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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一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4．1．24——1986．9．4)

主任委员张生典
，

副主任委员王巩汉’ 王由在(布依族)

杨昌雄(苗族) 刘廷福(回族)

委 员 方永家 白俊德(回族) 刘 昕

杨国斌(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罗富敏(布依族) 姚荣居(布依族)

黄汉林 黄义仁(布依族) 高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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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二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6．9．5——1988．6．14)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总 纂●C一 徽

张生典

王巩汉 王由植(布依族)

刘廷福(回族) 陈吉顺

(以姓氏笔划为序)白俊德(回族)

石道本 刘宝福 汪克强

李 华(布依族) 罗来隆(布依族)

罗德仁(布依族) 罗富敏(布依族)

杨贯恩 杨国斌(布依族) 金福华

侯正中(苗族)一 欧正清(苗族)‘ 唐保琦

顾永芳(苗族女) 黎光武(布依族)

王巩汉 白俊德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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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三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8．6．15——1993．3．8)

名誉主任委员张生典

主任委员 莫时仁(布依族)

副主任委员 王巩汉 黄天印(布依族)

吴嘉甫(布依族) 王由植(布依族)

黄义仁(布依族)

委 员 张传瑞 黎光武(布依族)
。

李 怡 陆道邦(71c族)

l白俊德f(回族) 罗富敏(布依族)

杨贯恩 杨国斌 唐保琦

顾永芳(女，苗族) 李 华(布依族)

总 纂 王巩汉 吴嘉甫。匿囹 李 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四届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委员张生典

主任委员莫时仁(布依族)

副主任委员 吴嘉甫(布依族) 兰天权(苗族)

胡显仁 蒙启良(苗族) 王巩汉

陆道邦(水族)
、

‘

委 员 罗富敏(布依族) 陆宝新(布依族)

李汉堂 宋恩鹏(布依族)

葛寿来 郭俊明(布依族)

孔凡英(女) ‘刘泽渊(布依族)．

唐保琦 李 华(布依族)

史志办公室主任李 华



《黔南州志·交通志》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 覃文桂
副组长 高光如莫乃吉郭光基
成 员 徐尚忠伍良麟周成玉赵继斌张元柏

编 纂 人‘员

主 编 郭光基

编 缉 方为纶刘荣秋

概 述
大事记略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郭光基
郭光基
郭光基

方为纶
方为纶

刘荣秋

本志分纂 廖．劲
总 纂 李华
编 审 王巩汉

一1"1章刘荣秋早XU乘伙
六章郭光基，、早 子p了E萏誉

七章郭光基
录，郭光基
记郭光基

省志办验收 肖先治 罗兴武 张桂江 罗再麟
校 对郭光基
编 务罗显琼 梁豫黔 冷艳 付玉林

人，茎幕后

稿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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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九十年代初期，当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历经10个春秋，取得

了一定成绩的时候，我奉调到黔南州委工作。到职后得知，全州八十

年代初期起步的编史修志工作，尚在紧张进行。这是一次州情的全面

调查和综合整理，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社会的需要，

责任感的驱使，使我对这项古老的新事业逐淅加深了认识。决心在抓

紧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继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依靠各方面的

力量，把此项工作推向纵深，尽早把全州的自然和社会、各项事业的

历史和现状及其兴哀起伏、曲折前进的过程如实记述下来。为黔南州

“资治、存史、教化"作出贡献。

黔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资源丰富。在这2．6万多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330多万布

依、苗、水、毛南、瑶、汉等30多个民族。多少世代以来，各族人

民在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坚强勇敢，不屈不挠；在垦拓山

区、改造环境、美化家园的社会实践中，勤劳勇敢，艰苗奋斗；在日

常生活交往中，诚恳相待，情真意挚；在文化艺术事业中，彼此尊重，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各族儿女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拼搏

精神，谱写出了一曲曲推动历史前进的凯歌，使这片资源富庶而又贫

穷的山川越变越美。

遗憾的是，古往今来，黔南州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历史前进的

轨迹，人民改造山区面貌的艰辛，都没有得到如实的记载，后人无法

继传。很需要一部较完整的志书。

1949年至1951年初，黔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各族人民获

得了解放。党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民族政策，逐步等到贯彻

落实。1956年8月8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立后，在州内各级党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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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人民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的各项

事业有了巨大发展，贫究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

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兴

旺、文化繁荣的景象已展示出来。

1983年，州委、州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

有关指示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盛世修志"的优良文化传统，成立

了党史和地方志合一的编史修志机构——州史志征集编纂委员会，

并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_史志办公室，12个县(市)亦成立了相应

机构。全州的史志工作自此启步。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是很努力的，

在州委、州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

很顺利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
，‘’

诬。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黔南州州县(市)两

级史志丛书的完成，将更加丰富祖国灿烂文化的宝库。对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促进我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黔南州委书记 李培书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总序二

作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

是有史以来首次全面地系统地记述黔南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重要的

科学性资料著述，也是各界人士充分了解、认识、研究黔南的自然和

社会的重要历史文献。

黔南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这里，是布依、

苗、水、毛南、侗、瑶、汉等30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山区；这里，是

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这里，是成同年间农民起义的烽火

燃烧得最旺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日本侵略军践踏中华大地的一个

终点。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能耕善织，喜歌好舞。他(她)们在建

设贫困山区的同时，也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但在解放前，由

于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原因，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很贫

乏，记载各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艰苦奋斗精神的

历史资料，更是寥寥无几。

1949年底到1951年3月，黔南各地先后获得解放。从此，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全州工农业生产不断

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山区面貌日新月异。用志书向

各族各界人民介绍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状况，汇报工作成就与不足，记

述历史进程中的兴衰利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也是我们政

府工作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八十代“盛世修志”的条件具备

后，我们就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与统一部署，在州委的

领导下，从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的领导班子中，抽人组成

了史志编纂委员会，形成了“党委领导j政府主持，人大监督，政协

协助"的编史修志领导格局，并从州、市、县机关动员组织了600余

人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编史修志队伍j j开展了《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志》各分志及市、县志的编史修志工作。从1 986年起，史志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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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陆续出版，初步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编史修志是一项繁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时间跨度大，内容

多。从事此项工作的广大史志工作者能够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鼓足干劲，勤奋耕耘。同时，得到上下左右有关单位

及各族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做到了通力合和，紧密配合，使编史

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

，要知一方情，必读一方志。《黔南州志》各分志的陆续出版，将

为各级领导实行科学决策和为各界人士研究黔南、建设黔南，提供丰

富的可信的依据。《黔南州志》必将以它丰富的资料，在黔南州的历

史进程中发挥其深远的影响，体现其“资治、存史、教化"的特有功
，

能。

值此编史修志工作顺利向纵深发展，史志书籍陆续成稿问世之

际，谨向为编史修志工作操劳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黔南州州长莫时仁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五日



州委、州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黔南州志．交通志》经过四载

的辛勤笔耕，今日问世了。谨向孜孜不倦作出奉献的修纂诸君致以敬

意!向为该志操心费力的领导和同志恭表谢忱!

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脉。古往今来，它无不与人类社会

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交通运输

有着长远而光辉的史绩，为灿烂文化和物质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黔南交通史为中华交通史海之一粟，它再现了漫长而坎坷的历

史画面：铁路交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易铁路到标准铁路、从小火

车到电气机车的逐步发展过程；公路交通经历了从古驿道到乡村便

道，从近代公路到现代公路，从人扛马驮到大吨位、豪华车辆的崎岖

历程；水路交通则留下了从木筏渡运到木帆船、机动船直至吨级客货

轮渡运的艰辛足迹。忆往昔，偌大黔南车揖少，世世代代运输难。看

今日，万辆机车驰城乡，路如飘带绿荫间。交通建设事业迅速发展，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的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我州交通事业能有今天，应归功于党的伟大、英明。归功于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归功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这一业绩是黔南

各族人民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是广大交通职工无私奉献的硕果。我们

为黔南交通的今天而雀跃欢呼，更要为黔南交通的未来而加倍劳作，

奋力登攀。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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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志·交通志》记载了黔南交通事业的发展史，它溯古究

今，横分纵述，内容翔实，是我州交通事业“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的文化遗产，填补了我州交通的历史空白，是“众手成志’’原则结出

的丰果，是我州“修史编志”建筑群中之一厦。愿此志使过去的努力

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望现在和将来的建设者们去为该大厦添砖

加瓦，增光增辉!

《黔南州志·交通志》的问世，倘能为黔南的振兴尽一丝绵薄之

力，正是编志之所求。。．
●

黔南自治州交通局长 覃文桂

1990年12月25日



《黔南州志》编写总说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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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注意体现“三性(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性)，突出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努力使志书发挥“资

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系多卷集成丛书，由大事记(包括总述)、地理、文物

名胜、民族、教育、党群、政权、军事、公安i司法、民政、劳动人

事、计划管理、农牧渔业、林业、水利、气象、乡镇企业、重工业、

轻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供销、财政、税务、工

商行政管理、金融、粮食、物资、外贸、烟草、科学技术、文化艺术、

报刊广播电视、卫生、体育、人物、杂志等40个分志组成。以出版

时间先后为序编排卷列。

三、本志为语文体、记述体、，采用记、志、传、图、表、录等各

种表述方法，力求图文并茂。

四、断限：上溯不限，尽量追溯；下限至1 994年底。各分志在

总志的下限时间内，根据完稿的实际情况决定下限时间。

五、称谓：时间、地名除用历史称呼外，加括注明公元纪年和今

地名。 。I

六、人物：统设《人物志》，各分志不再设人物章。入志人物坚

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有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采用“以事系人"

办法处理。

七、本志入志数据，解放前的来自档案文献；解放后的以州统计

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部门提供。

八、各分志中所用“解放”一词，系指州内国民党政权被推翻、

人民政府建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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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志‘·交通志》编写说明

一一、本志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以下简称《黔南州

》的第6个分志。它是在中共黔南州委和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州史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州交通局负责编写的。 ．

二、本志在“详今略古"的原则下追溯到古代有关交通史略，上

不限，依事追溯，下限至1989年，重要事件延至1990年。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称谓，均采取双重记法，即

述当时当地习惯称呼时，在朝代记年或民国记年后用括号加注公

纪年，原地名与今地名不同者，在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今地名。
f

四、本志系编著体，资料多系档案、馆藏资料，一般均不注明出

，对少数引用原文者，文中注或页末注，以资考证。 一

五、图表，除黔南州交通图外，其他地图、表格分别插入各章。
●

六、历史记量单位，先记旧制，加括号注明公制。对近代道桥、

运量均采用公制单位，用汉字表示，如公里、米、厘米、公斤、吨、

吨／公里、车／公里、人／公里等。统计数字均用阿拉伯字。引用历史

文献，原文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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