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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例

．√-『，本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做到马

克思丰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

。

二、本书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立足当代，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宜粗不宜细"的原91II。通过清镇建县三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社

会、民族、人物等方面大事、要事、新事的记述，反映清镇县历史发展的脉络，梗概、

现状，着煎记述清镇县各族人民在中同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的、肚绩，以起到资治、存史、教育的作用。

三，本书上限定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镇建县之日，下限为1987年7月．

但为了追本溯源，超越上限的历史大事，联系断限内的有关条目作追记。

四、本’悟采用编年体为主的以时系事的记述方法，并辅以记事本末体，对一些内容

联系紧密，时问相距不远的事件，采用集中或分段集中的记述方法，以避免记孛零碎，

杂乱。

五、本一转分清朝、巾华民围和中华人民j乓和围建立后三个历史阶段记述，每个历史

阶段前均设小序，以增强层次性和规律性。

六、每年记述中，凡月份不清的事件，以“是年"列于年末；每月记述中，凡日子

不清的事件，以“是月’’列于月末I凡用历史地名者，首次出现时均在括号内注明今地

名，人名以姓名为主，重要的历史人物除用本名外，同时注明其字、号，各历史时期的

政权和官职，均按；鼍对习惯称呼，解放后的机构舸j干部，均直书名称、职务和姓名。

七、数目字除引文、序词、历史年号外，均以阿拉伯数字著录，一律使用国家公布

的简化汉字。

八、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蹙单位’1955年
十

，

3月1日前使用的人民币值，均按一万比～折合新币值计算。

．九、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清镇县全貌，在书首设概述，扼要介绍清镇县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并插有三十五幅彩色照片，借作记述之补充．

十、本书资料，来源于县属部、办、委，局编写的部门大事记，省、市属企事业单

位编写的大事记，旧志史料，馆藏挡案、报刊杂志以及编纂者亲临所考，较为翔实可

靠。为节省篇幅，均未注明出处．

，一

p



．清镇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境内山峦蜿蜒：溪壑萦固，气俘宜

人，交通方便，水电、矿产，、旅游资源丰富，‘哥发前景十分广阔·

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汶，苗，布依，仡佬、回等各族人民，勤劳勇

．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开发和建设清镇的斗争中，建立了丰

4功伟绩；在反剥削反压迫特别是在支持中国i农红军以及解放后的

劓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等斗争中，清镇人民

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清镇人

民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自力更生、群策群力、艰苦奋

斗，建设社会主义新清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的清镇，经过

改革、开放、搞活的洗礼，已基本结束了贫穷落后的历史，展现出

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社会风气淳厚的新面貌。

为将清镇县伟大的历史变化载入史册，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广征博采，编纂了《清镇建县

三百年大事记》，在清镇建县三百周年之际出版。这不仅符合历史

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全县三十九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编箬大

事记，是上继祖宗，下惠子孙的千秋大业，，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

』文化建设。这本大事记，一记载了一六八七年七月三十日清镇建县队

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清镇县各方面的大事、要事和新事。在+

纵向方面，1既写古又书今；在横向方面，既载政治、经济．军事、。
-、

文化，又述风土民情，自然风貌。在成书过程中，编纂人员不辞辛

劳，广泛征求各芳面的意见，几易其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r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力求

o； 』 j 。‰一?、丫，-’ r
r ’

J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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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资料翔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使之起到“补史之缺，

续史之无"， “资治当今，垂范后世"的作用。这本大事记，将为

清镇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资

'料；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乡土教材；为保存地方文献，为

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今后编簿’清镇新县志提供了基础资

科。同时，也将激励全县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乡土自豪感，使各

级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育，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

《清镇建县三百年大事记》遵循详今薄古原则，重点记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清镇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党臼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金县人民在改

革、开放、搞活中所开创的新局面。对于一些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j隹绳，作了简要真

实的记载，从各个方面耍映了清镇县的客观历史面貌。

《清镇建县三百年大事记》在编算’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同志特

别是曾在清镇县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有关专家内行

的热心指教，也得到省、地、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金县各单位

以及驻县境内中央、省、市属企事业单位的通力合作，积极提供资

料，我们在此一并深表谢意。清镇县人民将从这本大事记中鉴古知

今，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更加壮丽的社会主义新篇章，为振兴清

镇，建设清镇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清镇县委书记 罗志忠

清镇县人民政府县长 朱德志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十日一



述

．rj清镇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地处东经106。077至106。337北纬26。217至26 0597 2--

侗。东t东南连贵阳市，南接平坝县，西邻织金县，北界黔西县，，东北毗修文县，．南北

长55．7公里，东西宽42．6公里，，总两积1，492平方公里。清镇县紧靠省会贵阳，集路、

水、电、矿，旅游诸资源于一身，被称为“珠联襞合之地”e，。’，．； n．
，

i

．， 古代清镇皆以混合地称。宋属水西，元属八番，明初属贵州宣慰司。明洪武21年

j(1388年)置贵州卫威清站，23年(1390年)建威清卫，隶予贵州都司．o‘明崇祯3年

：(1630年)建镇西卫。清康熙26年6月22日(1687年7月30日)’将威清卫、镇西卫撤并

建清镇县，．隶安顺府。民国3年(1914年)清镇县辖予贵西道。1949年11月15日，清镇

县解放，．隶贵阳专区。1953年，改归贵定专区01956年4月，贵定专区撤销，清镇县划归

安顺专区。1958年12月，清镇县划为贵阳市郊区县。1963年11月，复归安顺专区。1970

年，安顾专区改称安顺地区，清镇县仍属安顺地区篱辖。 。．

1986年，全县有6个区，1个区级镇，24个乡、6个民族乡，2个乡级镇，299个

村、1，965个村民小组，79，156户，391，864人。其中l农)[k61，660户，317，385人，占

81％，非农妙17，496户，74，479人，占19N，汉族315，842人，占80．6％，苗、布依、

回、侗、彝、水、壮、仡佬等少数民族76，022人，占19．4％。

县城城关镇．古称威清卫，镇内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4个街道居民委员套

：和东北、中心、三星、青龙4个村、15个村民小组，人口19，123人，’4是全县政治，经一

济，文化j交通的中心。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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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镇县地处黔中丘原，茁岭山脉北侧。地势东北、西南高，海拔1，350米至1，762．T

米，中酃，南部较低，海拔1，200米至l，250米，鸭池河，猫跳河、暗流河河谷深切，海 ?‘

拔765米至l，200米。东部宗塔山为清镇县主峰，海拔1，762．7米。云归山，老黑山，螟’
7

蚣坡、营蠹山等，海捷均在1，500米以上9 ，．一，
。

：。’ ： 清镇县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乌江干流鸭池河为县内第一大河，源于威宁县，经织

i． 金县进入县境打鼓乡后，环绕西北县界，至青杠坝流向修文县。鸭池河在县境内河段长．

j，63．5公里?天然落差792．5米，多年平均流量350秒立方米。猫跳河是县内第二大河，沥c：

一． ，’j ，’”j‘{ ，，． ．。”j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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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顺县，从甲坝县入境，经县境东南部，转北至青杠坝，与鸭池河会合流入修文县

境。猫跳河在县境内河段长112公里，天然落差473．4米，多年平均流量55．9秒立方米。

中部暗流河是县内第三大河，源于平坝县，拿长66．7公里，天然落差520米，多年平均流

量5．05秒立方米，由南向北至暗流乡后入溶洞，成地下河，伏流一段，注入猫跳河。县

内还有长9至30公里的于河、龙滩河、长冲河，羊岔河、油菜河、东门桥河、麦城河、

鸟沙河等主要河流。这11条河流在县境以上流域面积22，497．2xp：方公里，在县境内河

段长373．4公里，天然落差3，358．9米，多年平均流量419．06秒立方米。县境内著名的人

工湖有红佻湖、百花湖和迎燕水库。清镇县的地表形态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地貌分丘 。

陵、山地、坝地三大形态，类型{：目对集中。西北部为岩溶丘陵山地，以北东向平缓的梳 ，．

状褶曲为主。南部为浅丘洼地、缓丘坡地。中部为丘陵、盆地，地势开阔。丘陵占全县 ‘+二

总面积的59％，山地占31％，坝地占5．5％，湖泊水而占4．5％。

清镇县慝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雨量充沛，降水集

中，具有春迟、夏短、秋早、冬长的典型高原L【J区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4℃，一月份

平均气温3．8℃，七月份平均气温22．7。C，极端最低气温一8．6℃，极端最高气温34．5。C。

全县年平均降雨最1，215．2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75天。年平均太阳实际可照时数1，277．3 *

小时，占可照时数的29％，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2％。地表水年径流罨48，114万立方米，

地下水总储量丰7K年11，830万立方米，特枯年】，600万立方米。
，

●

●●

}
。

。 清镇历来是兵家霞地。明洪武17年(1384年)，坍军征讨云南梁千凯旋班师，为防范

水西，在今猫跳河上游一带驻军。在明天启、崇祯年问暴发的水西抗明和清初贵州各族

人民的反清斗争，以及吴三桂割撰势力的战乱期问，清镇皆为贵阳一二安顺一一水西三

角区域的战略要地。县城筑有城墙，设有卡房，建有炮台。清嘉庆年间，鸭池河一带布

依族人民响应南笼府(今安龙)王囊仙领导的布依族人民起义，县人陈大鹏领导曾周马

场一带苗族人民暴动。咸丰、同治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清镇爆发了

许大八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各路义军曾在清镇转战达数年之久。同治8年(1869年)

清政府以清镇当滇黔之衡，委林蓉第来摄县政，统兵2万，保卫大道。宣统3年(1911年)

武昌起义后，贵州自治学社、陆军小学、南厂新军举行起义，宣布贵州独立，清镇傅雨

农、王文煊等不避艰险，参加起义，宣告反正，拥护贵州军政府。

民围9年(1920年)开始，黔：滇、川军阀混战，争主黔政，第三混成旅谷正伦

部、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刘显世部、。贵州省清乡总司令彭汉章部、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六

团刘和鸣部，曾先后驻军清镇。滇军与黔军曾数次激战于清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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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5年(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肖克率领下，长征途

经清镇，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杨顺清等29名贫苦农民参加了红军。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清镇县人民在人力，物力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清镇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清镇县委员会

和清镇县人民政府。由此而始，清镇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在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和保卫

祖困边疆的战斗中，清镇县各族人民献出了大批英勇儿女的宝贵生命。
’

，

， 一

·． 四 ．‘

，清镇交通方便，是贵阳通往毕节、安顺、兴义以及四川叙永、云南昭通、广西隆林

等地的交通要道。民国16年。(1927年)，滇黔公路动工修建，贵阳至清镇段29公里当年

建成通车。民国18年(1929年)至20年(1931年)，修建清毕公路，清镇段长51．8公

里。民国22年(1933年)至30年(1941年)，在平远Ⅱ肖修筑清镇军用飞机场。

建国后，在修复原有公路的同时，先后改建、新建了卫城至暗流、木刻，站街至流

长，凹河，城关至簸箩，五里至龙窝等公路。县境内公路交织成网，通车公路总长710

公里。全县7个区．(镇)、32个乡(镇)全部通车。通车的村211个，占72．38％。扩建

和新建大、中、小型桥梁38座。城关至簸箩公路线一卜的花鱼洞大桥，飞架红枫湖两岸，

形似彩虹，，气势雄伟。清毕公路线上的鸭池河吊桥，别具一格，把清镇和黔西两县紧紧

相连。此外，还有姬昌桥、蔡水大桥、王官桥、凹河大桥、花挢等著名的大、中型桥

梁。滇黔、清毕、清织三条公路干线在县境内会台。湖林(湖潮至林歹矿区)、林清

(林东煤矿至清镇发电厂)两条铁路支线直达县境中部，总长55公里，设有火车站、，工

厂专用站8个。 ．1

贵阳至清镇一级公路子1986年动工修建。这条公路总宽30米，分对开两个通道，每

个通道分别包含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和绿化带。清镇至黄果树二级公路和城关至五

里公路、百花湖沿湖公路也正在修建。

五

●

清镇县复杂的地质构造与多变的岩相古地理环境，造成了有利的地质条件，矿产、

水力、电力，旅游等资源十分丰富，已成为贵州省主要工矿业基地之一，开发前景极为

广阔。
’

’清镇县现已探明的矿藏有30多种，铝，铁、煤、磷、硅、重晶石、白云石、大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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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铁矿、耐火粘土等lO种主要矿产储量大，品位高，开采条件好。铝土矿含三氧化二铝．

§3二-70％，含二氧化硅9．4％，储量在两亿吨以上，居全省首位。铁矿储量6，600万吨，

平均品位43％以上。煤储量36，670万吨，发热量6，500大卡以上。磷矿储量860万吨，平

均含三氧化二磷18．64Uo。硅矿储景1，511万吨，含二氧化硅96％以上。重晶石储量120

万吨，含硫酸钡98％。白云石储量2，680万吨，含氧化镁20％以上。硫铁矿储量6，300万

吨，品位为15—43％。耐火粘土储量10，000万吨，品级为2至3级。

清镇县水资源和水面冠全省之首。建国后，国家投资在县境内兴修了红枫湖、百花

湖、迎燕水库等6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达7．23亿立方米，形成水面71．7平方公

里，水资源总最8．4亿立方米，为丁_业用水、农田提灌耵l水产养殖、生活用水和旅游开

发提供了有利条件。以鸭池河，猫跳河、暗流河为主的县内河流，多属雨源性山区河

流，河库陡急，落差较大，水力资源丰富。全县水能理论蕴藏最达36．2万千瓦，可供开

发利用38．56万千瓦，已开发利用12．4I万千瓦，占理论蕴藏量的34．3％。

电力资源丰富。县境内已建成水力发电站20个，火力发电厂2座。总装机容罨达52

万千瓦，年发f窭．量20亿度以上，名列全省前茅。加上正在新建的东风水电站和扩建的清

镇定电厂三期工程，全县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437y千瓦，年发电量将达到60亿度左右-

县内已彳『3．5干伏安以上变电站9个(!Vp，11万千伏安变电站2个)，农村小水电站

11个，通电盼村达90％。

清镇县是贵州西线旅游K的第一站。著名的红枫湖和百花湖，无愧于贵州高原“姊

妹明珠"之称，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命铭的两个风景私胜区。红枫湖位于清镇县城西南，

距贵阳33公里。最大库容6．01亿立方米，水而57．2平方公里，湖区而积110平方公里，

是贵州喀斯特地区最大的一个高原平湖。全湖由北湖、中湖，南湖和后湖四个湖面组

成。湖岸蜿蜒曲折，湖波浩夯，烟水迷离。192个大小岛屿耵f半岛，构成山中有湖，湖

中有岛，岛中有洞，洞}p有水的壮丽景象。北湖。岛，南湖的洞，后湖的湾，湖而的水

鸟，并称“红枫四奇，，。湖中有“钟山华盖’’、“桃花水’’，“苗王营垒，，，“美女梳

妆’’、“大桥印月’’、“龙眼石"、“木龙滩’’、“天生桥"、“将军洞’’、"47鱼

洞’’、“鸟岛湖鸥"等风景点。南京网林科研设计研究所所长朱有瑜诗赞红枫湖日。

“翡翠烟岚碧玉波，楼船俯瞰白云浮。辆川画意徐徐展，灵运诗情历历如。山里有湖湖

里岛，岛中藏洞洞巾湖，会风玉露翻红雨，犹识前朝猫跳乎?"

百花湖距清镇县城4公里。最大库容1．82亿立方米，水面14．5平方公里。西花湖岛

屿星罗棋布，群山挺拔秀丽，绿水青山，斑斓缤纷，景色迷人。湖中有“八仙过海"、

“笔峰叠翠"、 “云海山差’’等风景私胜。三屯一带村落鳞次栉比，梯田层次分明，乌

语花香，半江渔火，颇具桂林山水风味。西岸的九龙山、云归山、茅坡寺高入云端，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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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缭绕，森林茂密，杜鹃林带连绵10余公里。贵州省民委副主任陈永康赋诗赞百花湖

曰；“黔中奇观有百花，湖光山色誉天涯。云归身着杜鹃服，群峦倒影翠罗纱。日丽娇

姿伴游客，夜放明珠照万家。江南燕子飞来日，千里握手壮吾华。弦、

清镇县境内地下溶洞成百上千，是贵州溶洞奇观的组成部份，除红枫湖的将军洞，

打鱼洞外，其它著名的溶洞还有：县城西2公里处的白龙洞，长500米，顶高10余米，

有8个厅、室，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到此考察过，百花湖畔云归多铁厂村的盘龙

洞，长1．2公里，洞高8米，分上、中、下三层，相互贯通，蔡水乡岩脚村的鸡毛洞，

长2公里，洞分四层，上三层贯通，下层为消水阴河，木刻乡羊桥村的羊皮洞，临猫跳

河悬岩上，地形奇险，瀑布飞流直下猫跳河，高达35米，甚为壮观；洛阳乡方家寨的观

音洞，长20公里，直通鸭池河，是县内最长的溶洞，打鼓乡翁卡寨的八仙洞，长400

米，有8个厅，一厅一景，宽敝宏大；清织公路线上流长乡的小排洞，山形如狮，首尾

蹄爪分明，半山悬崖上六洞排列，四洞相通。这些溶洞，各具一格，千姿百态，均具有

旅游价值和科研价值。 ．

县境内还有仙人洞文化遗址、东山寺遗址，梯青塔、巾帼流芳贞节坊、三朝锡命陵墓

坊，马鞍山石刻，青龙山石刻、凉伞洞石刻，将军坟、粑粑店汉墓、张日最之墓、张端

生之墓、小寨坝群墓等文物古迹。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红枫湖为I芦心的丰富嚣旅游资源，得到党和人

民政府的重视、保护。随着旅游资源的_了干发，清镇县将以秀甜独特i’勺景观，展现在人们

面前，迎来更多的中外游客。

土
／、

{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清镇县人民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全县土地总面积

223．8万亩(市亩，下周)。其中，农耕地67，．95万亩，占30．35％，林地20．38万亩，占1l％，

宦林荒山，牧地22．5万亩，占10．05％。耕地中，水田17．34万亩，占25．5％，旱土50．6l万

亩，占74．5％口全县耕地分布较为均衡，水田，早地各自相对集中，70％的水田集中于

中部和南部。东门桥．．上下麦城、大麦西，’太平、永乐，暗流下坝、柿花园石牛坝是有

名的大田坝，老鹰山是有名的大土坝。坝田、坝土占耕地的27．6％。

清镇县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红薯，马钤薯、小麦次之。经济作物以油菜、

烤烟为主，兼种豆类，瓜类、花生、向日葵，土烟等。

全县林业用地面积60．2万亩，为总面积的26．9％，以马尾松、杉木，华山松、阔叶

树，柏木为主的有林地20．4万亩，森林覆盖率为9．1％，加上灌木林12．9万亩，则总覆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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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为14．9％。马尾松、杉木，华山松林地各有6万亩左右。活立木蓄积量为30万立方

米，其中，马尾松12．43Y立方米，占41．6％，杉木4．3)7立方米，占14．2％。以果树，

茶叶、油茶为主的近20种经济林2．3万亩。用材林主要分布在县境西南部，中部和东北

部。经济林主要分布芷东南部和西北部。

各种野生动物资源也较丰富。野兔、刺猬、松鼠，黄鼠狼等时有出没。白鹭、桂

鹃、喜鹊、锦鸡、翠鸟等数十种鸟类随处可见。林麝，猕猴、穿山甲、乌龟等是稀有的

珍品。
’

以猪、牛、马、鸡、鸭为主的畜牧业发展较快。产于腰岩、流长、沙鹅等乡的腰岩

黄牛，体型粗壮，使用能力和适应力强，耐粗食，易发展，骨细皮薄，肉质鲜嫩，产肉

率高，是一种肉役兼用的地方优良品种。

渔业生产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在10．78万亩的水瓶中，可养殖水面6．36万亩，占

59％。全县养殖水面占贵州省养殖水面的10．6％。

解放莳，清镇县耕n：拔术，水利、没施落后，粮食亩产仅百余斤。水、早、洪、涝、

雹、虫灾害，常使田毁禾焦，颗粒无收，一些村寨田地荒芜，不少农民沦为乞丐。

水利足农、ik的命脉。建国后，清镇县各级党委、政府组织群众大兴水利，先后建成

各种水利i二程】，130多处，装机400多台，装机；：；量9，000多千瓦，配套沟渠总长1，300多

公里，有效库容i，296万立方米，设111灌溉面积19．2Ji亩，已灌溉12．3万亩，保证灌溉

10万i茸。同时，兴修人畜饮水工程111处，解决114，982人的生活用水。大牲畜日平均用

水量5一12公升／头。全县水利工程巳形成猫跳河、暗流河、鸭池河三个灌溉片区。迎

燕水库是县内最大的水利工程，设计灌溉面积2．2万亩，已灌溉0．6万亩。这些水利设施

的建成，提高了抗灾能力，增强了农业后劲。

同时，大搞科学种困和农田基本建设，推行精耕细作技术，广种绿肥，推广良种，

合理密植，加强病虫害防治，因地例宦地改良土壤，使粮食产量逐步上升。中国共产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清镇县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1983年和1984年，一全县粮食总产量

均超过9，000万公斤，连创历史最高记录。1986年，粮食因灾减产，总产量为叮，Oll万公

斤，但油菜籽、豆类、茶叶等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仍有较大发展，农业总产

值4，981万元。农民人均年经济总收入由1983年的207．6元提高到1986年的353元。农村各。

种储蓄存款由1978年：'；tj272万元增加到1986年的708万元，其中，农民个人储蓄由19r8年

的93万元增加到1986年的477万元。

七

清镇县的工业建设，在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带动下，地方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

·8·



．初具规模，乡镇企业蓬勃发展。

解放前，清镇县的工业十分落后。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清镇县仅有丝织、酿酒和桃

’糖业等手工业。到民国32年(1943年)，全县只有玻璃厂1个，炼硝厂1个、造纸厂6

个、酒精厂4个、缝纫店35个、木器店37个、油榨房24个，小煤厂2个，而且规模小，

．产值低。

? 建国后，清镇县利用丰富资源和物产，因地翩宜地发展工业生产，全县已建成电

力、采矿、磨料、冶金、化工，纺织、化肥，机械，建材等大，中、小型企业23个(不

含国防系统4个企业)，乡镇企业和乡镇以下企业4，824个。

县境内有贵州有机化工厂，清镇发电厂，贵州第七砂轮厂、贵州化肥厂、红枫发电

总厂、清镇纺织印染厂、清镇铁合金厂，贵州铝厂第二铝矿等中央、省、市属企业．这

些大、中型企业，装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年工业总产值达3亿余元，其产品畅销省

内外，有的已打入国际市场，享有很高的商誉。 ．

清镇县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有县水泥厂、印刷厂，粮油加工厂，饲料公司、木材公

司、铝矿厂、县酒厂，农机修造厂等。这些企业，年总产值600多万元．

县内轻工系统的集体工业和国营、集体联营的小型工业企业有磨具厂，砂轮厂、玻

璃厂、机修厂，服装厂、塑料布鞋厂、童装厂，皮鞋厂等。这些企业，年总产值600万

元以上。清镇玻璃厂是生产乳白玻璃瓶的专业厂。其产品外型精美，乳浊度高，质量稳

定。自1968年以来，承担国酒一一贵州茅台酒酒瓶的生产任务，保证了茅台洒的全部酒

瓶需要。1983年获国家经委、全国包装协会优秀包装产品鼓励奖。近几年来，清镇玻璃

厂不断开发新产品，除生产茅台洒瓶外，还为四川郎酒厂，贵州安酒厂等20多个厂家生

。产配套洒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清镇县乡镇企

。业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以水泥、采矿、砖瓦、采煤、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乡镇企业

：277个，联户办、个体办的乡镇以下企业4，547个，从业人员23，700余人，占农村劳动力

总数的20％左右，年总产值达5，000万元以上。目前，全县乡镇企业年总产值达10万元

似上、60万元以下的村有甘沟乡破岩村、林歹村，城关镇青龙村，东北村，中心村，三

星村，东门桥布依族苗族乡扁坡村，大星乡陈亮村、红湖村，麦格苗族布依族乡龙滩村

一和康济乡石门村等11个村。

198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含县级以上企业产值)达43，471万元，其中工业产值

"38，381万元，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88．3％。目前，正在新建东风水电站，扩建清镇发电

r、第七砂轮厂，清镇纺织印染厂和清镇铁台金厂。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清镇将远
’步建设成为贵州中部的电力，化工、纺织工业城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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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镇县在历史上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县。早在明朝天启和崇祯年问，清镇就已成为商

业、贸易通道。清道光26年(1840年)，鸭池洵开设盐号，成为商业繁荣之地。镇西卫

(今卫城镇)是行商走贩集市所在，商业发展快。当时，鸭池河和镇西卫被称为“小射

州’’。民圊初年i县城和镇西卫修建街房铺面；经营布匹、百货。民圈15年(1926

年)，县城、镇两卫和甘沟等地经商者各有百户以上。民围24年(1935年)，县城开辟

新市场(今新场坝)，集市贸易日趋繁荣。民围36年(1947年)，全县布、u==、盐业、米

业、酒、比：油业、旅店业、饮食业、海味业、香烟业、理发业、酱油业、药材业、杂货

业发股到101Jj，各种商业合作社发展到80个。9

解放后，全县商业迅速发展。1953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6万元，比1949年增

长150％。1956年，对私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达到647万元。中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渠道流

通的商业体制，。全县商业进一步发展：城关镇、卫城镇及各区所在地各种商店纷纷开

业i饮食、服务等各业俱兴。商品结构由1978年以前的棉、百、杂货、土产为主转为家

用电器、呢绒化纤、轻工生活用品等高、中、低档多种商牖经营，市场日益繁荣。阿

时，城乡集市贸易迅速恢复和发展。1986年全县有商业网点2，726个，从业人员4，722

人，个体商业2，376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253．94万元，城乡集市28个，集市贸易成

交额3，169．3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4％。

清镇县对外贸易以晾刚玉、砖铁、铝土矿、重晶石、棉布、油饼、土产等产品为

主。贵州第七砂轮厂的棕刚玉、清镇铁合金厂的硅铁，远销美国、法国、日本、联邦德

国、意大利、香港等围家和地区。1986年，清镇县外贸公司成交额达340．73万元。随着

“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清镇县的对外贸易必将有较大发展。

． 九’ 7L‘

解放前，清镇县流行多种烈性病和地方性传染病，每年死于各种疫病的人不计其

数。民国29年(1940年)，因霍乱流行，死亡者达万余人。当时，全县只有医疗卫生机

构5人，卫生技术人员24人。由于缺医少药，巫医、迷信活动猖獗，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受到严重危害。

解放后，清镇县城乡普遍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疾病防治宣传、预防接种和群

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各种流行性疾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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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力控制。鼠疫，霍乱、天花、性病，血吸虫病等甲类传染病早已根绝，疟疾、流

行性乙型脑炎，头癣(俗称癞痢头)，4,JL麻痹症等，已趋向根除。1986年，全县有医

疗卫生机构72个，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488人，病床624张。

清镇县是全国计划免疫先进县，又是贵州省五个“冷链’’建设装备县之一。1985年

初，全县“冷链’’开始运转，提高了控制，消灭严重危害人民特别是儿童健康的白喉，

百日咳、破伤风，结核i小儿麻痹和麻疹六种疾病的技术水平‘

十

清镇县的文化教育。明宣德8年(1433年)，设威清卫学。清康熙26年(1687年)

建县后，即设县学。道光4年(1824年)，知县杨以增捐资创建“风梧书院"。后废书

院，改为官立两等小学堂，设高等一班，初等二班。这是清镇县第一所高等小学。此

后，县人先后创办镇西卫义j塾、私立日新小学堂，甘沟小学堂等。至民国25年，全县已

有小学39所。抗日战争爆发后，省立贵阳师范学校、中山中学、省立贵阳职业学校迁蓟

清镇县。民国30年(1941年)1月，创办清镇县第一所中学一一贵州省立清镇中学，

初、高中各三个班。民国36年(1947年)，全县有中学l所、小学102所，学生3，269人，

教职员35227人。

建国后发展较早，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清镇县文化、教育，．科技等事业相应

发展。1986年，全县有教师进修学校l所、中等专业学校1所，技工学校7所、党校

(中专)1所、完全中学12所、职业中学1所、初级中学13所、农业中学11所、小学附设

初中7所、小学318所、教学点66个，在校中学生(含职、农中学生)15，343人、小学

生70，362人，在校中，小学生占全县总人口的21．87％，全县基本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适龄儿童入学率96．87％，在校学生年巩固率99．67％，毕业班学生毕业率93．78％，

初等教育普及率94．8％；幼儿园23所，入托幼JL2，016人，教职员工总数3，706人。农

民教育、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1986年，全县12至_40周岁人E1158，043人，其中，非文

盲138，697人，占87．76％。全县城镇和部份乡(镇)建立了电影院，文化馆(站，室)，

广播站，县城建立了电视发射台，地面卫星接收站、图书馆、工人俱乐部，体育场，部

份工矿企业和区建立了电视差转台。

清镇人才辈出。清嘉庆22年(1817年)张日最中丁丑科进士，御试第一，授翰林陡

庶吉士，24年，修《大清一统志》，道光26年(1846年)，任云南巡抚。在中国近代史

有名的“公车上书，，上签铝的1，300余名举人中，清镇县有谭沛霖，张可焕、张鸿达3

人。清末民初，傅雨农、王文煊曾在贵州省枢密院同赞机务。在明、清两代，清镇县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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