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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荨

中共官渡区委书记 梁晓谷

官渡区人民政府区长张忠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在中共官渡区委领导下，在四届区政府主持下，通过修志工

作者12年的辛勤笔耕，官渡区历史上第一部志书——<官渡区志>终于出版问世了。

这是我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全区各修志单位、社会各界集体智慧的

结晶，也是全区人民为建国50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旧志遗产十分丰富。为继承和发扬这一优

秀的文化传统，适应我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1987年9月。官

渡区委、区政府着手规划官渡区志的编纂工作，成立官渡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具体负责官渡区志的编纂工作。并加强了修志工作中的政治思想指导，明确新编

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对修志所涉及的有关历史与现状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认真把关。及

时指导，保证了志书的质量。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查阅了大量史料，吸取前

人之长，咨询当代修志高士，广征博采，探微索隐，数易其稿，终使这部巨著得以完

成。<官渡区志>的出版，填补了官渡区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空白，是承上启下，继往

开来，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

官渡区地处昆明市近郊，景秀物丰，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远在一万年

前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西汉开疆筚路。第一次把境域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的版图。

唐永泰元年(765)，南诏凤迦异在境内筑拓东城，定名南诏东都，并在官渡设立渡口，

官渡成为南诏王朝在滇中的重要门户。宋大理时期，兴建官渡古城、法定寺，倡导儒

学，文化渐开。元平章政事赛典赤兴修水利，治理盘龙江、松华坝等，消除水患，灌溉

良田万亩，民渐殷富。明清以后官渡人才辈出。文有王思训，官至翰林院侍读，著书立

说，以“有志述作，不求荣利”名噪滇中，其作品以脍炙人口的诗文<见山楼诗文集>

为代表，纂修<云南通志>、<滇乘>等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书画以钱津

为代表，其书法集众家之长，自成风格，小楷刚柔并进，大楷力透纸背，行草更是神龙

飞舞；绘画尤工瘦马，以“凤鬃雾鬣，筋骨显露”见长。武有杨振鸿，医有罗开泰等

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官渡人民积极支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活跃在官渡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更是迸发出无尽的创造

力，使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官渡区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详今略古，

／



官渡区志

述官渡区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域等方面的

，纵贯古今，是一部具有独特的文化、学术等价值的区情书，

史、奋斗史，它为我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

过辉煌的成绩，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在邓小平理论和党

区人民将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

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资源、科

广泛吸引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走以农业为基础，乡镇企业为

产业为龙头，依托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经

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带入21世纪。

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官渡区志>的编辑出版，为全区党政

可靠的地情资料，为全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

主义教育和区情教育的生动材料，对认识官渡、宣传官渡、建

。让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更新观念，继续发扬自立更生、艰

、求实、创新、廉洁的工作作风，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新的精

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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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为准绳，记载官渡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记录形式，以志为主。

三、本志以方志理论为指导。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四、本志为区首修志书，遵循“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重点记述本区当代

的发展史实。上限时间以其事物在辖区内的发端为起始，下限一般止于1995年，个别

事物至1998年。

五、本志语言一律采用现代汉语，坚持严谨、简洁、朴实的文风。记述史实采用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各专卷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一般不作评述。。

六、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志、报章、刊物、专著、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及

各部门、各单位编写的部门志、专业志，编纂时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不拘泥于原籍和客籍，以对社会有

重大贡献，有一定声誉和影响为原则，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人志。人物表以本地区革命

烈士和获市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省以上先进人物入志。

八、时间表述，农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加括注公历纪年，中华民国后用阿

拉伯数字加括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公历纪年。

九、使用数据以区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没有纳入统计部门的数据，以业务部

门报送和档案资料为依据。

十、计量单位的书写一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对历史上的计

量单位仍照旧况记述。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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