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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出版说明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紧接着，中央召开扶贫

工作会议，并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全国范围内确

定了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未来十年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予以重点帮扶，

并确定了一个部委定点联系一个片区的工作机制。同时强调全党全社会要深刻认识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滇西边境山区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该区域国土面积 20.9

万平方千米，包括云南省保山市、丽江市、普洱市、临沧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红

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

治州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 10 州市的集中连片 61 个特殊困难县市区。滇西边境山

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区域内居住着多个特有少数民族和跨境民族，是

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是长江、澜沧江、怒江水源保护地和我国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也是中国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言，地位极为特殊十

分重要。片区内包含 48 个民族区域自治县、22 个边境县、45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集贫困、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

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中边境县数量和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片区，扶

贫开发与区域发展任务十分艰巨。

教育部作为定点联系滇西边境片区的单位，高度重视滇西山区的区域发展和扶

贫开发工作。教育部领导多次带队深入边境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深入调查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总体方案》。该方案对滇

西边境山区资源丰富而教育落后这一点状况，围绕重点解决素质型贫困这一难题，

着力探索通过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片区区域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道路，将滇西边境

山区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开发扶贫示范区。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滇西边境山区工作

总体方案》，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支持滇西边境山区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行动计

划；组建了滇西产业—教育联盟，成立了云南校企合作促进会；开通了滇西开发网；

实施了滇西 10 州市干部挂职联系制度；在云南大学建立了滇西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滇

西边境山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综合性机构。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滇西边境山区的

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更好地服务于滇西边境山区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根据教育部定点联系

滇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要求，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方面力量，

对滇西边境山区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滇西边境县研究书系”就

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系包含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澜沧县、

江城县、孟连县、西盟县、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腾冲市、龙陵县、芒市、陇川县、

盈江县、瑞丽市、福贡县、泸水县、贡山县、镇康县、耿马县、沧源县等 22 个边境

县市分卷。各卷主要内容有地方社会与文化、经济与特色产业开发、资源环境与特

色能源开发、教育发展、沿边开放开发等，目的是全面反映滇西边境县市情况，宣

传和介绍滇西，探索滇西边境县市发展路子，为国家扶贫开发和决策咨询服务。

本书系研究项目是在教育部、云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的关心下

开展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滇西边境各县市县委县政府及教育部滇西挂职干部的大

力支持，经云南大学出版社的推介，列入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在此，谨向大家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滇西边境山区

的发展一定会取得辉煌成绩，滇西边境山区的明天一定更加美好！我们也将不断努

力，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服务于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有更多的成果反映滇西

边境山区的发展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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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缘与区位

第一节  自然地理区位①

福 贡 县 位 于 滇 西 北 横 断 山 脉 碧 罗 雪

山 和 高 黎 贡 山 之 间 的 世 界 自 然 遗 产 “三

江 并 流” 的 怒 江 大 峡 谷 中 段 。地 处 东 经

98°41′～ 99°02′，北纬 26°28′～ 27°32′之间，

东与兰坪县和维西县交界，南与泸水是相连，

西与缅甸接壤，北与贡山县相邻。南北最长

纵距 112 千米，东西最大横距 23 千米。全县

土地面积 2756.44 平方千米。到 2010 年全县

耕地面积约 10 万亩，坡度在 25 度以上的土

地占 85%以上。全县林地面积 330.8万亩，

森林覆盖率 76.6%。国境线长 142.218 千米，

有 19 条过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点。②

一、地形水系

福贡县地处青藏高原南延部分的横断山

脉的中北段，地形北高南低，地形呈南北向的

两高山夹一峡谷，东为碧罗雪山，西为高黎贡

山，怒江河谷呈“V”字形自北向南从中穿越

全境。境内最高点在碧罗雪山的嘎拉相山峰，

海拔 4379 米；最低点在与泸水县交界处的怒

江江面，海拔为 1010 米。境内岭地中，坡度

在 25 度以上的有 88.3%，坡度在 35 度及以上

的有 22.2%。福贡县在地貌单元上属横断山区

中段，地貌特征为南北走向紧密平行排列的两

山夹一峡谷。东面的碧罗雪山、西面的高黎贡

山及夹于其间的怒江河谷所组成的地貌格架，

与本区地质构造的东部德钦到兰坪坳断区，中

①本节主要参考福贡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贡县志》（第二部）

第一、二、十篇，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数据来源于福贡县地方志年鉴编辑部编：《福贡年鉴 2011》，第 28 页。

◎高山峡谷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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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怒江河谷深断裂带，西部贡山至腾冲隆褶断

区三块相匹配，形成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其

类型有河谷地貌、山地地貌、冰川地貌。河谷

地貌有河漫滩、阶地、冲积扇、泥石流扇等，

多分布于沿江一带；山区地貌有剥蚀面、坡山

物、滑体坡等，多分布于半山；冰川地貌有冰

川（古冰湖）、古冰川 U 形谷、冰水扇、冰

碛物等，分布在高山地带。此外，峡谷、嶂谷、

滑坡面、陡崖、断层三角面、离堆山、刃脊、

角峰、流石滩等地貌形态多处可见。

◎怒江——马吉段

◎怒江——石月亮段

县境内水系属印度洋流域怒江水系，干

流两岸有支流 165 条，其中长年河流 49 条，

有一级大年河流 45 条均发源于高黎贡山和

碧罗雪山，海拔 3000米以上，总径流面积

2724.64 平方千米，年平均总径流量为 455.4

亿立方米。怒江福贡段流程 142.218 千米 , 江

面平均宽度 1230 米左右 , 流域面积 1972.8平

方千米 , 年总径流量 425.9 亿立方米。县境内

有天然高山湖泊 27 个 , 其中高黎贡山有 23 个 ,

碧罗雪山有 4 个。均系高山软水型侵蚀淡水湖，

多数位于河流的发源地，靠降雨和融雪补充

水量，常年年降雨量为 1380.9毫米 , 降雨总

量为 32.62 亿立方米。立体水系特点明显，并

有融雪补给和森林调节，水量稳定，水能资

源丰富，具有开发水电的优越条件。

县境内地下水属裂隙水类型，靠植被和

高山融雪控制。全县地质结构复杂，褶皱强烈，

断层密布，河床切割较深，地下水水力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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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陡，排泄通畅，不易汇集，绝大部分地下

水汇入河中。多年平均径流量 12.425亿立方

米 , 径流深 446.33 毫米。

此外，县境内有勒阿建温泉、子楞河温

泉两处。其中子楞温泉位于匹河怒族乡驻地

东北方直距 7.25 千米处。属硫磺矿泉，由两

股涌泉汇成 , 平均水温 30℃ , 日产水量 80 吨。

该泉水有祛风除痨之效 , 每年有数千人前往沐

浴。有开发利用价值。

二、区划人口

1988 年，行政区体制改革，福贡县辖马

吉乡、利沙底乡、鹿马登乡、架科底乡、子

里甲乡、匹河民族乡、上帕镇。2004 年 9 月，

为促进“石月亮”自然奇观的旅游品牌效益，

福贡县县委、县政府向省政府申报，将利沙

底乡更名为石月亮乡，同年 9 月 30 日云南省

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同意福贡县利沙底乡更

名为石月亮乡；12 月 16 日，石月亮乡党委、

政府举行更名庆典大会，利沙底乡从此更名

为石月亮乡。截至 2011 年，福贡县辖马吉乡、

石月亮乡、鹿马登乡、上帕镇、架科底乡、

子里甲乡、匹河怒族乡等 6 乡 1 镇，包括 57

个村民委员会，1 个社区，有 517 个自然村，

612 个村民小组。 

2011 年，全县总人口 29311 户 102229 人。

全 县 人 口 中 农 业 人 口 有 9 0 7 4 2人 ，占 总 人

口的 88.8%；傈僳族有 75774 人，占总人口

的 74.1%； 怒 族 有 20654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20.2%。有 57957 人信仰基督教，占总人口的

56.7%。①

①福贡县地方志年鉴编辑部编：《福贡年鉴 2012》，第 31 页。

◎利沙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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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沿革

福贡县在西汉属越巂郡地，东汉属永昌郡

地，三国两晋属云南郡地，唐南诏属谋统 ( 今大

理鹤庆县 ) 铁桥节度地，宋大理国属丽江临西县

( 今迪庆维西县 ) 地，清康熙早年间分属鹤庆府

地、丽江府维西守备厅。

民国元年（1912 年），怒俅殖边队第一

小队进驻上帕设立上帕殖边公署，福贡开始设

治。民国五年（1916 年）改为上帕行政公署，

民国十七年（1928 年）改称康乐设治局，民国

二十四年（1935 年）改称福贡设治局。

1949 年 6 月，福贡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

后改称为福贡县，属丽江专区；1952 年改设福

贡傈僳族自治区；1954 年改县，1956 年隶属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1986 年碧江县建制撤销，其

地北部架科底区、子里甲区、匹河区并入北边

的福贡县 , 南部古登区、洛本区并入泸水县。

1987年福贡县辖1镇、6乡（含1个民族乡）。“福

贡”之名结合地理特点，并沿袭前称“康乐”含义，

取其近义词“幸福”，冠于词首，含愿高黎贡

山的各民族安康幸福之意，故称“福贡”。“康乐”

另有一说：1935 年福贡境内暴发农民起义，设

治局长施国英被杀，后任局长马崇清认为“康乐”

音接近“砍乐”，遂更名“福贡”，并沿用至今。

此说稍显牵强附会，列于此仅供参考。

表 1  2011 年福贡县各乡镇行政区划统计表

乡、镇 行政村数 行政村

上帕镇 12
上帕村

珠明林村
腊务村

达友村
腊竹底村
古泉村

达普洛村
双米底村
木古甲村

施底村
知子洛村
腊吐底村

马吉乡 7 马吉村
马吉米村

布腊村
乔底村

古丹村
旺基独村 木加甲村

石月亮乡 9
利沙底村
扎利村

拉马底村

石门登村
资古朵村

米俄洛村
亚朵村

知洛村
左洛底村

鹿马登乡 9
鹿马登村
麻甲底村
赤恒底村

亚坪村
巴甲朵村

赤洒底村
腊马洛村

娃吐娃村
布拉底村

架科底乡 6 架科村
维独村

南安建村
里吾底村 达大科村 阿打村

子里甲乡 5 子里甲村
亚谷村 俄科罗村 腊母甲村 金秀谷村

匹河乡 9
普洛村

知子罗村
果科村

瓦娃村
棉谷村

沙瓦村
架究村

老姆登村
托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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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乡① 

 ( 一 ) 上帕镇

上帕镇位于福贡县城中部，系县人民政

府驻地。怒江由北至南贯穿全境，村寨多依

高黎贡山、碧罗雪山立体分布，海拔 2000 米

以下居多。瓦贡公路沿怒江东岸过境，东以

碧罗雪山山脊为界，与兰坪县接壤；西以高

黎贡山山脊为界，毗邻缅甸联邦；南接架科

底乡；北连鹿马登乡。全镇总面积 393 平方

千米，辖上帕、双米底、腊务、知子洛、达

友、腊竹底、达普洛、施底、珠明林、腊吐底、

古泉和木古甲 12 个村民委员会，1 个社区（上

帕社区），79个自然村，118个村民小组。

全镇耕地面积 16422.9 亩，其中水田 6952 亩，

旱地 9470.9 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0.73 亩。

2012 年全镇经济总收入 6139 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2450 元。人均有粮 302 公斤。境内居

住有傈僳族、怒族、白族、汉族、独龙族、

纳西族、回族、普米族、藏族等 12 个民族，

其中傈僳族占总人口的 77%。

上帕镇人民政府驻上帕街，海拔 1190.9

米。地形主要为江边台地、河流冲积扇、山

间台地、缓坡陡坡、山峰等五种类型。境内

水系属怒江水系，腊竹底河、腊吐河、腊吐

底河、木古甲河等长年河从碧罗雪山、高黎

贡山山巅以“非”字形注入怒江，福贡县面

积最大的两个高山湖泊恩热依比、干地依比

（傈僳语音译）均位于上帕镇达友村委会。

◎上帕镇

① 该 部 分 所 用 数 据 引 自 福 贡 县 地 方 志 年 鉴 编 辑 部 编 《福 贡 年 鉴

2013》，第 37~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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