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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市志》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形势下问世，实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成果，可喜、可贺。东川建市以来首次修志，成书百万字，记述了二千年来本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工程浩繁，资料丰厚。这部志书，聚东川市政府四届领导修志

之成，凝结了各级党政领导、修志人员和各行专家、学者的辛劳与智慧，十年耕耘，众

手成书。志书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具有东川特色，在体例、文风上是好的，基本达到
、

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从此，一方乡风，展卷可得，史志界可凭兹借鉴，为

政者将有所咨考，人皆可以从中明得失、获教益。
。

东川产铜历史悠久，素称“天南铜都”。据文物考证铜矿开发始于东汉，西晋《华阳

国志》即有“螳螂出银、铅、白铜’’的记载，清雍正、乾隆年间产铜已达数千吨，占当

时云南省年产铜的七成以上。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

压迫和剥削，至民国末年铜矿几近衰败，年仅产铜百余吨。

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即着手进行铜矿开发，八方志士云集东川，开展。万人探

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川铜矿列为国家156项重点建设之一，经过艰苦曲折的努

力，终于建成为我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从此入一座以产铜为主的工矿城市，在祖国西

南高原崛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从当地实际情

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正确决策，发展东川，就成了我们

党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东川是一个以铜的开发为主的工矿城市，在规划建设和发展

中，必须以有利于铜的开发，有利于多出铜，为古老矿山永葆青春、再展雄图服务，这

就是东川的实际，也是我们历届政府工作的主线。但在新形势下，我们逐步认识到，一 ．

个工矿城市长期陷入单一的产业结构，必将抑制经济建设的发展，限制着城市多功能作

用的发挥，从而影响支柱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在正确认识市情的基础上，开始探索

发挥地方优势的路子，认真处理好主导产业与各项经济事业发展的关系，中央、省属企

业与市属企业并辔发展的关系I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提高总体效益的关系，开发资源与改

善生态环境的关系；贡献国家与富裕当地的关系等等，致力使铜的开发带动地方经济的

振兴，地方经济振兴创造为铜矿业服务的条件。东川正从单纯服务型城市向着服务开放

型转变；从单一的产业结构中解放出来，求得中央企业与市属企业协调发展，从初级产

品中迈出步伐，向着深度加工和提高经济效益努力。这一认识当然还需深化，在实践中

继续总结、校正，但它是历届政府领导勤政务实、努力实践、精心研究的成果，并在新

编的《东川市志》中得到具体体现。

“治郡县者以志为鉴”。{：东川市志》记述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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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市志

市的艰苦、壮丽历程，灌注着老一辈开拓并由新一代承袭的“艰苦创业，求实奉献，

进取，勇于创新”的东川精神，在直书各事物的史料中，展现了劳动者的智慧和成

以及事物发展规律。阅读《东川市志》，可以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指导下，研究新问题，开创新局面，并从中受到鼓舞、激励和鞭策，为振兴东川，加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也是新编《东川市志》的目的。

在此，我代表东川市政府，向辛勤工作的修志人员表示挚忱的感谢，欢迎各界人士

们工作中的不足给予批评、指教。

1994年12月

—1涠潮阍吲司，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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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东川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存真求实地记述东川自然、社会的历史和

现状。

二全书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组成，设各类专志18篇，按篇、章、节、

目排列，随文并附图表。

三所志范围以今东川市行政区划为界，上限追溯至有据可考的事物发端，下限断

至1990年底。因历代铜矿区域无明确界定，史料时有延伸。

四人物生不立传，本籍客籍兼收，按卒年先后排列。

五统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引用旧纪年时夹注公元纪年。地名以《东川

市地名志》为准，沿用旧地名必要时加注今地名。

六数字按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使用，计量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为准。

七资料来源于档案、图书、报刊，部分出于文物、信函及口碑，主要数据由统计

部门提供，书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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