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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1988年6月～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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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黄蔚民 ，

主任 林公容’徐福旦 纳国庆王继成 栗世光

．员 余德发 彭熙涛 王 然 于 风 董 爱 叶一杉 杨 聪

武光祥 李风呜 吴惠建 罗志平 杨岚湘 杨述宝 周家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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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王家盛 施维康 胡嘉昆 陈洪明 蔡恩宠 高绍春 杨 聪

沈通贵 武光祥徐忠富 周树廉 吴忠健 王世俊 杨胜因

李如春 沈国揉 蒋玉华 杨茂德 李昆敏 谭文萱 周家骅

杨述宝

第四届(1993年3月"-,1997年12月)
’

主 任李正洪

副主任 林公容 杨胜因 王继成 王友德 谢申章 周家骅

委 员 王家盛 纳 莉 沈通贵 高绍春 吴忠建 田克涌 雷春萱

叶一杉 罗志平 金永祥 周树廉 武光祥 王正新 李淑娴

杨茂德 俞启智 李昆敏赵文英 谭文萱

主 任

副主任

工作人员

盘龙区地方志办公室
，

?

周家骅(1995年5月～ )

杨述宝(1987年7月～1989年5月)

周家骅(1989年5月～1995年5月)

杨 渭 迟正端 吴焰红 尹 莉 于良骓

《盘龙区志》总纂人员

主 编杨述宝(1987年～1993年)
●

周家骅(1993年～)

编 辑 吴焰红 尹 莉 苏兆隆 段兴武 张大宁 高永年 杨开甲

卜降奇彭熙涛

《盘龙区志》撰稿人员(按部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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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熙涛 王慧成 李国庆 刘琼英 肖慧珠 赖学军 杨述宝 杨 渭
●

彩照、照片 杨长福(特邀)廖可夫(特邀)马天尧 张五一 张钰

1姜邦坚倪树铭

编 务 吴焰红 尹 莉 于良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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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区志》(送审稿)主要审稿人员

吴光范

李 埏

谢本书

李孝友

何耀华

范祖铸

钱成润

郭其泰

宋永平

李成鼎

张鹏翼

黄蔚民

朱宝琛

陈克恭

尹’铭

马颖生

梁耀武

车光杰

赵丕德

王道

廖国强

字应军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民族学院教授

云南省图书馆研究员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一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助理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县市指导室主任

原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昆明市人民政府秘书长7

原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玉溪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曲靖地区史志办主任 ，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
簟

，。《盘龙区志》终审验收人员。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助理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地州县市志指导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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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志编委会副主任、吴光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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蕞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盘龙区志》，是一本全面记述昆明市盘龙区从自然到社会，从历

j史到现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区情资料和地方科学文献。编著者伏案耕耘，历近

十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劳动，同所有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一样，默默无闻地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一 盘龙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城中之城”。盘龙之域，有

得天独厚的优越位置，历史沿革源远流长。这里是八面通衢的交通枢纽，商贾云集，百

物交流，形成全省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众多光照千秋的一

文物古迹。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盘龙大地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日新月异

的城市建设，展示了昆明向现代化迈进的新貌。今天的盘龙大地，已经成为云南的窗口，，

综合经济实力跻身于全省前列。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j盘龙区正以巨龙腾飞之

势，向人们展示着繁花似锦、更加美好的未来。纵观千年历史，她既有可供借鉴的成功

经验，也有步履蹒跚的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汲取。

《盘龙区志》正是遵循上述原则，以新的视角、薪的观点，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

梳理出盘龙区发展的脉络。按照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的要求，以正确的观点、丰富的史

料、翔实的记述和晓畅的文字，成为盘龙历史、文化、经济集大成之作，不仅对贯彻党

的十五大精神，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实现跨世纪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留赠子

孙后代的传世珍品。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

竭尽的光荣事业。志书所特有的功能决定它是反映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

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人民的

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方志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央明确提出：修志工作是“各

级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省、地、县三级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职责”，。不能疏职，更不能

使这项事业废弛”。要求切实把修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期目

标之中，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3队伍(特别是职称)到位、条件到位。这不

仅为修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修志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修志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到云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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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言

南虽然地处边远，但从古至今，修志工作并不亚于其他省市。从《云南图经志书》到

《新纂云南通志》和从《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到《鲁甸县志》，都是大家所公认的名

志、良志。现在，具有城市特点和浓郁地方特色的《盘龙区志》正式出版，为方志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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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全面反映盘龙大地历史和现状的大型地情资料工具书——《盘龙区志》，在历时十余

， 1截的艰苦努力下，终于付梓出版了。这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

捂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及方法，编纂的新区志。是集文化，政

“治、经济、社会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我不仅为它的完成感到欣慰，同时向指导、邦助这
’

本书的领导、专家、学者、向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

，、 ‘、史志工作对安邦治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编修地方志就成为中华民族

I， 代代相济、永不断章的一项重要工作。 √

：，一， ÷。 盘龙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重要组成部份。纵贯全区的盘龙江是昆明人民的

：／j ，， 母亲河。自公元765年南诏王国罗凤派其长子凤伽异开筑拓东城以来，至今已有一千二

百多年的历史。因为这里“山河可作藩屏，川陆可养人民”，自元代以来，一直作为全省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新中国的建立，给盘龙大地带来第一个春天。党的十一

一． 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把盘龙区带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盘龙区发生

I t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商贸发展繁花似锦，社

／ 会事业前程光明⋯⋯ ‘，

。

』 {【 1998年，中共盘龙区委、区人民政府率领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按照中共盘龙区第

、1 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任务，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完成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任

j ‘务。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7 546万元，工业总产值41 733万元，商饮服务业销售收入

一。／ 334 440万元，建安产值23 408万元，财政总收入59 068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全

／ 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把盘龙区建

f 成全省商贸金融中心区的战略构想正在一步步实施。正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保证

了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在中国’99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行的前夕，盘龙区承

；， ／ 担并完成了两项重点形象工程，即盘龙江沿江绿化道路建设和拆除废弃米轨铁路建设绿

／ 色走廊，受到全市人民的瞩目和赞扬。最近，省委、省政府明确地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

。， ／ 省的战略构想，盘龙区将充分利用母亲河——盘龙江的资源优势，不仅使盘龙江两岸成

／ 为绿色走廊，而且要建设成为昆明极富特色的集历史、人文为一体的文化走廊，成为建

}， ／ 设民族文化大省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充分认识，认真了解和

。 掌握整个盘龙区区情的基础而作出的决策。《盘龙区志》的出版，就为我们认识区情、掌
r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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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区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作为一部全面反映盘龙区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

到现状的资料著作，还将起着“经世致用”的教化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志书所

记述的各项事物将成为历史的凝固之物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

《盘龙区志》又是一部对当代、对后人进行爱社会主义、爱国、爱区教育的好教材。

我的工作曾多次变动过，但都与地方志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这项服务于当代，惠

及于子孙的千秋大业，我重视它、热爱它。现在，《盘龙区志》正式出版，对多年关注地

方志事业的我来说，是一种宽慰，一种欣喜。我衷心地祝愿地方志事业在继承传统的基 。

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取得更可喜的成绩。

《盘龙区志》的出版，标志着盘龙区自1956年正式建区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地方志

编纂任务的完成。但作为一项事业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盘龙大地的历史将无

止境的延续下去，地方志的编修也就将代代相济、永不断章。在第一部地方志完成之日，

也就是第二部地方志的开始之时．从现在起，我们就要为续修志书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并 ．

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有反映盘龙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种综合史料问世。

1998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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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

“

‘’，
盘龙区志编委会副主任林公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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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映盘龙大地从历史到现状、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盘龙

区志》，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和辛勤笔耕，现在终于付梓出版，和大家见面了． 一

作为这项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参与者，我有必要向读者说几句话。，

《盘龙区志》的编修工作，一般地说是从1988年正式开展的。在此之前，1983年末，·

我到区政府任副区长时，区文化局就开始《盘龙区文物志》的编写，这本文物志编印时，

我也为它作过序。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盘龙区的修志工作，早在1983年就开展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15个春秋。这项总结历史、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从

一开始就受到中共盘龙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纳入政府工作系列中。无论是人员编

制、业务经费，还是办公用房、工作条件，都尽努力给予认真解决。其问政府换届3次，

但对地方志编修的领导和支持从未间断过，“党委领导，政府主修，人大监督，政协帮助

指导”和。两级修志，两步成书”的格局也不曾改变过。区委、区政府多次听取区志办

的工作汇报，并就修志过程中产生的困难和问题都逐一加以解决。区政府还把这项很不

为人们所理解所重视的工作纳入政府责任目标考核中。历届区地方志编委会的主任都由

区长直接担任。我受政府委托，分管全区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工作。地方志的编纂工作， 1‘

也一直由我具体分管，担任区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继文物

志出版后，陆续出版了工商、教育，公安等各个部类的专业志书达16部。现在《盘龙区

志》集所有分志之大成，出版面世，也算是我在任期内向全区人民的一项工作交待罢。’

‘盘龙区志》是一部反映盘龙区域的地方志书。作为志书，它就必须具有地方志本身

所特有的个性。坚持“横陈门类、纵述史实”“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并力求充分“反

映各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盘龙区志》是系统地记述盘龙区域范围内自然和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的资料著述，因此资料性是它的根本属性，地方性、系统性、整体性、时代性

和纪实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史料编纂则是它的主要方法。

但是，由于盘龙区地理位置的特殊_一它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主要城区，又决定

了这部志书不同于其它县志。它主要表现的是城市区的中心功能和辐射作用。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只有在深入地研究和正确地认识盘龙区域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就

是只有真正认识了解区情并在此基础上科学地运用方志特有的体例才能准确地反映全区

的基本面貌。区志办尤其是担任本书主编的同志对此作了深层次的研究，并在多次举行

t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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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城市区志研讨会上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修志是在理论准备十

分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修志理论研究远远地落后于修志实践。盘龙区志办的同志

们对此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一方面从实践上通过两级修志的

格局来不断探索修志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积极认真地学习各种修志理论，虚心地就教

于省内外著名的方志学者和专家，从理论认识上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在长达10

年的修志工作中，区志办的同志主动争取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关心，争取省、市有关

部门的指导帮助，同时广泛发动全区各单位积极参与修志工作，体现“人民志书写人民、

人民志书人民写”这一要求。我作为区志编委会的负责人，一方面对修志给予具体的帮

助指导，尽我的绵薄之力，一方面为全体修志人员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的无

私奉献精神所感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盘龙区志》送审稿形成以后，受到了省、市方

志界的肯定和好评。著名历史学家李埏、谢本书，省志副总纂李孝友，省社科院院长何

耀华，副院长范祖铸以及省、市志办的负责同志都对《盘龙区志》给予高度评价，省志

常务副总纂，省人大副主任吴光范不仅认真阅读志稿，提出具体意见，最近又欣然命笔

为本书作序。在这里我向所有关心爱护这本志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同时，对为

这部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l至于这部志书究竟是否真正地体现了

城市中心区的特征和全貌，是否真正地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并能成为盘龙大地的传世之作，

是否符合新编社会主义方志的要求，等等，我想还是留给广大读者在认真阅读它后再去

评说为好。但就现阶段来说这部志书至少有以下的作用：， -}

1．通过全面、系统、综合地记述和反映盘龙大地的各方面情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区情，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管理部门了解区情、熟悉情况、掌握实际、作出决策，提

供可靠的咨询服务}
’、

2．通过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和考证的各类地方资料，经过反复比较和科学编纂，

保存了盘龙大地的地方史料，为各类专业人员、科研人员提供可靠的科研资料和数据，为

发展盘龙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提供服务； ’。。

3．通过对盘龙区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发展轨迹的记录，为盘龙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深

化改革，以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重要的参考}’

4．积累乡土教材，为本区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本区各项社会事业做好服务’同时还

可以对昆明市志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

i

“留得巧思结千古，盘江Et暖柳生烟”。今天，作为首修的盘龙区第一部社会主义地

方志问世了!但作为修志事业仅仅是开始，我衷心祝愿盘龙区修志事业代代相济，永不

断章，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不断地增添新的光彩。
1

是以为序
：



凡 例 。

。 一、本志定名《盘龙区志》。

7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经济发

、展为核心，客观地全面地反映盘龙区域历史和现状，力求成为一部朴实严谨、科学的地

方资料著述和科学文献。 ’。

三、本志记事立足当代，通合古今，鉴于是本区首次修志，上限以事物在本区发端

之时记述，下限一般止于1995年，个别事物适当下延。

四、本志记述地域，以1995年盘龙区辖界为准，鉴于盘龙大地历史悠久，建制多次

变更，在特定时间内，按当时界域记述，一般不超过原区域范围。

五、本志结构，采用编、章、节、目的。小篇统领式”。全志由序、凡例、目录、盘

龙区行政区划图、位置图、反映各项事业发展和现状的照片、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

人物和附录组成，各类专志为志书主体。 rh

i

六、本志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录五体，有关图表不单独成体，分别穿插其中。

七、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力求严谨、朴实、准确。语言要求简洁、流畅、言

简意赅、文约事丰。

八、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在括号内加

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历纪年。

九、本志涉及数字(如表示时间、长度、重量、面积、体积、容积等)的记述，严

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除作专用名词使用者外，

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 ，、

十、本志所使用的各类统计数据，以国家各级统计部门认定者为准，未上报者，以

各单位统计部门资料为准，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必要时加注说明。 ，。

十一、本志坚持“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原则，在记述中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凡，

志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一律直书其姓名，不加称谓。各类事物首次出现时一律用全称。重

复出现需用简称时，在首次全称后加用括号注明。

十二、本志遵循立足当代、详近略远、详今略古，详特略同、详此略彼的原则，以

盘龙区建制以来的4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记述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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