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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定名《曲靖地区志》，是曲靖地区首部综合性志书。其内容包括全区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现状及有影响的人物，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

书。

二、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

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求实存真，准确、客观地记述全区

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脉络，着力记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力求达到思想性、

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三、按照传统义例，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的

章节体，志下设章、节，目等层次，个别节为直接编写单位，一般以目展开。

四、《曲靖地区志》以1989年8县1市区划为记述范围，涉及历史上变化的区域，只

在历史沿革中记述，其余一般不涉，记述时间，上限尽量追溯事物起始，下限迄1989年，

个别数据延至1990年。

五、《曲靖地区志》总容量360万字，分5卷出版。以部类编排，分综合、政治、工

业、农业财贸、人文等卷，各卷相对独立。首卷列行政区划图、署名、序言、凡例，其

余各卷仅列署名和凡例，并以卷编排页码。为增强全志的整体性，使读者了解志书的总

体框架，各卷护封列全志总篇目。

六、本志设。重大活动”专章，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两个决议”的分

期方法，集中记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历次政治运

动，以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发挥志书功能，提高志书使用价值。

七、为突出地方特点，本志工业部类以行业展开，独立成卷，并专设烟草志，以体

现经济优势。

八、从地区建制为省派出机构的实际出发，本志中有关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

众团体等从简记述。国民党、三青团等民国时期组织，分县附于。政党群团”后。

九、按照修志惯例，本志设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以传、表、录的形式

收录全区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事迹。人物传以正面人物、主籍人物为主，还收录个别劣迹

昭著者，以戒后世。人物传排列以传主卒年为序。

十、为加强志书宏观整体性，全志设。总述”，从宏观角度高度概括全区基本轮廓、

发展脉络。各志设“概述”，提要钩玄介绍各类事物(或行业)概况；力求起到“窗口”

作用。

十一、根据出版物行文规范要求，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及汉字简化字。清代前历

史纪年使用汉字，民国年号使用阿拉伯数字表述，均加注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

期使用公历纪年。为求行文简洁，一些多次重复出现的全称概念，除各分志首次出现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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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

后一，。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十二、为避免数出多门，数据各异，本志记述的全区幅员面积，采用1986年云南省

测绘局核定数。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地、县(市)档案馆、图书馆，除部分资料由地区志总

编室直接搜集外，大部分均由各职能部门从本单位历史档案中整理上报，资料出处一般

作省略处理。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核定数为准，未列入统计范围的数据，由各部门提

供。

十四、《曲靖地区志》设英文要目，以供读者检索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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