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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天井社E居民娄女套(竞支部喜n、居民喜女备妻^

第一届走井社E居民妻女夸(居民姜女套委女、老协妻女

第一届天井居民喜A套(党支部委n、居民委女套妻女



第一届天井居民垂A套(党支部喜A、居民晏女套毒^、老协妻^

太理垃弃开发＆套安分局天井社区f务协管人A



走井村本主庙玉龙寺

天井村本主

参加1 992年置井村通水鼻礼部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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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寿赵继权

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洱海周围就有定居的居民，他们除从事

农业以外还兼做各种手工业生产。天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天井

村)，是洱海边上历史比较悠久的村子之一，公元五世纪这里就有

人居住，公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形成村落。由于历史上水利条

件差，天井村自古烧窑业就十分发达。1987年，大理地区的考古工

作者，在该村发掘出许多古代的窑制品残片。其中有莲花纹饰瓦

当，卷云纹饰的滴水，还有“左公苴”，“官十四年左口”，“官十五寺

回口”：“官十四仲莫”等字样的残瓦以及陶制的鸱尾等，年代大约

在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之间。这说明当时天井村陶制品的生产

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同时说明天井村的祖先远在几千年前就在这

里繁衍生息，并开始创造着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如今，天井村的子孙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紧跟时代，努力工

作，使天井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村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许多村民靠勤劳走上富裕之路。

其中赵文元、赵绍文、赵启胜、赵保燕就是他们中的代表，特别是赵

文元，他被村民称为从奴隶到将军的农民，如今拥有资产近千万

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理经济开发区的成立，使天井村有了

较好的发展机会。如今十年过去了，随着开发区的发展天井村已

完全融入了城市之中，村民在村里就能买到生活用品，许多村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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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房屋就能维持生活。特别是天井村归属大理经济开发区管辖

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更陕。昔日的天井村已和城市没什么区别，

历史上的天井村已渐渐被新兴的城市代替，成为城市中的村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觉得撰写《天井村志》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

《天井村志》是对我村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发展现状的客观

记录，是对我村优势资源的归纳总结，也是对行政村发展模式和产

业发展规划的探索，其作用和功能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天井

村志》应该是我村建设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一次总结，也是对未来

天井村小康社会的建设蓝图的家族谱资料的收录，可以全面介绍

本村历史，还可顺应百姓认祖归宗的愿望。同时还可作为我村对

外形象宣传和招商引资的材料，也可作为本村百姓了解本地情况，

参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学习材料。

《天井村志》把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物质资源，文化资

源记载下来，这对我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天井村志》不仅是时代的总结，也是教育后代自强不息创造美好

新生活的教材。还可激发村民爱村爱家的感情。

在全国人民努力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天井村的村民，将

牢记历史，认真总结前人的成败，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努力奋

斗。

一2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书结构，按编撰职务、目录、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志正文(章节体)、后记顺序排列。节以下的标题序码用一、(一)、

1、(1)顺序排列。 ．

二、本志书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

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忠于历史、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直述史实，述而不论。

三、本志对历史纪年，1911年前当时通用纪年，并在括号内加

注公元纪年。1912年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地名实用当时名称，再加注今地名。

四、本志记述时限原则上上限1952年1月，重点突出从建村开

始，下限断在2002年。个别情况上限追溯至事物发生时起，下限到

2003年。 ．

五、本志书以文字记述为主，结合实用图表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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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天井社区是大理经济开发区下属的一个居民委员会，由3个

居民小组组成。

天井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名东窑村，远在大理国时期，白族工匠

人来到这里开设砖瓦、陶窑生产。因无固定住所，只栖息在窑之东

面，故取名为东窑村，明代后改为天井村。历史上天井人农闲时外

出从事烧砖业，农忙时回家务农。直到改革开放后天井人才结束

这一产业，开始从事建筑等第二、三产业。1998年天井被大理经济

开发区统征，天井村民全部转为城镇人口。2002年更名为大理经

济开发区天井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解决失去土地的天井人生活出

路问题，大理经济开发区以每3人50岔的土地面积预留到个人j

地点分别在大理开发区内已规划好的商贸街两侧。目前，已有

70％的天井人在此建盖了房屋。1998年以前天井村的范围为：东

至山西村、旧铺村，南至黄家村、风鸣村，西至西窑村、向阳村。东

西长2公里。南北长2公里多，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耕地和山地

面积2800亩。1998年以后总面积仅有300多亩。天井历史上是茶

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滇北与滇西的连接点，由于天井

特殊的地理条件，从明朝洪武年间至今都有部队驻扎，历来为军屯

之地。

据资料记载，公元五世纪天井就有人居住，公元八世纪形成村

落，公元10世纪天井的先民就开始从事烧砖瓦，后来又有人从事赶

马，许多烧砖手艺人有组织的到外地烧砖，最远到保山与缅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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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队伍从事食盐、茶、糖等百货运输，最远到昆明、西藏。

天井社区居民委员会虽为小块聚落，但社区内有许多中西合

璧的宽宅大院，还有水泥铺成的路面，表现出新的民族特色和浓厚

的地方风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天井村的村民并不富

裕，各方面的发展都比较缓慢。建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的收人年年增加，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产业结构也随着土地被征用，城市建设的扩大而发生了根本

变化，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天井人有的办企业，有的从农业转向了第

二、第三产业。其中也有部份村民农转非后失业，一些有市场头脑

能吃苦的人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富人。

另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天井的文化、教育、科技和卫

生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两个文明建设同时发展。

天井社区居民委员会现有570户1760人，总面积2800多亩。

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达310天，适宜农作物生长也适合人类

居住。划归开发区管辖后，大理州劳教所、大理监狱、泛亚酒店、欧

亚乳业等企业先后落户这里，天井已融人城市之中，成为城市里的

村庄。

随着大理市交通设施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这里住进许多外

来人，他们大多租住天井民房从事商业活动i目前外来租住人口已

超过本村人口，这些外来人给天井带来经济的繁荣。

天井作为一个古老的村庄，随着大理市城市面积的扩大，已完

全迈入城市行列，昔日的农民已成为新型的城市居民。为适应市

场经济的发展，天井人正以新的思维，新的举措，与大理市民一道

为把大理建成滇西中心城市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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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公元5世纪天井自然村有人居住。

公元9世纪至11世纪，天井自然村形成。

秦二世元年，被充配到云南的部份官兵，以及开发边关的官吏

(南京御天府柳树弯大石板籍人)落户天井。

明代永乐年，天井村重修本主庙及玉龙寺，并在庙内铸一99公

斤重的铜钟，钟上写有天井村史。1958年大跃进时，此钟被击碎上

交，以完成大战钢铁生产指标。从此，天井村失去有文字记载的历

史。
。

1925年3月16日，大理地区发生地震，天井村受影响，发生人

亡房倒。 ．

1925年，天井村始建4年制小学。

1926年，大理地区土匪作乱，以张梁为首的土匪率众围攻下关

各村庄，民众受害，天井村民赵联瑾被杀。

1926年12月，大理地区发生地震，波及天井但无人员伤亡与

房屋倒塌。 ．

1935年12月，滇缅公路全线通车，公路从村前通过。在该公

路建设过程中，天井村民出钱出力参与修建。

1942年，大理霍乱流行，天井村数十人病死。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天井村同时解放。

1950年3月，解放军第14军进驻大理，天井村民身着节日盛装

到凤仪欢迎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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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下半年，天井村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

1951年成立农民协会，全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1952年5月成立互助组。

1952年2月至12月，全村进行土地改革。

1952年春，天井村修建天井水库，两年后建成。

1952年12月，凤仪县第三区供销社在天井村成立并开业。

1953年，天井村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及中国共产党天

井村临时党支部。

1954年，成立初级社。

1956年，成立高级社。

1958年9月成立凤仪红星人民公社天井管理区，同年成立集

体伙食团。

1958年，建立天井完小。
’

1960年，全村水肿病流行。

1960年，修建抽水l一3级站，同年建成碾米磨面等动力站。

1961年，集体伙食团撤消。

1961年，成立下关市天井人民公社。

1965年10月，“四清”工作组进本村。开展清“政治、经济、思

想、组织”的“四清”运动。

1966年，成立金星人民公社天井大队。

1969年，成立金星人民公社天井大队革命领导小组。

1969"--1983年，天井完小增设初中班。

1970年，恢复金星人民公社天井大队管理委员会。

1984年3月24日，公社改区，先锋公社和金星公社合并为市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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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天井改为市郊区人民政府。

1984年11月，本村村口出土陶麒麟一对，现存州博物馆。

1987年，区改乡，建立市郊乡天井村公所。．

1988年，拆除粮食仓库并在原址上修建教学楼。

1990年，在本主庙门口种大青树。

1991年，改造三级站，并修建本村自来水设施。

1992年，完成全村自来水安装，结束天井人吃井水的历史。同

年，建立大理经济开发区天井村公所。

1995年，大理经济开发区在天井村预征土地，同年重建玉龙寺

寺门，并建成位于苍山路边的三个停车场，随后向外承包。

1998年，天井村公所改为天井村委会，同年天井村被大理市命

名为小康村。

1998年，大理经济开发区在天井统征统转，天井村民全部转为

城镇居民。

1999年，成立天井居委会。

2001年，改造乡村道路。
、

2002年，完成电网改造，同年在滇源路边修建两个停车场并向

外承包。

2003年，重建本主庙及玉龙寺，同年建成天井菜市。

2004年，完成自来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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