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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委员会(1 984．5—1 987．3)

主任委员： 王光明

副主任委员：张林扬王声璇李自信杨轩
、

委 员：龙继贵熊文清田庆虎刘万安刘培坤 兰志昌 李开鸿郑继和

第二届委员会(1 987．4—1 9 90．4)

主任委员： 张林杨

副主任委员：周天道邓银成张琼昌(女) 刘雁
’

委 员：恩代强宋世龙耿成虎龙彪权发昌 朱启昌何自春马 才

陈志刚唐福定李明富 刘步达杨树华 彭国森李开鸿 兰志昌

粱明英周俊
。

’。

第三届委员会(1 990．5—1 9 9 3．4)

主任委员： 黄明(黄思铭)
、7

副主任委员：周天道龙继贤田发琨李海柏刘雁刘锦超刘锦龙(常务)

委 员：恩代强耿成虎权发昌匾圃姚堂文杨显碧 李钟伯 刘步达

陈铭赵应金何明祥郭洪云付建兴 范丕程陈国富 胡 荣

． 李开鸿田永柱李洪能韩荣锋马顺祥尹寿福 刘 湘 兰志昌

第四届委员会(1 9 9 3．5一

主任委员： 李海柏

副主任委员：娄承武盘天发胡 荣龙继贤杨轩 罗家泽刘锦龙(常务)

委 员：恩代强刘锦超邓爱和李开鸿毕兆光张庆唐福定施仁福

何明祥李品荣贺先福冷成坤钟正惠(女) 秦华李德元

陈国富 刘兴明 牛兴发杨肖云韩荣锋陈刚发刘明录王跃明

刘代勇 黄文广 李国安李洪能王兆刚 李钟伯 陈荣庆姚永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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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荣杨显碧 权发昌 陶金明宋世龙兰志昌 刘 湘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摄 影：

电脑录人：

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王声璇(兼至1986．12)

刘湘+(1989．JJ一 )‘
’’

杨树荣(1984．11调离)

周俊(1989．6退休)

李明亮(1992．9退休) 马兴沛张朝坤张新美(女)

刘锦龙

刘 湘

栾兴阶

尹寿福

周建祥

林佳统

蒋智勇

妈关县志》编纂人员

周俊

姚朝春戴文泰马兴沛郭元生 张朝坤王乐天恩代清

刘万安。李明亮 陈先荣杨兴德 陈维宽 陈光武 简连祥

聂章选

蔡大章钟开祥朱洪基．
罗洪仙(女)

《马关县志》审查验收单位及审稿人员名单

初审单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稿人：马正元(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州志办主任、州志主编)

黄树辉(州志办副主任、州地方志学会理事长、州志常务副主编)

谢晔(州地方志学会顾问、副编审，州志副主编)

胡兴义(州地方志学会顾问、编辑、州志副主编)

黄启良(州地方志学会副理事长、编辑、州志副主编)
李金龙(州志办指导室主任)

盘国金(州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终审单位：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验人员：郭其泰(省志办副主任、副编审)

宋永平(省志办指导室副主任、编辑、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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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平(省志办指导室副主任、编辑、硕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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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人民政府文件
马政发(1995)102号

关于批准《马关县志》出版发行的决定

各乡饼队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新编《马关县志》的编纂，始于1984年3月，历时十余载。经三年总

纂，四易其稿，于1995年JJ月终审验收。从志稿初纂到终审定稿，曾广泛征

求各单位、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并请省、州志办的领导及专家学者进行

评议，反复核实资料，认真组织修改。经县内自审、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初审、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认为《马关县志》编纂的

指导思想正确，资料丰富、翔实，体例完备，体裁使用得当，文风端正，文字

简朴、流畅，全志具有浓郁的边疆和民族特点，符合国家保密等有关规定，符

合马关县情，确认“《马关县志》已达到公开出版的质量要求”。根据各级审核

意见，县人民政府决定批准《马关县志》公开出版发彳亍。

新编《马关县志》纵贯古今，横陈百业，详今溯古，系统而又分门别类地

记述了马关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是一

部观点正确，资料可靠，具有权威性的综合性著述。《马关县志》的公开出版

发行，将为人们认识马关、熟悉马关、开发马关提供全面、系统、详细的县情

资料，也为全县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了解本地历史，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可靠依据，同时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各乡愀民政府和县属各机关、各部门要重视做好《马关县志》的出版、
发行宣传工作，全县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研读县志，

充分运用和发挥县志的作用，使其更好地为我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服务_

马关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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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马关县志》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出版问世了。

编修地方志是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是一项长期、细致、艰苦的系统工程。在《马关县志》的编纂过程中，全

体编修人员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竭忠尽智，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我们谨向为

县志编纂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的全体编辑同志以及关心、支持和帮助县志

编纂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1 932年，马关也曾编修出版了一部《马关县志》，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纰

漏谬误甚多。新编《马关县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详今溯古，客观忠实地记述了马关各族人民两千多年的社会实践活动，重

点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遭受的挫折，特别

是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新成就，是一部系统

记述马关自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

性、资料性著述。它经过多人长期潜心收集研究、考证和整理，层层把关，众

手成书，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具有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它将为各级

领导全面系统地了解马关历史和现状，总结经验教训，因地制宜，从实际出

发，促进马关尽快兴旺发达提供历史借鉴和可靠依据；它是一部向广大人民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进行。两史一情”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的出版发

行，将对宣传马关，发展经济，培养乡土建设人才起到重要作用。

。治郡县以志为鉴”。我县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研

读新编《马关县志》，充分开发利用志书的功用，为发展马关、建设马关作出

积极的贡献! 。

中共马关县委书记 陈 勇

马关县人民政府县长李海柏

一九九五年六月



2 马关县志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贯彻“存真求实”方针，遵循古为今用，详今略古原则，力求观点正确、体例完备、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特点突出、文风端正。

‘二、本志继承地方志体例传统，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体；

以大事记为经，纵写历史，以各类专志为纬，横排门类；篇目采用平头列志，以专志统

章，+再设节立目；概述、大事记、人物、附录不设章节。

三、本志上限年代从实际情况出发追溯，下限至1990年底截止，其中4外事”和“广播

电视”的个别章节，适当下延。

四、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编写大事记，内容是全县有影响的事件。

五、马关县行政区域有数次变化，某些乡(镇)或划入或划出，在记述和统计中，采取

划人时记述、统计，划出后不记述、不统计的方法处理。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不为在世人物立传。立传者以本籍正面人物为主，按卒年

排列。部分在某一方面有影响或有贡献的已故人物收入传略。革命烈士，不分本籍和外籍

均予收录。《人物》职官列表限于地(厅)级正副职和副高职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英雄、模

范列表限于省级和国家部级以上表彰的人员。

七、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沿用汉字小写数字。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上述纪年均

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地名以今名为准，若古今地

名不同。保持其原称，加括号注明今名。汉字小写月、日均为农历。 ，

八、本志为简便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马关县委员会简称

“中共马关县委”，马关县人民政府简称。县人民政府”。其余类似专用称谓，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以后用简称。

九、本志数据，主要采用县统计局统计数字；统计局没有的，以各部门提供的资料为

依据。文中所用计量单位，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按原计量单位记述，以后按国务

院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记述。

十、本志行文，力求朴实、简明。以语体文记述，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简化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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