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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冕宁县委书记王蔚珊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新编‘冕宁县志>问世了。这是我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也是全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新编《冕宁县志>是新中国建立

后冕宁县第一部区域百科著述，也是冕宁近百年历史的文字载体。

在冕宁这块不平凡的土地上，有太平军的足迹，拉库起义的呐喊，彝海结盟的丰碑。

在这块中国工农红军播下革命种子的地方，中共冕宁地下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为新中国

输送了一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中央、省、州、县级优秀干部。境内各族人民前赴后继，

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解放后，全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摒

弃民族隔阂，相濡以沫，亲如一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昔日荒

芜地，而今山河面貌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

清代，冕宁曾数次修志，刊印流传至今的有乾隆本(简志)、道光本、咸丰本、光绪

增刻咸丰本4种，记载了冕宁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但门类残缺，旌表失宜，褒贬无当，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言多歧视。民国28年(1939年)县政府设文献委员会主持修志，虽颇

张经费，然终未成功，志稿及资料均散佚无存。至80年代初，冕宁近百年历史仍空白无

载．其问，冕宁的兴衰得失，冕宁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尤其是解放后翻天覆地的

巨变，都应全面真实地载入史册。1984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号召下，按照省、州部署，

中共冕宁县委、县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力量，积极开展了．这项“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

文化工程。

新编誓冕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

求是，秉笔直书，力求编成一部能体现时代精神和地方特点的信史。我们相信，《冕宁县

志》的出版，将为党政领导机关认识和掌握县情，正确决策和施政，提供历史借鉴和科

学依据；为各行备业干部、一职工的知识化和专业化，为当前和今后开展各项科学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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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翔实可信，便于查考的基础资料，为激励全县各族人民和干部，认识冕宁、热爱冕宁、

振兴冕宁提供丰富具体的乡土教材。在编写《冕宁县志》的过程中，得到省、州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的关怀和指导，冕宁籍在中央、省、州的领导和在外工作的学者、专家的热

情支持和帮助，境内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配合，并有一批离退

休老同志热情投入，辛勤笔耕。在此，一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l

过去，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千秋繁衍。今天，冕宁28万各族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紧密团结，同心同德，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业绩。让卫星升起

的地方冕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征途上，展翅腾飞．奋勇前进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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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宁县人民政府县长郑国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不

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盛世修志，势在必行。1984年，中共冕宁县委、县人民政

府决定设立机构，拨付专款，荟萃人才，重开志篇。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辛勤笔耕，

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历时八载，数易其稿。今天，新编《冕宁县志>问世了，这是全县

之盛事，可歌可贺l

编史修志，旨在资政。要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好一县之事，关键在

于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地理、资源、交通、经济等条件，正确决策。而要做到这一

点，则需首先认识县情；不仅要认识现实状况，而且要弄清历史脉络，从而扬长避短。新

编‘冕宁县志)是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是冕宁今天和明天进行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县情文献，雨着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其

社会和经济效益必将随实践的发展而日益显著．我们相信，新编‘冕宁县志》的出版，将

有助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县情，励志图新；将更加激励全县人民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积极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团结奋斗，大展宏图。我们更希望全县各族人

民，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奋发努力，为今后的冕宁史志，谱写出更新更美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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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上限断至1911年，有的可因事适当上溯，下限原则上断至1989年．重点记

述解放后的40年。

二、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循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反映冕宁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除卷首、卷末外，设概述、大事记、专卷、人物和附录．概述，概要记述

冕宁全貌及其发展简况。大事记采用编年纪事本末体，依时记述冕宁历史大事。

专卷，一般设章、节、目、细目四个层次，横排竖写，纵横结合，力求突出地方特

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少数民族卷记述境内汉民族以外的民族，凡世居境内，按族

别列章记述，其余的在有关章、节作综合性记述。

．人物，以本籍人物，近现代人物为主，着重记述革命烈士及各条战线有代表性的先

进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一律记实，不加评论；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特出业绩

和重大影响的在世人物，用简介、名录形式反映。

四、本志适当运用图、表，借助形象直观手段充实内容，增强可读性。

五、纪年著录，1949年前，采用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年，1950年起，以公元纪年。

六、县以下行政区划名称，依照各时期原称。现地名一律以《冕宁县地名录》为准，

记述不沿用的古地名时注今名。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上力求简明、朴实、流畅、准确，避免冗杂夸饰。
’

八、本志专用名词、术语、度量衡标准单位及文字、标点的使用均按国家有关部门

的统一规定I统计数字以统计局口径为准。

九、本志所用资料均为经过核实、鉴别的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和文献资

料等。并以“一事一卡”分类归档备查，志中不再一一作注。



十、本志工农业产值除注明外，均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

十一、本志文中1955年3月1日前流通的人民币，其币值一律换算为人民币1955年

3月1日后币值。

十二、本志“懈放前(后)”系指1950年3月28日冕宁解放之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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