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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中共鹤庆县委书记杨培源

鹤庆历史悠久，气候温和，资源丰富，既是鱼米之乡，又是

一块待开发的宝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各

族人民安居乐业。．在这种形势下，编修一部鹤庆新县志，．总结历

史经验，为振兴鹤庆服务，是十分必要的。我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办公室根据省、·州党委、政府的指示，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会同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群策群力，众手成本。《鹤庆县志》

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事。，

：。《鹤庆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观点?

新的材料、新的方法，记述了我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各方面的史实，一是一本系统地反映鹤庆全貌的综合性著作。‘它的

出版，必将起到鼓舞全县各族人民承先启后、‘开拓前进的重要作

用。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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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鹤庆县人民政府县长 宁兴发
⋯

地方志素有鉴往、识今和资政、教化的功用。新编地方志是

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惠及子孙

的千秋大业。编修社会主义方志，承前启后，反映现实，服务。四

化黟，存史传代，是全县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 【t。7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鹤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县人民

同心协力，上下一致，为改变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一的面貌，

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县工业

日益振兴，农业持续增产，文教卫生事业成绩显著，?群众生活水

平逐步提高，’新的道德风尚正在形成。在这种形势下，编写社会

主义的新方志‘，意义更加深远。 一 ’
，1-’

’，‘：

《鹤庆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许多重大历

史问题，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鹤庆县志》详今溯古，融

古今远近于一书，源流昭然：因果彰明。《鹤庆县志》记述人民群

众艰苦创业的斗争活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以及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成就、新变化、新气象，目的在于为各级领导

全面系统地了解本县的历史及现状，以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

宜，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

供依据；为各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为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

会主义、热爱家乡的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同时，新县志在保存

史料，繁荣文化方面，也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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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鹤庆县志》，’工程浩繁，任务艰巨。经过三届县委、县

政府的共同努力，各部门及社会热心人士的通力合作和鼎力支

持，县史志办的同志：在编写本县地方党史资料的同时，勤奋笔

耕，从收集资料到编纂成书用了七个春秋，终于完成了这一规模

巨大的文化工程j值此，我谨向所有为《鹤庆县志》的编纂给予

关心，提供帮助，作出贡献的各单位及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谢

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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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地理编、经济编、政治编、文化编，。社会编，人物编及

附录九部分组成。概述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其余六编按事物性质横排门类，纵

写史实，下分章、节、目；人物设传、表、录，以现代人物为主；附录收集碑记、修志

文稿等重要资料。

三本志详今略古，明、清时期的历史作一般记述，重点记述民主革命时期、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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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儿童保健⋯⋯⋯⋯“⋯⋯一⋯·(679)

第四节疾病防治⋯⋯⋯⋯⋯⋯(680)

一传染病防治⋯⋯⋯⋯⋯“⋯⋯(680)

’二地方病防治⋯⋯⋯⋯”～⋯““(690)

。三其它疾病防治⋯⋯⋯⋯⋯⋯⋯(691)

第五节血吸虫病防治⋯⋯⋯⋯(693)

一疫情⋯⋯⋯．．．⋯⋯⋯⋯⋯⋯一(693)

二防治⋯⋯⋯⋯⋯⋯⋯⋯⋯⋯⋯(695)

‘，三疫区变化⋯⋯⋯⋯⋯∥⋯⋯⋯(699)

第六节医疗制度⋯⋯⋯⋯⋯⋯(699)

一公费医疗⋯⋯⋯⋯⋯⋯⋯⋯⋯(699)
’’

二合作医疗⋯⋯⋯⋯⋯⋯⋯．．．⋯(700)

-三免费医疗⋯⋯⋯⋯⋯⋯“⋯⋯·(700)

‘第五章体育⋯⋯⋯⋯⋯⋯⋯⋯一(701)
第一节机构设施⋯⋯一⋯⋯(701)

．· ‘一‘机构⋯⋯⋯⋯⋯⋯⋯⋯⋯⋯⋯(701)

二设施⋯⋯⋯k⋯⋯一?k⋯⋯．I．·(701)

，一。第二节学校体育⋯⋯⋯⋯⋯⋯(701)

第三节群众体育⋯⋯．．⋯⋯⋯·(703)

第四节体育竞赛⋯⋯⋯。⋯⋯·(704)

，， 一培训⋯⋯⋯⋯⋯⋯⋯⋯⋯一⋯(704)

，’二竞赛⋯⋯⋯⋯⋯⋯⋯⋯⋯⋯⋯(705)

． 三破，创地(州)级以上纪录⋯(712)

第五节人才输送⋯⋯⋯⋯⋯⋯(712)

第五编社‘会
第一章人口⋯⋯⋯⋯⋯⋯⋯⋯⋯(715)

第一节人口增长⋯⋯⋯⋯⋯⋯(715)

第二节人口分布和密度⋯⋯⋯(717)

第三节人口构成⋯⋯⋯⋯⋯⋯(719)

一民族⋯⋯⋯⋯⋯⋯⋯⋯⋯⋯⋯(719)

f一 二性别⋯⋯⋯⋯⋯⋯⋯⋯⋯⋯⋯(721)

j．”三年龄⋯⋯⋯⋯⋯⋯⋯⋯⋯⋯⋯(721)

、’‘四文化⋯⋯⋯⋯⋯⋯⋯⋯⋯⋯⋯(724)

五职业⋯⋯⋯⋯⋯⋯⋯⋯⋯⋯⋯(725)

第四节计划生育⋯⋯‘·：～．．-⋯．(726)

‘1一宣传组织⋯⋯⋯⋯⋯⋯⋯i⋯“_(726)

二政策规定⋯⋯⋯⋯⋯⋯⋯⋯_(727)

三节育措施⋯⋯⋯⋯⋯⋯．．．⋯⋯(729)

第二章姓氏家谱⋯⋯⋯⋯⋯⋯(733)

·“第一节姓氏种类⋯⋯⋯⋯⋯⋯(733)

·第二节一民族姓氏⋯⋯⋯⋯⋯⋯(733)

．第三节家谱⋯⋯⋯⋯⋯⋯⋯⋯(734)

第三章民族⋯⋯⋯⋯⋯⋯⋯⋯⋯(736)

t第一节白族⋯⋯⋯⋯⋯⋯：⋯一(736)

{。第二节汉族⋯⋯⋯⋯⋯⋯⋯-(739)

t第三节彝族⋯⋯⋯⋯⋯⋯⋯⋯(741)

一黑话人⋯“．．．⋯⋯⋯⋯⋯⋯⋯：(741)

‘二’白依人⋯⋯⋯⋯⋯⋯⋯⋯⋯“(743)

·第四节‘傈僳族．．．⋯⋯⋯⋯⋯⋯(745)

第五节苗族⋯⋯⋯⋯⋯⋯⋯⋯(747)

，，第六节其他民族⋯⋯⋯⋯⋯⋯(748)

第四章宗教⋯⋯⋯⋯⋯⋯⋯⋯⋯(749)．

t第一节巫教⋯⋯⋯⋯⋯⋯⋯⋯(749)

第二节本主崇拜⋯⋯⋯⋯⋯：，·(749)

第三节佛教⋯⋯⋯⋯⋯⋯⋯⋯(751)

’t第四节道教⋯⋯⋯⋯⋯⋯⋯一(752)

’第五节伊斯兰教⋯⋯⋯⋯⋯⋯(752)

第六节基督教天主教⋯⋯⋯(753)

一’基督教⋯⋯⋯⋯⋯⋯⋯⋯⋯⋯(753)

=天主教⋯⋯⋯⋯⋯⋯⋯⋯⋯⋯(753)

第五章会社⋯⋯⋯⋯⋯⋯⋯⋯⋯(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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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结社⋯⋯⋯⋯⋯⋯⋯⋯(754)

第二节．行会⋯⋯⋯⋯⋯⋯⋯⋯(754)

第三节帮会⋯⋯⋯⋯⋯⋯⋯⋯(755)

第四节反动会道门⋯⋯⋯⋯⋯(756)

第六章俗语谚语歇后语⋯⋯(757)

第一节俗语⋯⋯⋯．t．⋯⋯w⋯(757)

第二节谚语⋯⋯⋯⋯⋯⋯⋯⋯(758)

j一农谚⋯⋯⋯⋯⋯¨一⋯⋯⋯⋯⋯(758)

．二其它谚语⋯⋯⋯⋯⋯⋯⋯⋯⋯(759)

第三节歇后语⋯⋯⋯⋯⋯⋯⋯(759)

第六编人 物。
第一章传记⋯⋯⋯⋯⋯⋯⋯⋯⋯(763)

： 蒋宗汉⋯．．．⋯⋯⋯⋯⋯⋯⋯⋯(763)

赵鹤龄⋯⋯⋯⋯⋯⋯⋯⋯⋯⋯(765)

丁槐⋯⋯⋯⋯⋯⋯⋯⋯．’．⋯(765)

，周宗顺⋯⋯⋯⋯⋯’⋯⋯⋯⋯⋯(767)

喻宗泽⋯⋯⋯⋯⋯⋯⋯⋯⋯⋯(768)

李忍涛⋯⋯⋯⋯⋯⋯⋯⋯⋯⋯(769)

．杨金铠⋯⋯⋯⋯⋯⋯⋯．．．一⋯(769)

程子明⋯⋯⋯⋯⋯⋯⋯⋯⋯⋯(770)

王昌禄⋯⋯⋯⋯⋯⋯⋯⋯⋯⋯(771)

杨天禄⋯⋯⋯⋯⋯⋯⋯⋯⋯⋯(771)

蒋仲明⋯⋯⋯⋯⋯⋯⋯⋯⋯．．．(772)

鲍品良⋯．．．．．．⋯⋯⋯⋯⋯⋯⋯(773)

李笳⋯．．．⋯⋯⋯⋯⋯⋯⋯⋯(774)

杨立基⋯⋯⋯⋯⋯⋯⋯⋯⋯⋯(775)

王炳章⋯⋯⋯．．．⋯⋯⋯⋯⋯⋯(776)

，陈兆鹤⋯⋯⋯⋯⋯⋯⋯_∥”：(777)

杨子昭⋯⋯⋯⋯⋯⋯．．．⋯⋯⋯(778)

杨家凤⋯．．．⋯t．．⋯⋯⋯⋯⋯⋯(779)

王树森⋯⋯⋯⋯⋯⋯一⋯⋯．．．(780)

李+慈⋯⋯⋯⋯⋯⋯⋯：⋯⋯“(780)

阿十妹⋯⋯⋯⋯⋯⋯小⋯⋯⋯(782)

李宗黄⋯⋯⋯⋯⋯⋯⋯⋯⋯⋯(782)

李耀庭⋯⋯⋯⋯⋯⋯⋯⋯一⋯(784)

黄洛峰⋯⋯⋯⋯⋯⋯⋯⋯⋯⋯(785)

寸秀山⋯⋯⋯⋯⋯⋯⋯⋯⋯⋯(788)

lO

宣伯超⋯⋯⋯⋯．．．⋯⋯”．⋯⋯-(789)

张相时⋯⋯⋯⋯⋯⋯⋯⋯⋯⋯(791)

第二章人物表⋯⋯⋯⋯⋯。⋯⋯⋯(792)

一第一节进士博士⋯⋯⋯⋯⋯(792)

一明．清进士简表⋯⋯⋯⋯⋯⋯(792)

，二民国博士简表⋯⋯⋯⋯⋯⋯⋯(792)

第二节职官⋯⋯⋯⋯⋯，⋯⋯⋯(793)

一民国将官表⋯⋯⋯⋯⋯⋯⋯⋯(793)

二红军战士表⋯⋯⋯⋯⋯⋯⋯⋯(793)

三建国后地师级以上干部表⋯⋯(794)

第三节科技人员⋯⋯⋯⋯⋯⋯(796)

一建国后鹤庆籍在外获得正高级 ：

技术职务(职称)人员表⋯．t．(796)

二建国后在县内获得副高级技术

：一 职务(职称)人员表⋯⋯⋯⋯(796)

第四节先进模范人物表⋯⋯⋯(798)

第三章烈士英名录⋯⋯⋯⋯⋯⋯(799)

第一节解放战争烈士⋯⋯⋯⋯(799)

第二节抗美援朝战争烈士⋯⋯(799)

第三节剿匪烈士⋯⋯⋯⋯⋯⋯(800)

第四节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
‘

⋯⋯⋯⋯⋯⋯⋯⋯⋯⋯(802)

第五节其他烈士⋯⋯⋯⋯⋯⋯(803)

附 录

一碑记⋯⋯⋯⋯⋯⋯⋯⋯⋯(807)

鹤庆军民府城记⋯(明)李元阳(807)

鹤庆府学庙碑记⋯(明)张志纯(808)

南新河记⋯⋯⋯⋯(清)杨金和(809)

云鹤楼记⋯⋯⋯⋯(清)赵鹤龄(810)

清丈鹤庆县耕地记事碑

⋯(民国)丁嘉绩李琥(810)

附：鹤庆县耕地计数碑⋯⋯(811)

菩提寺碑记⋯⋯(民国)王懋程(812)

=鹤庆游记七则⋯(明)徐霞客(8 13)

三修志文稿⋯⋯⋯⋯⋯一⋯⋯(821)

修志纪略⋯⋯⋯⋯⋯⋯⋯⋯(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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