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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地处黔中腹地，湘黔、黔桂铁路和公路并行通过县境，县城距省会

贵阳市仅36公里，境内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龙里山川秀丽，气

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披荆?

斩棘，辛勤耕耘，生息繁衍，开拓奋进，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灿烂的文

化。城中冠山是县内名胜之一，山顶紫虚阁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o清成，

丰、同治年间，苗族义军领袖潘名杰数次攻占龙里，立都冠山，抗击封建统

治者。
、

，解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

深化改革的方针，不断地解放思想，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从而使社会生

产力大幅度增长，综合县力得到增强，整个经济形势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改

善。全县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通人和，百业兴旺o

《龙里县志》是本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宏篇巨著，是一本难得的乡土教

材和系统、全面的工具书，所记述的建置沿革、山川河流、各类资源、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文物名胜、贤士英烈等，既可激励人们爱祖国，爱家乡的

自豪感，又可为各级领导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龙里县志》的出版，填补

了龙里有县无志的空白，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大好事。它是县委领导，政

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协助，各部门通力合作，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关怀和

指导下，经过全体编纂人员多年的辛勤劳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谨在此对上

述部门和工作人员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龙里县委书记曹惟浩

龙里县人民政府县长骆用定

一九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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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里历史上无县志。编写地方志是龙里县各族人民多年来的殷切期望。

《龙里县志》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喜事o’
。‘ 龙里建县始于唐代，迄今已有1300多年。先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披荆

’斩棘，建设家园，同历代统治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o 1949年11月
． ’13日龙里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40多年来，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龙里各族人民充分利用地处黔中腹地，自然

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优势，敢闯敢干，开拓进取，开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些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伟大业绩，

理当载入史册，长存于世，发扬光大，启迪后人。‘ ：

中共龙里县委、龙里县人民政府对修志工作十分重视，自1982年开

始，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把编写县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县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得到省、州地方志编委会领导的关怀

指导，以及在龙里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经县内有关部门的密切配

合，编辑人员广征博采资料，反复核实，呕心沥血，编写成书，几经修改增

． 删，终于完成了这部资料翔实、叙述全面的志书。 ，

((龙里县志》的出版问世，使地方有了一部上记千载，评辑当今的龙里

县自然和社会的全史。此书史料丰富翔实，文笔朴实流畅，结构谨严，起到

鉴往、识今、资治、一存史和教育后人的作用，。不愧为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新

方志。是认识龙里、发展龙里的重要备览o ．

． 愿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

旅途中，万众一心，团结奋进，锐意改革，开拓进取，再展宏图，把更加光

辉的业绩载入新的史册。

原中共龙里县委书记金国泰

原龙里县人民政府县长罗明珠

一九九五年七月



凡， 例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真实地记述境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限，因事追溯I下限至1990年，县委、人大、政府、

政协换届下延至1994年，书末附1991年至1994年概况o

．三、年号从历史惯称，清代以前用汉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

年。民国时期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o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和“建国后’龙里县解放时间

(1949年11月13日)前后称“解放前”和“解放后”o t

五、数据以县统计局核定的为准，统计局缺的，依从业务部门的数据。

数字和计量单位，按出版部门和国家法定计量标准记写o

。六、地名用纪事时原名，首次出现括注今名。今名以1983年9月《龙

里县地名录》为准。有简称的单位名称或事件，在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

称，或简称括注全称。、

七，民族篇只记述本县世居少数民族——布依族和苗族，其他民族从

略。

八、本志所用资料，均来自各级档案馆和相关部门的档案，以及正史，

图书、报刊、文史等和社会调查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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