椎动物230种；矿产31种，其中铁、煤、铜、

磷、镍、银等储量丰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地理环境为玉溪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奠

定了物质基础。 ：。

玉溪，有着悠久的历史。典籍文献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境内

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新石器时代，玉溪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已很普遍。出现了种植各种作物和

养殖畜禽的原始农业；使用弓箭捕猎；打制石器、工具和制出陶器。

春秋战国时代，易门、元江等地，就有开采和冶炼铜的历史。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年)，新兴州娘矣山(今玉

溪市洛河乡法冲)有了炼铁业。

元末明初，玉溪窑生产的青花瓷被有关专家认为是除江西景德镇外的另一个青花瓷

产地。与景德镇瓷器比较，虽为粗糙，但具有一套完整的制作工艺技术，有古朴、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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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作风格，青花、青瓷独具地方特色。

明代，易门三家厂既炼出了铜锭，又铸出了铜钟、铜币。昆明西山华亭寺陈列的大

铜钟就是易门当时生产的。玉溪、通海等县用简易工具土法纺织和染色土布业，生产出

青、蓝色土布。

清代，境内的手工业、建筑业、黄刀烟丝和一些食品等在省内外享有名气。玉溪县

纺织印染业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局面，并享有“民妇素勤纺织”之称，刀烟色味、冬瓜蜜

饯品味冠于全省。通海的酱油、豆沫糖、河西的土布及一些手工艺品，在云南享有盛

名。玉溪等县的建筑泥木石工匠足迹遍及“三迤”。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境内

的科技和具有优势的农业、建筑业、轻手工业、其他一些包括名扬中外的白药等名特产

品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影响。1946年，玉溪等8县的烟草工作站被撤销，人员

全部解散。1948年，被誉为“云烟之乡”的烤烟烟叶，在省外滞销，至使种植面积明显

减少，生产日趋衰落。民国后期，享有盛名的玉溪纺织印染业，因“花纱来源断绝”，致

手工纺织业萎缩，印染业也逐渐衰退。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采取吸收录用，选

拔送培，多种形式发现和培养人才，使农、林、牧、水、气、烟草、卫生等科技事业机

构从无到有地建立或加强。1952年，区内始有一支由云南省农林厅派驻玉溪县的20多

人组成的水利工作队。1953年，将新中国成立前只有1人的玉溪测候所改建为有4人

的玉溪气象站；部分县建立了农技推广站、畜牧兽医站，充实扩建了一批医疗、卫生防

疫机构。全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发展到3572人．50年代中期开始，新中国已开始培养

出一批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的大、中专毕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新

型专业技术人才。1956年，在贯彻党的“向科学进军”的指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科学和文艺的方针中，促进了区内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云

烟之乡”的玉溪县建立云南省玉溪烤烟良种繁殖场(今云南省烟草科学研究所前身)。同

年，建立了区内的第一个科协组织——玉溪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9年，首次建立玉

溪专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玉溪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1960--1961年，在。紧缩机构，精

简编制”中，玉溪专区专、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刚建不久的玉溪专区农业机械研究所陆

续撤销，科学技术的管理和协调受到明显的影响。1965年，云南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

质测量大队在玉溪县建立。区内农、林、牧、水、气、医疗、卫生防疫、妇幼保健等科

技事业机构得到加强。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玉溪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被撤销，职

工被解散，至1972年恢复建立。1975年，玉溪地区农业机械研究所恢复建立。1978年

以后，党和国家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思想，

为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保证。1979年，在70年代初开始建立科技办公室

的基础上，恢复建立了地、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地、县科学技术协会。1981年以后，

先后建立了玉溪地区建筑设计所(1983年划玉溪市管)、玉溪轻工业科学研究所，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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