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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欣闻《福泉县志》编纂成书，我由衷高兴，志喜志贺。

家乡福泉，历史悠久，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是镶嵌在祖国贵州高

原上的一块宝地。两千年前，古且兰的先民已在这里生息。自隋朝开皇元年(公

元581年)置宾化县至今，已1410年。境内的竹王城为汉代所建，福泉古城垣为

明初修筑；黄龙山、云雾山、叠翠山、黎峨山雄奇壮美；鱼梁江、清水江蜿蜒流淌，

河谷风情绚丽多姿；仙桥石林，天地造化，鬼斧神工；省级风景区洒金谷更诱人心

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映融合，是一个旅游胜地。地下资源更为丰富，著名

的瓮福磷矿就分布在县境的高坪、泉飞、道坪和瓮安玉华一带。‘还有煤、铁、重晶

石等20多种矿藏可为工业开采。烤烟是全省13个重点基地之一，粮富物丰。这

块土地上，人才辈出，文武兼备，明朝以来先后出过尚书、巡抚、总督，举人100多

人，进士20多人。民国时期出县团级以上人员30多人。解放后，县团级以上干

部更多，有1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福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明、清两

代，人民群众曾进行过30多次反抗斗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过境，播下了革

命火种，揭开了福泉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解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福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地方志是一种“辅治之书"。早就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之说。《福泉县志》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成书百万余字，记

述了福泉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发展变化，将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融为一

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这部志书，是认识福泉、治理福泉、振兴福

泉的重要工具书；也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乡土教材。殷切期望

家乡各族人民，以县志为鉴，振奋精神，奉献聪明才智，把可爱的福泉建设得更加

繁荣昌盛。

中共黔南州委书记邱耀国

1991年7月于都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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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我们怀着非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欢庆《福泉县志》的编纂出版!这是全

县26万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它的问世，标志着福泉县的修

志工作跨上了新的台阶，从此，宣告福泉没有县志历史的结束。能为地方志

文化宝库增添新的篇章，福泉人民引以为光荣和自豪!

我们4人，生长在风景秀丽的鱼梁江畔、清水江边。是中国共产党解放

了我们。是生息在1688平方公里土地上可敬可爱的各族人民和沃土养育了

我们。我们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学习、生活、工作、奋斗在云雾山麓、黎峨山

下。对于福泉，我们充满着深厚的感情、无限的爱。

为了表达对党、对家乡炽热的情怀，我们视编纂《福泉县志》为己任，从

而实现历届党政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的夙愿。《福泉县志》的成功出书，对于

启迪当代、教育来者，将会起到“认识福泉、宣传福泉、建设福泉”的作用。《福

泉县志》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严谨的体例、朴实的语言记述了福泉

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发展变化情况，是一部珍贵的科学文献。它是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颂歌，是社会主义的盛世产物，是全县修志工作者

特别是县志编委及其办公室的全体同志辛勤笔耕的结晶。在此，我们谨向一

心一意扑在修志事业上的同志，向关心、支持、帮助、合作修志的各族人民、

各级干部、各条战线的职工、各方面的朋友和省、州有关领导以及兄弟县、市

专家学者表示最诚挚最热烈的谢意和敬意。

《福泉县志》编纂的全过程体现“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参

加”这一新的修志格局。专业队伍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依靠县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县志办公室和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热心人士紧紧地结合在一

起。全县建立了五十多个分志领导小组和编辑班子，形成了上百人的修志队

伍，不仅为总纂提供了一千多万字的分志稿，又为总纂班子输送了在编写分

志得到锻炼提高的优秀编辑人材。

《福泉县志》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反映了福泉的历史悠久、人才

辈出和秀丽的风光名胜。福泉有丰富的资源，有利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农

业上盛产大米、烤烟和油菜；有得天独厚的磷矿，瓮福矿肥基地建在福泉，将
·2。



会把传统的农业县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县。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泉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取

得的光辉成就，对人们有很强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福泉，毕竟是在半

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迈步的，当前全县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比较低，某些产

业如水利电力和林业还制约着经济的较快发展。但它可以教育和激励人们，

奋起直追，努力克服簿弱环节，充分发挥优势。再过几十年，书写福泉地方志

的时候，定会大放异彩，光照人间。

我们的先辈曾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福泉人

民是淳朴勤劳的人民，是勇敢、聪明富于创造性的人民，是有一定文化素养

的人民。今后，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族人民，

一定能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努力工作，团结进

取，无愧于前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再展宏图，把

可爱的福泉建设得更美好、更繁荣昌盛。福泉，定会成为人民幸福的源泉。

，

中共福泉县委书记：

福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福泉县人民政府县长：

政协福泉县委员会主席：

罗成淮

邵如松

李 琨

王朝良

1991年7月20日于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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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记述福泉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事贯通古今，详今略古。因事追溯，上限不限。下限原则上到

1985年，个别重要史实下延到1991年，编人附录中。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21个专志篇及附录组成。政治类专志先分期

后分类，其余专志一律横分纵述。编纂层次为篇、章、节、目、子目、细目。

四、入传人物，均为已故的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本籍人为主，兼收一

些对福泉作出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直书其名，不加褒贬称呼；按卒年为序

排列。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设专章，散记于大事记

和专志篇。

六、地名按各历史时期称谓书写，古地名加注今名。现行地名一律以

《福泉县地名志》为准。平越(福泉)在文中出现频繁，不再加注今名。

七、历史纪年依其旧，用汉字书写，括注公元时间。1949年11月21日

平越县人民政府成立，以此划分解放前后。

八、解放前的各种币制，按当时的币值记写；解放后到1954年的币值，

按新人民币换算后记写。

九、本志使用的数字，以县统计部门核定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数

字按业务部门核定的使用。数字应用，按出版部门的有关规定书写。计量单

位，解放前按习惯记述，解放后按国家法定计量为标准。

十、本志所用资料，来自各级档案馆、图书、正史、旧志、报刊、谱牒、实

物及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编纂时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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