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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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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建市时的市域为记述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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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按章节体编排，不设《人物传》，原则

上不设《序言》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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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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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按流通时的币制、币值写；1949年12月至1954年的币值，按1955年后的

人民币币值换算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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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年7月15

日)。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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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貌的记述中突出局部的线、面、点“三股头”结构法。以叙议结合的概述和编

年体为主的大事记要总摄全篇，记述体的各章节为全书主体，并辅以图表、照

片。重要会议、文件、历史文献，主要民间艺人选介等资料列入附录。注意资

料性与知识性结合，图文并行，以增强本志的可读性。

七、志中“市境”一词，作为记述空间，系指现六盘水市所辖的所有境域，包

括建市前各历史阶段的不同区划分属区域在内。

八、本志资料来源，除市文化局档案资料外，主要来源于省文化厅、省艺术

馆、省图书馆、市直各部门、市文化系统各单位、各特区(县、区)各部门及文化

系统各单位、驻六盘水市各厂矿企业部门单位、部队、学校、以及各有关个人提

供的资料、文史书报刊、回忆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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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六盘水位于贵州西部，北邻毕节地区，东连安顺地区，南抵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西与云南省曲靖地区接壤，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1964年，国家计委和煤炭工业部决定

在贵州省的六枝、盘县、水城3县境内建立煤炭基地，设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部址设六

枝)，并在3县境内分设矿区(后改为特区)，六盘水这一组合性专名由此而得。1966年，

中央批准成立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1967年，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

立，六盘水开始成为一个行政区，下辖3个特区。1970年12月，郎岱、盘县、水城3县从

原来隶属的安顺、兴义、毕节3地区划出，分别与3个特区合并为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水

城特区，六盘水地区所属区域建置始成统一。1978年12月，地区改为省辖市。1987年2

月撤销水城特区，分设钟山区、水城县。1999年3月盘县特区更名为盘县。1999年底，市

辖有六枝特区、盘县、水城县、钟山区4个县级行政区。共设64个乡(其中民族乡50个)，

32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2，739，946人。共有38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37个(大

部分为“三线建设”中进入六盘水工作的外来人口的民族成分)，世居少数民族7个。市境

内驻有中央、省属的煤炭、冶金、建材、电力、铁路、地矿等系统一大批大中型厂矿企业，是

我国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能源基地。

六盘水市境内历史文化久远。盘县大洞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20万年前这里

就有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生息繁衍。其出土石器制作与过去认为属西方独有的

“勒瓦娄哇文化”特征相同，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水城硝灰洞古文

化遗址的发掘表明，距今8万年前的“水城人”制作石器所用的“锐棱砸击法”，为全国所特

有，可能是一种新型区域性文化的出现。距今1万多年前的六枝桃花洞古人类文化遗址

中，除了重现“锐棱砸击法”打制的石器外，还有穿孔贝壳及浅层出土的陶片、陶纺锤、磨光

石斧，以及绘制的狩猎壁画等，表明“桃花洞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已经开始以审美的观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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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劳动生活，把火的科学利用大大推进，具有了艺术的初级创造形式，建立起了这块土

地上的原始古文化文明。

春秋时期，境内属濮部落聚居的群舸故地，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战国至秦汉，境内为

夜郎国所属，冶炼技术的掌握和国家的形成使夜郎文化初呈繁荣。“哭童”、笮马的交易

使夜郎文化随着商贸的往来与巴蜀文化得以接触，代表着神权与威势象征的铜鼓的出现

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南方铜鼓文化区域。今境内的六枝茅口，仍是这一区域文化中心——

史学界所探寻的古夜郎都城的主要热点。

夜郎国灭亡后，汉王朝曾一度推行郡县制，改夜郎为同亭，并实行移民屯田政策，巴蜀

荆楚文化逐渐融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滇东北兴起彝族先民(东爨乌蛮)东扩至境内，逐渐

形成较为稳定的封建领主统治。彝部族文化得以发展。隋唐至宋元时期，境内建置几经变

更，曾先后归南昭、大理、罗甸、云南、川西等所辖，滇文化一度流人。其间，中央王朝主要

实行“夷蛮官”的土司制度，通过土官实行间接统治，以地方大姓为依附的各民族部落均保

持着相对独立，以巫傩文化为特征的地方部族文化得以保留承传。明清时期，中央政权为

强化统治而实行“改土归流”，先后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改普安安托司为普安州，于

清雍正九年(1731年)设郎岱厅，雍正十一年(1733年)设水城厅。州、厅长官一律由流官

担任，延续千余年的封建领主制度被地主制取代，以汉文化为特征的中原文化逐渐深入并

占据主导地位。在民间，则随着“调北征南”、“湖广填贵州”等大量移民的迁入，同时也引

入了各地形式各异的地方文化。他们与当地传统的部族文化相融相衬，或吸收或保留，形

成了境内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特点，至今仍是六盘水文化的一大优势。

明建文二年(1400年)至永乐十三年(1416年)，普安军民府和普安安抚司为适应科举

考试而设儒学，正式开始了中央正统文化在市境内的教习与传播。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至咸丰四年(1854年)，市境内先后建立起集藏书阅览与讲学教习为一体的风池、凤

山、岱山、爱莲、悬鱼5个书院，是境内最早的社会文化设施建设。书院聘请各地学者和知

名人士讲学授艺，为造就本地文化艺术人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实

施社会文化教育，先后于郎岱、盘县、水城设立了宣讲所、书报阅览室、图书馆、民众教育馆

等文化机构，开展了文化技艺宣讲教习及书报阅览，组织民众进行文体娱乐活动等工作，

社会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始现端倪。特别是县立民众教育馆的统一建立，标志着政府

对社会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管理正式形成。市境内社会文化活动的开展开始由民间白发

组织形式为主过渡到政府部门组织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文化事业迅速发展，成绩显

著。50年代初中期，各县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队、剧团、文工团(队)、农村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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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业余文艺创作组等纷纷建立，各类文艺演展、书报阅览、幻灯电影放映、专栏文艺宣传、

文化艺术培训学习等普遍开展。1958年“大跃进”时期，受“浮夸风”的影响，境内曾一度

建立起成百上千的区、乡文化馆、站、俱乐部等，一度轰轰烈烈后随即冷场。60年代初“三

年困难”时期，各地专业剧团相继撤销调拨，仅保留了一个“盘县黔剧团”。各区、公社等基

层文化组织大量解散，群众文化工作落人低潮。1963年后，国民经济好转，经过整顿，农

村电影队及部分农村俱乐部得以恢复和发展，各地社会文化工作和群众文化活动出现了

新的起色。1964年后，“三线建设”在市境内全面铺开，十余万从全国各地调集而来的建

设大军进入六盘水。随着境内贵昆铁路的建成通车和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的成立，各矿

区、特区、地区等行政区域不断变化更替，以煤炭、钢铁为龙头的一大批中央部、省所属厂

矿企业不断建立，医院、学校、商店、电影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福利文化设施在各厂矿企业

自成体系。多姿多彩的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以群众文艺演展为主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广

为开展，使厂矿企业文化迅速成为市境内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与地方城

镇农村文化分头并进的一大特点。“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文化机构和事业单位受到冲

击，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被当成“封资修黑货”遭到批判禁锢。境内各种类型的“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等文艺组织各自为阵，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演“样板戏”等一度流行。

1970年12月六盘水地区建立后，厂矿企业文化与地方城镇农村文化得以协调发展。

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六盘水地区文化工作全面复苏。随着地区文化局的建立，六

盘水文化工作正式纳入政府行政部门专职文化管理的渠道，结束了境内文化建制多头分

散管理的历史状况。1978年后，随着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地区改市，各特

区文化局、市图书馆、市文工团、各地文化站等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事业单位相继建立和

完善。全市文化设施设备不断更新，文化经费逐年增加，人员队伍不断扩大。电影发行放

映、图书销售阅览、群众文化活动、民族民间文化的整理与开发、厂矿企业文化的发展等均

成绩显著，整个文化工作空前活跃。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

市场逐渐形成。除国办文化外，大量集体、个体文化经营户不断涌入文化市场。文化市场

的繁荣和管理以及社会文化事业的全面稳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和

特点。截至1999年底，全市文化系统共设有市、县级文化行政部门(局)5个，专职干部29

人；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公共图书馆、文物管理所、博物馆、文工团、文化稽查队、演出公

司、创作室等市县文化事业单位21个，专职人员167人；电影公司、影剧院、新华书店等市

县级文化企事业单位9个，从业人员94人；农村乡镇文化站(文广站、文体广站)81个，从

业人员234人。全市495名各级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中，有高级职称人员5人，中级

职称人员43人，初级职称人员105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30．90％。中央、省

驻市各厂矿企业、部队、以及外地驻六盘水各有关机构等多建有各类大、中、小规模不等的

俱乐部、图书馆、影剧院、文娱活动中心等多种文化设施200多个，并配有数量不等的专职

或兼职人员，全年性地开展了各类行业文化业务工作和群众文化活动。除较为统一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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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文化志

构设置外，全市文化系统还建立了群众文化学会、图书馆学会、书刊发行业协会、印刷业协

会等学术专业组织，以及相关部门和各地所成立的大量文艺社团、协会、爱好小组等群众

业余文化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了各类文艺创作、手工制作、学术研讨交流、演展、竞

赛、办报、出刊、编书等多种群众文化活动。

四

六盘水民族民间文化蕴藏丰富，承传久远，形式独特。内涵丰富的各类民族节日集会

不断在各地沿袭举办；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在各民族支系中得以保留；众多的神话、传说、

故事、歌谣、谚语、音乐等在境内各族人民中流传演唱；挑花、刺绣、蜡染、编织、雕刻、剪纸

等民间工艺在各族人民中代代相袭；五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游艺活动

等在境内各地广泛传习。其中苗族的跳花节、芦笙舞，彝族的火把节、盘歌，布依族的“六

月六”歌舞节、铜鼓舞，仡佬族的古歌酒令，汉族的古傩舞，以及长角苗头饰、小花苗挑花等

更是形式独特，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多年来，搜集整理与开发历来为有识之士所重视。解放前，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曾在

盘县搜集过当地民歌发表。水城民教馆、郎岱岩脚民教分馆曾举办过苗族芦笙舞比赛表

演等。解放后，各级文化部门积极从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开发，通过演出、

展览、著文出书等形式，不断予以挖掘、整理、学习、研究、再创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

1956年盘县举办首届民族民间业余文艺汇演开始，境内各地以组织文艺演出为主的对民

族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开发活动相继展开，各县均通过举办各种不同形式的文艺演出

形式挖掘、整理了大量的民族民间文艺节目为群众演出表演。并组织选拔了一批批优秀

节目参加地、省各类专题或综合调演、汇演等。苗族芦笙舞，彝族民歌演唱，布依族歌舞及

仡佬族歌舞等曾一度选拔参加全国演出。其中水城县张文友表演的苗族芦笙舞于1957

年被选人国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使境内民族民间艺术首次

走向了世界。

六盘水市(地区)建立后，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挖掘开发进一步受到重视。到1999

年底，相继举办两届大型综合性的全市民族民间文艺会演和多次单项调演，选拔了彝族酒

令盘歌、唢呐花鼓舞、海马舞，苗族芦笙舞、大筒箫演奏、三眼箫演奏，布依族仡佬族民歌演

唱，汉族傩舞等多次参加全省和全国的文艺演出，培养推出了王连兴、张绍学、安银亮、甘

明媚、吴小彩、祝兴治、祝兴荣、杨基强等一大批民族民间艺术表演人才。其中，祝兴荣、祝

兴智的苗族芦笙舞曾入选省代表团赴美国旧金山等地表演。一些芦笙手还应聘到北京、

深圳、昆明等旅游胜地作专职芦笙艺术表演，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为保护特有的地方民

族文化，中国和挪威王国合作在六枝梭戛长角苗社区建立了生态博物馆。省文化厅还先

后命名了盘北、南开、玉舍、落别、梭戛五个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承传较好、较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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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聚居区为全省艺术之乡。从1979年开始，全市先后完成了《贵州少数民族民歌》、《贵

州民族器乐》、《贵州民间艺人小传》的搜集征稿任务；搜集、整理刻印了400多首曲目的

《中国民歌集成六盘水分册》；撰写了《民族节日便览》、《民间艺术手册》、《民间舞蹈集成》

等专集的条目稿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普查、搜集、整理工作，并以各

特区、县为单位出版了总计达100余万字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县卷本专集。1978年以

来，有六枝民族少儿刺绣、苗族银器、盘县砂陶、水城民族服饰、民间绘画等分别参加过全

国和省有关展览。水城还从当地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养料，开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水城

农民画，于1988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此外，市内各地文艺工作

者及业余爱好者还充分利用各种条件，进行了各类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

和再创造，在市内外各地发表了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和研究文章，有关部门也结合自己的

业务编辑出版了相关书籍，开展有关活动等，均取得了可喜成就。

除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保护与挖掘开发外，文博考古事业的长足发展亦是六盘水市

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及其以前，没有专门的文博事业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县文化馆均设

有文物员，开始了对地方文物的征集、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以50年代盘县城关粮

食仓库工地、象鼻岭明墓等成批出土的明代文物较为有名。“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庙宇

碑刻被当成“四旧”毁损，文博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六盘水市(地区)建立以后，文博考古事

业得以进一步发展。1973年至1990年，水城硝灰洞、六枝桃花洞和盘县大洞等古人类文

化遗址相继发现，六盘水史前考古引起国内外专家和考古界的关注与重视。其中，盘县大

洞古人类文化遗址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北有周口店，南有盘县大洞”

之誉。中科院、美国、韩国等多次组织专家学者考察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文物，取得了

重要的科研成果。1998年，中国和挪威合作的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六枝梭嘎生态

博物馆建成开馆，结束了市境内没有博物馆的历史。1999年发现的黄土坡汉代灰坑遗

址，为研究水城盆地汉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从80年代起，文化部门就多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市境内文物进行普查和核对。摸清了

家底，建立健全了市、县两级文物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保护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

维修保护工作。到2000年止，全市共发现古代、近现代重要史迹及其他不可移动文物

20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4处。此外，尚有郎岱、岩脚、盘县城关和水城老城4个历史文

化城镇和部分特色独具的典型民族文化村寨等。

五

群众文化活动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具体体现。明清时期，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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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境内各州、县的建立，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名士的诗文、书画、著作广为流传，成为此段

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普安州杨彝所著诗文

集《凤台稿》、《万松集》开始，境内以诗文著述传世的有明代的沈勖、邵元善、蒋宗鲁、蒋杰

等，清代的邓学林、范兴荣、任璇、赵文周、安家元(彝)、李锦兴、李天极兄弟等。以书画著

称的有明代的蒋杰、王祚远，清代的单辅国、桂天相、孙竹雅、喻怀信、杨子白、谢月庄、谢小

庄父子等。其中蒋杰的书法在乾隆《贵州通志》中谓其与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齐名，普

称四大家。范兴荣的怪异小说《啖影集》被张道藩誉为“留仙《聊斋》以外，当以此为巨擘”。

任璇的戏剧传奇《梅花缘》被《贵州省文化志》誉为“开了贵州文人创作戏剧的先河”。

清末到民国初年，滇戏、川戏、文琴戏等相继传人境内。打道筒、金钱板、莲花落、说书

等曲艺形式也在民间茶社酒楼流行，研习演示者日多。一些绅士还集股建立戏院，不时有

外地戏班等来境内演出。自发自组的戏剧曲艺演出为当时群众文化的主要形式。

1908年，郎岱籍彝族革命先驱安健按孙中山在旧金山参加洪门致公堂及帮助公堂定

立章程之范例，回朗岱建立“郎岱自治学社分社”，开展反清建国的旧民主革命文化宣传和

政治斗争活动，首开境内革命文化组织之始。1916年的“护国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

动”时期，市境内水城等地学界均纷纷响应，进行集会游行、演讲唱歌等示威爱国活动。

20年代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郎岱县立小学青年教师发起并排演《终身

大事》等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校园文化活动开始成为境内群众文化活动的主导力

量。抗战时期，省立盘县师范等各地学校纷纷与民教馆、妇女会等配合，组织了“醒民剧

社”、歌咏队、卖艺队等，排练了戏剧、歌曲等投入义演、义捐，掀起了市境内以抗日宣传为

主要内容的群众文化热潮。

1934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军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红军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

在长征中3次经过市境内，沿途利用书写标语、贴布告、散传单、教唱歌、演出街头剧和话

报剧等文艺形式进行反蒋抗日等革命宣传，播下了红色革命文化火种。红军北上后，部分

留境人员在组织民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中继续坚持通过唱歌、讲故事、编歌谣口号等进行

革命文化宣传。“齐心会”、“估款军”等革命武装团体亦利用山歌、编顺口溜口号等文艺形

式作为斗争武器进行革命活动。1934年，中共地下党员郎岱籍作家刘雪苇等组织创办

“贵州文艺研究会郎岱分会”，随后又创办“世界语学习班”、“星光读书会”。1938年至

1939年，中共地下党员刘藩栋等组建“郎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编印《民

先队报}18期，并通过互相串联、组织集会、演出文艺节目等活动，激发群众抗日热情。坚

定广大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1947年至1948年，中共郎岱地下党还团结一批进步青年

与学生组建“同乡会”，贵州大学的一批郎岱籍进步学生组织“岱声学会”，先后创办了《刍

荛》、《曙光》、《盯》、《岱声》等文艺书刊墙报，组建了“岱声剧团”，排演《原野》等进步剧目，

促进了境内红色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50年代初中期，群众文化活动仍以学校文艺团体演出为主。土改期间，郎岱县抽调

部分学校师生组成土改宣传队到各区乡宣传演出。抗美援朝时期，省立盘县师范排练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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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卖票捐款义演。水城县立初级中学等则排练了《宝山参军》等剧目歌舞，每年举办

两次公演。

校园文化欣欣向荣，城镇街道文化随之兴起。1953年，“盘县业余京滇戏曲组”成立

并排练了部分传统剧目到各地演出。1956年至1958年，又先后改为“业余滇剧团”和专

业性的“盘县文琴剧团”，排练了一系列大幕戏剧。在此之间，“郎岱业余川剧(文琴剧)

团”、“六枝业余花灯剧团”、“纳骂业余地戏团”先后成立。随后，“水城川剧团”、“水城文艺

学校(评剧团)”相继筹建，以地方专业或业余剧团为主的城镇街道文化活动逐渐取代学校

文艺团体而占据主导地位。50年代后期，各类俱乐部，文工团以及各类群众业余文化组

织随着“大跃进”风潮暴涨后随即衰退，到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落入低潮。1964年

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复苏，此段期间，各县相继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调演、汇演、展览、编书

出版等，群众性的业余活动逐渐上升为主流。60年代中后期，以外来文化为特征的厂矿

企业文化的迅速兴起是境内群众文化活动的主要特点。1966年12月，西南煤矿建设指

挥部在各矿区举办汇演的基础上举办了境内首次跨县的矿区综合性文艺大汇演，节目有

天津快板、东北二人转、河南豫剧、山东快书、苏州评弹、四川清音和传统民族音乐舞蹈、时

兴歌舞等多种形式，显示了矿区文化的丰富多彩。“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群众文艺创作

均以“突出政治”为主，演出节目多为流行的革命歌舞以及样板戏等为主要内容。

六盘水市(地区)建立以后，全市群众文化活动得以统一协调开展。工矿企业文化与

地方传统文化相融相促，各类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群众文艺创作、表演、展览、竞赛、游艺

等不断在全市举办。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到1999年止，全市共组织参加全省、全国

文艺调演、汇演、比赛、展览等64次，获奖200余个，参加全省、全国综合性文化艺术节等

15次，参加或举办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等艺术展览58次，举办全市青年艺术节2次。

此外，还有各地各系统部门、单位举办的各类群众文化活动等。活动形式除举办文艺汇

演、调演和美术、书法、摄影图片等展览外，还有灯会焰火、舞龙舞狮、文艺游行、彩车宣传、

游艺竞技、灯谜诗联晚会、花鸟盆景根雕展览、收藏集邮、时装健美、鼓号军乐、广播演唱、

自荐文艺晚会，以及“矿山艺术节”、“中小学生艺术节”、“六月六歌舞节911％66明湖之夏文化

艺术节”、“职工艺术节”、“金秋艺术节”等众多的综合性艺术节等，形成了六盘水丰富多彩

的群众文化活动特色。

在各地群众文化活动中，群众文艺创作活动开展十分普遍。建市以来，市文化部门每

年都要向全市安排一定的群众文艺创作任务，并不时召开各类创作工作会、座谈会，举办

各种类型的群众文艺创作培训班、学习班、改稿班、辅导班等，聘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

学辅导。同时，还不断通过组织编印各级各类文艺报刊、向省内外书报刊投稿发表作品、

参加各类文艺演展创作评选竞赛、出版个人专集等多种渠道，进行群众文艺创作人才的培

养和提高，创作、发表了成千上万件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76年到1997年，由市文化

部门直接组织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创作节目达500多个，其中参加全省、全国演展竞赛获

奖创作节目130多个；全市举办的各类群众艺术展览中，美术书法作品1400余件，摄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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