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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玉溪地区志》是玉溪地区第一部综合性志书。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

东思想为指导，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断限

区内的历史与现状。 r。

二、本志为条目体，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组志。各类专志基本上按事物

性质分类设目，同时兼顾行政管理系统，以求合理分类，记述全面，不缺不漏。人

物志分为人物传和烈士英名录。文献志收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

三、本志记事时间断限，以记述组建地委、设置行署以来的历史事实为主，有

些不可分割的事物，适当上溯，下限断至1989年。 ，

四、本志记事政区范围，原则以现行辖区一市八县为界，历史上有些事件涉

及当时辖县，也适当记入。

五、本志资料，主要由地区直属各有关部门提供，并经单位领导审阅。统计数

字以行署统计处发布的为准，有差异者注明。标不变价处均指1980年不变价。

六、历史地名，第一次出现加注今地名。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纪年，夹注

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建国后用公元纪年。行文中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和建立后，均简称为建国前建国后。

七、本志力求以类系事、纵述始末，直书其事，叙而不议。行文重简洁、朴实。

除引用古籍外，o律用语体文。

八、人物遵惯例不为生人立传，以现代历史人物为主。革命烈士英名录按行

署民政处认定者收录。

九、本志分六卷出版。第一卷为序例、图照、概述、大事记及建置志、自然环境

志、人口志、民族志。第二卷为政党群团志、政务志、行政监察、外事、档案志、民政

志、劳动人事志、政法志、军事志。第三卷为综合经济管理志、工业志、交通志、邮

电志、城建环保志。第四卷为农业志、水利志、乡镇企业志、商业志、财税志、金融

志。第五卷为科技志、教育志、文化志、卫生志、体育志、广播电视志、汉语方言志。

第六卷为人物志、文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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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栽44089亩，1966年增加到36．92万亩，占全区稻谷面积的41．7％，实现了以

粳稻代替籼稻。后随着种植年份的延长，高产优势退化，逐渐被“科情3号’’、

“6701—3"，“6801—8’’、“台中31修、“西南175一、“8—126"等新品种取代。
而后又经过不断的比较，弃劣择优，西南175成为整个70年代坝区水稻的主要

当家品种。海拔1800米以上的山区6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新品种，整个70年代

主要推广“129"、“310"粳系品种和“8—126’’品种。80年代，中海拔坝区的水稻
逐步由。楚粳"和地区农科所选育出来的“云玉1号一所取代。通海坝区1985年，

开始示范从原来“8—126’’选出的“矮棵8—126"和地、县农科部门共同选育
的“175选3"两个品种，1987年起，每年种植面积达5万亩以上。山区水稻品种

基本没有改变。热坝的双季稻，50年代元江坝和新平漠沙、戛洒主要的当家品种

是本地的大j小红谷和糯稻，耐光温较强，生育期长，杆高易倒，不耐肥，产量不

高。60年代初，从外地引种，经过试验筛选，逐步示范推广“四上裕’’、“10509’’、

“421一、“台湾200号一、。西南175’’、。加南2号’’等粳稻新品种，实现了籼改粳的

第一次品种更新，单产比籼型地方种提高75公斤至100公斤。新双季稻区的化

念坝主要种植“台北8号一、。西南175"、“科情3号"、。罗马尼亚45"等品种。60

年代中期，元江、新平先后从省外引进籼型“广二矮2号"、“成都矮"、“彤红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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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矮"、“广选3号"、“南特粘"等试验成功，红光农场选育出“6901”。这些籼

稻品种推广应用达10年，单产一般都比粳稻品种增产10％至15％，成为以籼代

粳的第二次品种改良。化念坝区在继续选用“加南2号"和“广二矮2号”的同时，

引进推广“云粳11号’’和“台中39’’等品种。1977年起，元江、新平引进试种“威

优6号"、“汕优2号"、“汕优6号”等籼型杂交稻，在晚稻上获得比常规矮籼稻每

亩增产30公斤至75公斤的效果。随后也应用于早稻和中稻栽培，获得明显增

产，以元江，新平到化念，盘溪等地面积逐步扩大。1979年全区种植8400亩，

1988年和1989年发展到13万亩以上。水稻杂交优势的广泛应用，成为第三次

品种改良。随着杂交稻的推广，种子每年都靠从省外调入，不仅价格昂贵，且难于

保证适时播种。自1983年起，地区农牧局种子站派出专门技术干部配合新平种

子站在大开门、漠沙、化念等地建立杂交稻制种基地获得成功。’以后面积逐年扩

大，产量不断提高，杂交稻制种最多的1984年种植面积825亩，提供种子14．59

万公斤，减轻了从省外大量调种的负担。同时，为了适应元江坝区三熟制冬早蔬

菜不断增加的需要，水稻要既高产又早熟，又引进“桂朝2号”、“广矮104”等品

种作为搭配种植，试验示范成功，促进了稻——稻——菜一年三熟的稳定发展。

．玉米，建国后，区内玉米(包谷)品种有四次明显的改良更新。60年代以前，

各地都以地方品种二季早类型的黄、白包谷为主。本地区适应推广，抗病性强，果

穗大，品质好的地方品种有元江的都督包谷，华宁的登楼山包谷，易门的平阳地

自包谷，通海县的绿叶包谷，农民自行相互串换。60年代初期，曾引进“冬双抖、‘

“吉双’’、“双跃”等双交系品种试种，因生育期长，大斑病严重，制种困难等未能推

广。60年代中期，引进“普照包谷"、“金皇后"、“昭通二季早"、“草铺黄"、“东川二

马牙"等试种成功，普遍推广，成为第一次品种改良。60年末，引进推广了“云杂2

号"、“3号一、“师杂3号99 b。"革新1号”等品种间杂交种，形成第二次品种更新。70

年代期间，继续引种换种，逐步推广了。引金顶"、“引三顶一、。华金顶’’、“易顶2

号"等，由品杂种向顶交种过渡，成为第三次品种更新。80年代初，部分地方曾

引进“吉楚’’、“威楚"、“成单四号一，因适应性较差未能推广，种植两三年后被新

引进的“莫楚一、“七三单交”、“京杂6号一、“莫A”等所取代，成为第四次品种更

新。1980年全区种植杂交包谷103922亩，以后发展很快。1988年和1989年，全

区杂交包谷种植面积均保持18万亩，占包谷总播种面积的57．5％。杂交包谷普

及之后，每年需要大量的种子，很难靠从外地调入解决。从70年代中期，地区内

自己组织制种获得成功，并发展很快。’在华宁、通海、元江、易门等县建立了制种

基地，1977年制种面积达到二千多亩。80年代，区内自己培育的杂交包谷种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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