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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一

中共富源县委书记梁志敏

继新编《富源县志》1993年出版面世后，县委、县政府决定续编《富源县志》

(1986—2000)。经过四载艰辛，六易其稿，即将付梓，这是我县修志工作取得的又一

成就。

续编《富源县志》(1986—2000)一书，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省市县三级地方志续修工作的统一部署而编纂的。承新编《富源县志》的

体例和编写原则，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

线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与新编《富源县志》(1986—2000)衔接，对1986年至2000年15

年间改革发展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作了具体详细的记述，并对新编县志内容进行增

补。《富源县志》(1986—2000)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把握时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

全方位展示了富源的面貌。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挑战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机遇难得，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我们不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我们将愧对时代、愧

对组织、愧对人民。面对基础差、底子薄、实力弱、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县

情，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

迎难而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富源精神，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只争朝夕

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解放思

想、与时俱进、统筹协调，坚持农业稳县、煤电强县、城镇促县、生态立县、交通活

县、科教兴县，着力做好煤炭一篇文章，打响大河乌猪和富源魔芋两大品牌，大力发展

务工经济、特色经济和非公经济，积极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切实加

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实施煤电强县

战略，建设云南煤电大县；打响两大品牌，促进农民增收；坚持不懈地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提高精神文明水平；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执政能力，推进政治文明。通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努力实现全县生产

总值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翻3．3番达200亿元左右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国不可无史，郡不可无

志。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富源县志》(1986—2000)集富源之“百科”，

存富源之“全史”。它的编纂和出版发行，为社会各界了解富源、研究富源、开发富源、

建设富源提供了资料，为领导干部决策提供了参考，对促进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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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富源县志》(1986—2000)续编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

界人士积极支持下编纂而成的。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和有关县市区的热情帮助，

所有参与编写的同志为之付出艰辛的劳动，在《富源县志》(1986—2000)续编付梓之

际，谨向有关部门和参加编纂的同志深致谢忱。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对不妥之处

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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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二

富源县人民政府县长彭志能

地处中国第三大河——珠江上游，位于云南省东部的富源县辖8镇3乡，有3251

平方公里国土面积，65万人口。

悠久的历史，漫长的岁月在富源境内留下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有

风光秀丽的十八连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巧夺天工的花洞奇观、奇妙的天然清溪洞以及富

源“八景”，有文庙、魁星阁、旧城山、平彝县古遗址、亦佐古遗址等文物景观。建于

明朝的雄奇界坊——胜境关和保存完好的由黔入滇古驿道，使许多文人骚客、政界首要

纷纷为之赋诗联对赞美这奇特的“风雨知云贵”的天文和地理奇观。

富源与贵州省西部的盘县相连，自古被称为“滇黔锁钥”、“云贵咽喉”，远在秦汉

时已开发置治，元朝时北部称平夷乡、南部称巴兰乡。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在北

部设置罗山县(城池为今县城旧城山)，元惠宗至元二年(1336)在南部设置亦佐县

(城池为今富村镇亦佐村)，明朝几度变置，至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设置平彝县

(城池为今县政府所在地)。民国时期，建置沿清末建制，改县署为县公署，1954年9

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改称富源县。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境内产生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有明朝正德六年(1511)状

元杨慎的“滇程记”，记述入滇通道的历史景观；明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由黔入

滇游记；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的“滇轺纪程”等。1935年4月，1936年3月，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两次经富源，留下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形成大

量丰富翔实的宝贵材料，为富源悠久的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在富源历史上，有编修地方志的良好传统。清朝康熙年问(1706)县知事任仲宜编

纂第一部县志《康熙平彝县志》共10卷。光绪年间(1908)县令韩再兰与拔贡李恩光

共编写第二部县志《光绪平彝县志》共lO卷。1991年新编《富源县志》上限为辛亥革

命前夕(1908年)，下限为1987年，完成了第一届新方志编纂出版任务。按照国务院

“每20年左右修一次”志书的要求，富源县于2000年在全省率先安排部署了续修新方

志工作。2002年3月正式启动。

1991年，国务院批准富源为对外开放县。富源是国家列为滇黔桂“金三角”开发

区和攀西一六盘水综合开发区及南昆铁路走廊经济开发的地带，也是“九五”期间国家

重点开发地带。境内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尤其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县内煤炭储量面积

826平方公里，地质储量204．71亿吨，已探明储量为64．24亿吨，占云南省探明储量的

28．12％，居云南省各县市区煤炭储量之首。境内后所和庆云矿区，已探明气煤地质储

3

乙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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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2．09亿吨，占云南省气煤储量的72．2％，是云南省最大的稀有气煤基地。

富源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扎实

实打基础，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农业富县、煤电强县、城镇促县、生态立县、交通活

县、科教兴县，巩固提供粮烟煤畜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非公经济。全

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条件较大改善，城镇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城乡环境面

貌明显好转，社会事业更加进步，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不可无史，郡不可无志”。

《富源县志》(1986—2000)的编纂出版，适应历史和现实需要，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全县

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全县人民以改革为动力，“三个文明”一起

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历程。这本志书不仅是全县领导干部的必备之书，而

且是后代子孙进行国情、县情教育的好教材，也是招商引资，认识富源的重要窗口。

《富源县志》(1986—2000)，是由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史志办编纂的社会主义新

志书，全县200余人直接参与这项历史工程。凝聚着有关省市领导、县委、县政府及各

级部门殷殷关切之情，浸透着全体编纂人员的辛勤劳作。值此，谨代表中共富源县委、

县人民政府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富源县志》编纂出版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修志为用”。相信《富源县志》(1986—2000)的编纂出版，必将进一步让社会各

界了解富源的巨变，世事民情，鉴古知今，提高决策水平；利用县志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利用县志介绍富源、宣传富源、建设富源、发展富

源，更好地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促进富源的经济腾飞，创造出新的辉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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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力求全面准确、客观地

记述反映富源1986—2000年内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基本情况，达到思想性、资料

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赓续《富源县志》1985年下限，上限为1986年，下限为2000年末，少数

内容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在记述时有适当上溯和下沿，极少部分内容记述到2003年。

“续志”设补遗勘误，用以对前志的遗漏和失误进行补充和勘误。

三、本志采用序、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的篇、章、

节、目的结构层次设置。

四、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传、简介、表、录的形式收录境内有影响的

人物事迹。传的人物以卒年为序，简介人物以生年为序。

五、小数点后的数字一般保留两位小数。机构、单位、事物的名称在首次出现时用

全称，并注明以下用简称。计量单位通用公制，用汉字书写。

六、本志资料除部分由县志史办直接搜集外，大部分均由各职能部门从本单位的档

案和年鉴中搜集整理上报。资料出处一般作省略处理。基本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

准，其他数据均由各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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