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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迪庆藏族自治州计划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编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本志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根据《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迪庆藏族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体现迪庆州

民族经济的特点，反映迪庆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本志记述的事实，所用材料和数据，皆经反复核实，绝无主观臆造。

三、本志体裁，述、记、志、图、表、录体并用，以志为主。图、表不另列章节，分

散于各有关章节中。

四、按照地方志“通典不录”的原则，本志一般不录通典材料。

五、本志上限溯至史料所涉及的记事年代，下限止于2000年12月31日。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略述古代，详述近代。

六、本志分概述、大事记、正文七章、附录、照片等部分。正文七章共十七节。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记述，个别事项为了保持其历史完整性，则用记年本末体记述。

八、本志章、节、目序码和年代名称使用汉字，年、月、日和数据书写使用阿拉伯字。

九、本志资料来源取材于云南省、丽江地区、迪庆州及所属三县档案馆和州、县计划

(经济)委员会档案室提供的资料，同时得到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提供的大量资

料。

十、有关名称。首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迪庆藏族自治州计划委员会”，简称

“迪庆州计委”或“州计委”。



序
迪庆州计划委员会主任 和仕聪

盛世修志。历史如镜，让我们鉴往知今：岁月如山，使我们登高望远。在世纪交替的

新千年之际，我们站在新时期的高度，回顾过去，认识今天，是为了更好地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迪庆州地处滇川藏结合部，社会、经济、文化有着与内地及藏区的密切联系，具有独

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历史。1950年5月全州和平解放，迪庆各族人民经历了援藏平叛、民主

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调整改革、扩大开放等一系列巨烈的变革，终于发展

到了今天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宗教有序的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

大好局面。

迪庆是被人称作“香格里拉”的美丽富饶的地方，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不可替

代的区位优势，独特的人文优势，同时也有制约发展的劣势，集“边陲、高寒、山区、民

族、贫困”于一体，更因为迪庆是从几种社会形态一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程度

不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起点低，基础设施落后，形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不平

衡，再加上解放50多年来几乎有一半时间在政治运动和体制变革中消耗，经济建设明显滞

后于祖国内地及省内其它地区，由此而造成的改革开放进程，亦明显处于起步晚的落后局

面。其间错过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遇，使迪庆经济处于不平等的市场竞争被动地位。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迪庆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起色，特别是1993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迪庆扶贫现

场办公会以来，迪庆经济建设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资源优

势逐步发挥，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发展思路不断明晰，区域特色经济格局正在形成。纵向

比，迪庆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欢

欣鼓舞。但从横向比，迪庆同内地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比较大，在全国十个藏族

自治州20项人均经济指标中，迪庆只在中等水平，与全国全省几项人均指标相比，迪庆仍

处于较低层次，到目前为止，还是全省最典型的贫困州。

真实地记录自治州经济发展的艰辛历程和辉煌成就，以及计划管理工作人员的业绩，

并从中汲取历史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我州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历史与

我们曾默默相遇，未来与我们欣欣相逢。迪庆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

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发展才是硬

道理”的丰富内涵。数典论经，从本书所记载的自治州计划管理史，足以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州情，从中我们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迪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然低于全国和全省平

均水平，但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都高于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也说明了虽然因各种因素造

成迪庆经济底子薄、起步晚的历史固疾，但从中更展现出今天迪庆人不甘落后、勇于争先

的精神风貌和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实践行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

下，我们面对许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善于捕捉机遇，敢于抢抓机遇，坚定不

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根据全国全省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和

发展趋势，紧紧围绕迪庆州委、州人民政府的经济发展思路，认识州情，把握州情，按照

市场经济规律和迪庆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迪庆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特色，

抓好宏观调控，抓好资源配置，就一定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通

过不懈的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富民、富州和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的宏伟目

标，写下迪庆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古今。一部好的部门志，具有存史、资政、教

化三个方面的重要功能。编纂迪庆州计划志，不仅是全州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任

计委领导的夙愿，在州委、州政府的关心和迪庆州志办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

苦努力，历经五年，《迪庆藏族自治州计划志》终于成书了，这是一件值得称颂和庆贺的大

喜事。书中本着略古详今、各有侧重的原则，翔实记录了迪庆州计划管理体制的历史变化

和自治州的经济发展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资料史书和工具书。在此，我特别向本书历届

编委和具体编写人员及提供资料的单位及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迪庆州计划体制历经

变革，职能几经调整，管理机构几并几撤，初期又由丽江地区代管，资料散失较多，所收

集的资料和所记录的事例难免会有遗漏和不足，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及曾在计委工作的老

同志给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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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县城环东路⋯o o o⋯⋯⋯⋯⋯⋯⋯⋯⋯⋯⋯⋯⋯⋯⋯⋯⋯⋯⋯⋯⋯

虎跳峡公路⋯⋯⋯⋯⋯⋯⋯⋯⋯⋯⋯⋯⋯⋯⋯⋯⋯⋯⋯⋯⋯⋯⋯⋯⋯⋯

迪庆州民族博物馆⋯⋯⋯⋯⋯⋯⋯⋯⋯⋯⋯⋯⋯⋯o ol o·m ol⋯⋯⋯⋯⋯⋯

迪庆州旅游宾馆⋯⋯⋯⋯⋯⋯⋯⋯⋯J o o o Q⋯⋯⋯⋯⋯⋯⋯⋯⋯⋯⋯⋯⋯

中甸县郁金香花种球基地⋯⋯⋯⋯⋯⋯⋯⋯⋯⋯⋯⋯⋯⋯⋯⋯⋯⋯⋯⋯

迪庆州青稞商品粮基地0 01 0 a⋯⋯⋯⋯⋯⋯⋯⋯⋯⋯⋯⋯⋯⋯⋯⋯⋯⋯⋯

迪庆州种草养畜综合发展示范项目⋯⋯⋯⋯⋯⋯⋯⋯⋯⋯⋯⋯⋯⋯⋯⋯

中甸县牧区开发示范项目⋯⋯⋯⋯⋯⋯⋯⋯⋯⋯⋯⋯⋯⋯⋯⋯⋯⋯⋯⋯

德钦、维西《牧区开发示范项目》⋯⋯⋯⋯⋯⋯⋯⋯⋯⋯⋯⋯⋯⋯⋯⋯⋯

维西干果基地建设项目⋯⋯⋯⋯⋯⋯⋯⋯⋯⋯⋯⋯⋯⋯⋯⋯⋯⋯⋯⋯⋯

中甸县高寒山区植树造林试验示范区项目Oi O O 0 0⋯⋯⋯⋯⋯⋯⋯⋯⋯⋯⋯

第六章国土整治与农业区划⋯⋯⋯⋯⋯⋯⋯⋯⋯⋯⋯⋯⋯⋯⋯⋯⋯⋯⋯⋯⋯⋯⋯

第一节国土整治⋯⋯⋯⋯⋯⋯⋯⋯⋯⋯⋯⋯⋯⋯⋯⋯⋯⋯⋯⋯⋯⋯⋯⋯⋯⋯⋯

国土整治防治工程简介⋯⋯⋯⋯⋯⋯⋯⋯⋯⋯⋯⋯⋯⋯⋯⋯⋯⋯⋯⋯⋯

维西县城滑坡、泥石流综合防治工程⋯⋯⋯⋯⋯⋯⋯⋯⋯⋯⋯⋯⋯·BO O 0 0

德钦县城只曲河、水磨房河泥石流综合防治工程⋯⋯⋯⋯⋯⋯⋯⋯⋯⋯

虎跳峡镇长胜干沟箐泥石流治理工程⋯⋯⋯⋯⋯⋯⋯⋯⋯⋯⋯⋯⋯⋯⋯

中甸县上江乡三兰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中甸县三坝乡东坝村小流域综合治理丁程⋯⋯⋯⋯⋯⋯⋯⋯⋯⋯⋯⋯⋯

德钦县拖顶乡洛沙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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