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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续《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政志》是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准绳，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编篡的一部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相统一的部门志。是继 1991 年编篡出版的《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政志》之后编篡出版的第二部民政志(姐妹篇) , 

它全面、系统地记述 (1978-2005 年)元江县民政工作的发展历

史与现状，专门反映民政工作在全县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中的

地位和作用。

2、本志上限起于 1978 年 1 月，下限为 2005 年 12 月:部分

章节内容及重要图片根据占有的材料和需要适当上溯、延伸至志

书出版时，资料不全的则据实处理。

3、本志以类系事，以类立章，横排门类，纵贯 1978-2∞5

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元江县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着重展现自治县成立以来的民政工作的突出业绩。全志共九章，

加概述、大事记及附录。除概述、大事记从纵横两个方面统领全

志外，其它以章下设节、节下设目、目下设子目的方法分为 5 个

层次，逐层统属。附录主要是收录章、节中不便安排的有关民政

工作的重要文件、报告、报刊评论等，以供参考。

4、本志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市、县档案资料，部分资料属于

采访本县民政系统知情人的口碑资料，并经多方核对认可后取之。

限于篇幅，引用资料除必要者外，不再一一注明出处。行文中的"40

年代"一一"90 年代"，均指 20 世纪。

5、本志凡简称"党"或"党和政府"的，均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各级人民政府。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县政府"、

"地委"、"行署"、"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等，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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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其它党、政机构则以全

称书写。本县名称， 1980 年前称"元江县"， 1980 年以后称"元江

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为精简文字，便于书写，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以后则简称自治县(或元江)。加引号的"元江"，指河流

(礼社江)。

6、本志地面高程采用黄海高程系，计量采用公制，流量采用

立方米/秒，货运计价采用吨/公里，农作物采用公斤(千克)。

7、本志文中的数字表达，以合乎习惯、 方便阅读、节省篇幅

为原则，灵活采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

8、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采用规范的简化字。

9、本志在使用历史资料和口碑资料时，引人据事注重史实，

听取人和事，既考虑其在历史上起过的影响和作用，又考虑其能

为当今和后世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所记录人员(指县民政系统

人物、录、表)中如有受过处分情形的本志不作披露。



序

2008 年金秋时节，当人类社会跨入了新世纪的时空，在我们

伟大的祖国实现了举办世界奥运"梦想"我县民族区域自治取得

了辉煌成就的凯歌声中，<<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政志))(续

集)，经过多方的运作和努力，即将出版问世了，可喜可贺!

在《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付印之前，本志编篡领导小组及

其编写班子嘱我为志书作个序。我想我虽然才疏学浅，不善于文

学写作，但义不容辞。于是，我欣然命笔，就此次编篡出版《元

江县民政志)) (续集)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发表我个人

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并以此代序。不当之处，尚希专家学者斧正。

首先，我认为:编篡出版《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非常重要，

也很及时。众所周知，在元江和平解放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尤

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亦即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 20 多年间，县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在贯彻

实施党和国家的民政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许许多多工作，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看得见，摸得着，是历

史上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也不可能实现的光辉

事业。从这个观点和理念出发，我们现在编篡出版的《元江县民

政志)) (续集)，她包容和展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元江县

民政工作的方方面面特征和舰点，是资料翔实可靠、信息量大、

实用性强，并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地方性社会科学及地方历

史文献，也是现在和将来的元江县民政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案头工

具书。

其次，我认为(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有续史、存史的功

能和作用

古话说"温故而知新"又说"观今直鉴古，无古不成今"。

而"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组成语更是大家所熟悉和常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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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励自身的"口头禅"。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

老一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地方志及其文史资料的阅读、探讨、研

究及其编辑出版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则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不

懂历史(即不懂国情、地情历史)的干部，不是一个好干部。"这

就不难理解，历史是宝贵的财富。"继往"才能"开来" "温故"

方能"知新"。总结和记录元江民政事业的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政

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和光荣使命。有鉴于此，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县在历届县委、县政府及其民政部门领导班子的重

视、支持，以及历代新老民政干部的积极参与下，就编篡出版了

首部《元江县民政志)) 0 2006 年-2008 年，本届县民政局领导班

子，根据县委史志编篡委员会下发的文件关于"第二轮修志工作"

的布署要求，当即组建了一个具有无私奉献和敬业精神极强的编

篡领导小组及其编写班子，历时近三年完成了《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的编篡工作。至此，从 1950 年到 2005 年这半个多世纪

的元江民政工作史事终于连续不断地记载了下来， 并使之出版问

世。尽管其中还有某些差错、漏落或不足之处，但微暇难掩白璧，

志书在续史、存史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不可否认而应予以充分肯定，

它将成为不朽的元江民政事业的历史文化载体， 与世长存，并随

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推移，志书的社会科学价值及其"经世致

用"特点，将会展续不断地凸现出来。

再者，我认为<<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有资治、育人一一

教化和感化后之来者，励人自勉、催人奋进的功能和作用

志书遵循"凡例"的指导思想及其编篡原则和体例，按照以

类立章、 以时系事、横不缺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的要求，实

事求是和简明地记述了民国时期以及之前的元江民政史事，着重

地记述和展现了当今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元江民政工作的突出业

绩，尤其是浓墨重彩地挥发和彰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元

江民政工作的辉煌成就。 我认为这是每位读者，特别是民政部门

的职工读者都能亲眼看到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在此之前，我作



为本届县民政局主管及本届修编《元江县民政志》的主持者，曾

多次聚精会神地查阅和参考了第一部《民政志));同时认真严肃地

阅读和审视了这次编篡的《民政志))(续集)书稿，从中我就有这

样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如果说第一部民政志客观而有条有理地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翻身解

放，并使历年来因自然灾害及社会灾害导致的贫困民众，分享到

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民政给他们带来的温馨与幸福。那么，中国共

产党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更进一步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给各族人民，尤其是因灾害

受困的黎民百姓广泛地分享到了改革开放成果给他们带来的莫大

温馨与幸福。

综上所述，归根结底，继续编修《元江县民政志》的功能和

作用，显而易见。 概而言之，我深信:凡是阅读和接触过现在出

版问世的《元江县民政志))(续集)的读者群，无论是县内、县外

读者或国内国际读者，都会对当代元江民政事业的巨大成就异口

同声、津津乐道。也就是说，志书作为宝贵的精神产品、精神食

粮和科学实用的乡土教材，对于目前的本县民政部门工作者和广

大的黎民百姓来说，将会发挥其潜移默化的教育感化作用。对于

将来的本县民政工作者和黎民百姓来说，乃是一个认识了解元江

民政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重要窗口，也是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的地方历史文献。

在此，我谨代表《元江县民政志)) (续集)的编篡领导小组，

向为重视、支持本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县委、县政府及其史志编

篡委员会、办公室的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向为本志的编辑

出版提供口碑或文字资料的县局老领导、职工和各族各界人士，

向为本志的编辑出版辛勤笔耕付出了汗水和心力的编写班子的同

仁， 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地谢意。

段玉才 (县民政局局长)

2∞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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