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国地方志丛书



；巾
厶五
南釜
人婆

巾
民委

巾山冬
山志

版袭
社美

编
纂

￡兰≯

旦．

威
市
士
Jt小

中
华
么．
民
扯
／、

和
国
地
方
士
J阶

丛
书



《宣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人员

1985～1993

顾 问 马开糅 尤 中 尤 力 张鑫昌 李学忠

主任委员 陈培富 肖本仁孔垂柱

副主任委员 J李正尧} 李继寰 陈世贵J赵登堂J

委 员 范春沛 李祥栩 吕通平 朱家龙邱学明 高绍良

主 编l赵登堂I

编 辑 柴治平 宁舜功 刘廷训 l刘正榜i 张永兰 l孙兴礼I晏光祥

高永堂黄云品 李嘉旺 马品松 夏国风 徐永源 I浦承沛l

《宣威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4．3—1997

主任委员张耀武

副主任委员 陈世贵

委 员 杨万林 荣国章 汤文治 李龙苍 高永富 吕文柳 陆思选

高连恒 符世凯李琳玻黄初道邱学明 孟德刚 陈吉平

王知国 朱祥祯 张满升 王宗苍张治华

《宣威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8～1999．9

顾 问 施洪甲 司宪年 缪多菊 沈庆美 李龙苍 高永富

主任委员聂祖良

副主任委员符世凯李琳玻朱发顺何兆先邱学明 孟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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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杨光旭钱俊光杨 华’吕涟松范树兰杨忠贵李学忠

张文周 徐天护 樊福贵孙贵先王庆贤 王文灿 王宗苍

杨绪庚吴道臻王庆和张满升朱祥祯 王所邦

主 编孟德刚

副主编宁德才

唐英

- 浦绍臻

《宣威市志》编纂人员

1994．3—1999．9

(1994．3—1999．9)

(1994．9—1996．9)

(1997．1—1998．9)

(1994．3—1999．9)

朱树雄(1997．1—1999．9)

李胜科(1998．6．1999．9)

编 辑孟德刚(1994．3—1999．9) 宁德才(1994．3—1996．9)

朱树雄(1994．3—1999．9) 唐英(1996．12—1998．9)

李胜科(1998．6—1999．9) 浦绍臻(1994．3—1999．9)

单庆涛(1994．3—1999．9) 钱恒章(1994．12—1997．12)

高体学(1994．12—1997．12) 胡昌彦(1994．12—1997．12)

宋恩龙(1994．12。1995．8) 孙道红(1995．10～1997．5)

陈世锡(1996．4。1999．9) 陈范清(1998．6—1999．3)

赵建雄(1994．3。1999．3) 刘贵华(1995．10—1999．9)

陶广顺(1997．11—1999．9) 罗登尤(1994．3—1999．9)

何希平(1994．3。1998．12) 周莉(1994．3～1999．9)

吴晓梅(1996．3—1999．9) 王斌(1997．7—1999．9)

浦恩寿(1994．3—1999．9)

摄 影刘普章赵皤 一

英文目录杨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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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张耀武陈世贵

世纪之交，欣逢盛世，具有“存史、资政、教化”功用的《宣威市志》即将和读者见

面，它的出版问世是宣威120余万人民一大喜事，值得高兴和祝贺。

国不可无史，郡不可无志。李鹏总理一再强调，要把“修志工作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修志是“官职”、“官责”，“为官一任，以志存绩”。宣威历史

上曾七修志书而五次未能刊刻，足见修志之难。今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盛世修志，千载难

逢。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历届县(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各部门的通力合作

下；百余专兼职史志工作者明心淡泊、矢志不渝、铁心修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历经数载，几易其稿，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筛选、考订、甄别，编纂成

一部150余万字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宣威市志》，书载千秋，垂馨千祀。

宣威，乌蒙巍峨，双盘环抱，奇山秀水，哺育了120余万勤劳智慧的宣威子民；盘江水

暖，红土情深，养育了红十军军长周建屏、红二十三军军长刘雄武及徐文烈、徐文礼等将

军，养育了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科学家张福学等乌蒙骄子。东山公园风景绮丽、“金钱

倒洒”，可渡关胜景、雄关古道⋯⋯这里南靠昆明，北邻贵州，控南中之门户，扼三省交通

枢纽，这里是闻名遐迩的“云腿之乡”，中山先生“饮和食德”的题词大放异彩。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宣威一批有识之士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20年代末期，

宣威就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红军长征两次过宣威，近400名宣威优秀儿女参加红军，血洒

长征路。抗战中，不少宣威俊秀为挽救民族危亡，血染疆场。解放战争时期，宣威是云南建

立反蒋武装较早的县之一，成为滇东北地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

里，数以千计的宣威热血青年献身异国他乡，写下了震古烁今、灿烂辉煌的史诗华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面对机遇和挑战，

乘时代之东风，扬改革开放之航帆，宣威各项事业长足发展，日益兴旺发达。全国体育先进

县(市)、全国教育先进县(市)、全国烤烟生产收购先进县(市)⋯⋯众多辉煌成就展现在

人们面前。宣威已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市)，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见成效，撤

县设市又掀开了宣威新的历史篇章。宣威已阔步进入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行列。

《宣威市志》求实存真，功过兼容，囊括百科，贯穿古今，用力久而考证精，纂述密而

取材富，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学术价值。它服务当代，垂鉴后世，追往励来，将为宣威各族

人民及未来的各级领导和各方有识之士开发宣威、鉴古察今，提供较为全面系统的宝贵资

料。为此，我向关心、支持、参与本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谨以为序!

张耀武：原中共曲靖地委委员、宣威市委书记，现任中共怒：zr-et委书记

陈世责：原宣威市人民政府市长。现任曲靖市副市长



2 宣威市志

序 二

施洪甲 司宪年

新编《宣威市志》，历经了十余年的时间，饱含着几届市(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真诚帮助、支持，凝聚了上百名专兼职修志人员的智慧和汗水，确实来

之不易。

志书，作为重要的地情资料，历朝历代都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关注和支持。修志，作为中

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发扬和光大，在中华民族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志文化体系。宣

威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而现存的旧志书却寥寥无几，以至今人还在为宣威的建置沿革考来

考去，最终也无个定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缺憾。

新编《宣威市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广泛汲取旧志编纂营养和外地修志经验，力求在体例编排、内容设

置上有新的突破。旧志“重人文，轻经济”，而新编的《宣威市志》则“人文经济并重”，既

反映出历史的衔接性，又准确、详尽、全方位地记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宣威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各面的变化和发展，功过兼容，着笔轻重有别；既注重体现鲜

明的时代特点，又注意保持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一部具有较强现实作用和存史价值的地方百

科全书。

《宣威市志》的问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可喜可贺。作为地方

志，它的功用是“存史、资政、教化”。读志可知兴衰，可知功过。也许当我们回过头去看

看已走过的路时，我们会猛然发现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好这部投入

了巨大财力和人力的来之不易的“地情宝库”的作用，希望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重视

它，研究它，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继往开来，为宣威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施洪甲：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宣威市委书记

司宪年：宣威市人民政府市长



凡 例

一、本志定名《宣威市志》，除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事物的记述取原名称外，其余均使

用现“宣威市”之名称。

二、本志记载内容为市辖地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历史与现状，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

三、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准确、客观、公正的原

则，述而不作，叙而不论，力求保持事物的本来面目。

四、本志横排门类，纵叙史实，篇、章、节、目结构，述、记、志、传、图、表、录并

用，以志为主。记事一般以目展开，少数以节为编写单位。

五、本志记事上溯至有史料记载之年，下限至1995年。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个别事物记述延至1996年。

六、为突出地方特色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烟草、宣威火腿、乡镇企业升格独立

成篇，其他少部分门类亦有合并或在篇中升格记述者。

七、为增强志书宏观整体性，本志设总述和各专志概述。

八、人物志含传、表、录。除人物传、革命烈士英名录按卒年为序外，其余按音序排

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职官表”收录本

籍在全国各地(不含港、澳、台)1995年前担任党、政、军副县、处、团级及其以上领导

实职，科技人员收录宣威籍副高职及其以上人员，英模表收录宣威籍和外籍在宣威市属单位

工作的省部级及其以上授予称号和一等功以上功臣。表列人物互相交叉者，以一表为主，加

注。人物收录不全的，待下届修志补录。

九、本志依照出版物行文规范要求，采用语体文和简化汉字。王朝纪年和农历使用汉

字，民国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并在自然段中首次出现加注公元年号(少数只在目中首次出

现加注)。一些特定名称在章中首次出现用全称，续现用简称。

十、本志使用资料、数据以档案、统计和史志类资料为准，未列入统计的数据以归口部

门提供的为准，均不注明出处。计量单位以国家法定的为准，少数从习惯，如亩、公斤等。

其中民国以前的使用原计量单位。国土面积、耕地面积分别使用土管部门详查数和区划部门

调查数。照片除署名摄影者拍摄外，部分为市档案馆提供。

十一、1950年3月至1955年3月使用的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比值为10000：1。

文中使用旧版人民币数，部分折为新人民币，部分保留原数，均加注。

十二、本志设英文目录和索引，以利读者查阅、检索和对外交流。

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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