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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面、系统的记述了瓦马乡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图(地图、照片)、述(概述)、记(大事记)、志(各专志)、传(人

物传)、录(附录)、表(表格)7种体裁构成，其中各专志采用章、节、目的体

例结构，坚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横排纵述，述而不论"的修志原则进行

记述。

三、本志遵循“详内略外，详今略古"的原则，上限尽量追溯至事物的

源头，下限截至1999年底，重点记述了1950年1月保山市接管国民党政

权以后，尤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和经验得失，突出本乡的特色o 、

四、本志人物部分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论述了本乡历史上有影响

的人物，由传、表、录3部分组成。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图书、121碑等，同一事物的诸资料(或

数据)出现矛盾现象，以考证确切成最树威的资料为主。

六、本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之时间概念，特指接管国民党政

权的时间，即1950年1月1日。

七、本志大部分统一使用国家规定计量单位，统一行文规范，力求内

容与形式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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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马建街碑记

明洪武二十五年皇帝朱元璋下诏柳义将军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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