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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本志为鸡街镇地方通志。 鸡街、乍句、倘句三个地区在辖属

上曾有几次分合，2006年辙并后统称鸡街镇。

本书以条目体编慕，由述、记、志、传、图、表、录构成。

一、"大事记"按事件的时间顺序、分量编排。

二、"略古详今"为编慕原则，叙事"详近略远"。

三 、 断限 1950 年 ~2009 年，但增加 2009 年~ 2012 年间发生

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的上限系根据出土文物佐证。

四、地名引用个旧市《地名志》地名 。

五 、 书中出现"蒙自"时，沿用原"蒙自县"称谓，而非今之"蒙

自市" 。

六、文本主体使用简体仿宋字。

七、本书设十七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金风一泻展新颜
代序

钟红在

金色的云霓，装点着鸡街镇的辉煌 ;金秋的和风，戴着丰收的喜

悦在飘荡。 在这收获成熟、金黄灿烂的季节，一部沉淀厚重的《鸡街

镇志》终于结篡付梓出版了，我们深感欣慰。 地方志是地方文化文明

史册，是一项文化工程。 它是鸡街镇党委、人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

众以及编篡人员劳动智慧的结晶。 它的问世，可喜可贺 !

志书较详细记录了 1950年至 2009年间鸡街镇(乍甸镇、倘甸乡)

发生的事迹，兼顾 2009年至 201 2年间发生的大事件。 虽然由于历史

久远、记录缺失的原因，史料不全甚至有的局部不连贯，但依然概述

了 60余年全貌。

鸡街地区人类活动历史久远，遗憾的是只有出土文物佐证，没有

文字记载，靠实物佐证当然可信，但文字记录会更翔实可靠。 修篡

《鸡街镇志》正是弥补这种缺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老一辈的人记得，这里当年山清水秀、美不胜收，原始老林茂密，

野生动物出没，自然资源丰富，山脉水系天然，农耕条件优越，人类衣

食丰足 。 当中原文化远道而来时，人们又自然而然地对它认可、融

合，并承袭发扬，让汉文化扎根。 接受先进文化本身，意味着进步。

因此，这里的农业经济较早成为周边城市粮食重要供给地，加之地处

、滇南东南西北通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 950年初，这里很快建立新政权，进入社会主义新体制构建阶

段，从分回分地到 1957年后实行集体化生产，其后几十年间，风风雨

雨，在顺利与挫折中走过。 同全国一样，是 1979年改革开放使这里再

度焕发了生机，农工商蓬勃发展。 经济的好转，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

的完善和提高，也带来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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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了很大改善，鸡街镇在步人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鸡街地区从来都是农业经济为主导，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发生了变

化，循序渐变，不再是以粮食为主的经济，而是农业经济作物成了农业主

导，蔬菜和水果在农村地区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鸡街地区由于区位优势，冶炼、建材工业传统悠久，经过半个多世纪

的发展，传统的工艺基本上被掏汰，而代之以现代工艺的生产方式。 工业

生产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个体劳动，新中国

成立后国有企业一花独秀，改革开放后则形成了国有 、集体、民营企业齐

头并进势头，到现在，鸡街地区大中小型企业民营占了主导地位。 这种变

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到 2008年，鸡街镇工业、农业、旅游、商贸、饮食

等服务行业全面发展，各类企业星罗棋布:乍甸火谷都片区 11个，八抱树

片区 8个;鸡街黑神庙坡片区 12个，老虎山片区 6个，泪水庄片区4个;倘

甸零星片区4个。 食品加工业66个，建筑业 1个，共计 112个，从业人员达

到∞余人。

商业贸易同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传统的"统购统销"已荡然

无存。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鸡街镇变得七彩斑斓。 这就是历史。《鸡街镇

志》在杂陈的历史尘封中，一点点、一笔笔去搜索，去伪存真，尽量以真实

的笔触陈述过去。 综观全书，对鸡街地区的过去和现在就会有个比较全

面的了解，这是志书的功能和贡献。 虽然要完整地阐述过去 、滴水不漏

地准确记录已经不可能，但《鸡街镇志》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

史缺失的遗憾。 可以说，现在有了这部《鸡街镇志上今后的人们再续修

地方志时，也就有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

《鸡街镇志》的完成，是镇党委、人大 、政府领导 、机关部门 、村委会干

部和许许多多热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借志书付梓出版之际，我们对杜涛 、奎朝富等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

敬意，对曾经给鸡街镇各项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表示敬

意，对热爱家乡、勤奋耕耘的广大干部 、群众表示敬意 !

鸡街镇的各项工作现在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随着时代前

进的步伐，不尽金风吹锡城，鸡街处处展美景，她是那样的蓬勃、青葱、

烂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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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尘封旧事
谱写岁月新篇

马龙

从前的鸡街、乍甸、倘甸地区，山谷、丛林、龙潭、水网稻田 ，伴随

倘祥的候鸟交相辉映。 无论是远处的翠碧山峰，近处的绿原盆地、山

谷溪流，均洋溢着大自然的和谐;也无论在乍甸成片的石榴园里，或

鸡街、倘甸连绵无际的甘震林中，那清越的鸟喘不断，加之蓝天白云、

泉水溪涧，俨然构成了原生态的苍翠和农耕鱼米之乡的美景。

倘甸出士的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时期的精品文物，佐证了鸡街地

区是人类发样地之一。 古道、驿站、哨卡、古确、建筑物，红河滇南丝

绸之路进入内地的交通要道，折射了悠远的历史。

鸡街镇是滇南的交通枢纽地，传统的农副产品和商品集散地，也

是个旧的采矿、冶炼、化工工业区 。 早在元、明朝时期，因为蒙自建

县、个旧有色金属工艺的辉煌，作为工业重镇的郊区农村，内地商贾

多至此行商。 明清时期商贸比较发达，清末和民国年间兴起工业、建

筑业、手工业等行业，尤其在建筑业上打下了-定的基础。 新中国建

立后，由于区位优势，政府在这里新建了冶化、建筑等工业企业，使地

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所以，这里的农工商行业的传统与现代总

是充满机遇并适时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年，鸡街地区的发展与曲折，经历和全国农

村是一致的。 这里的特点是政区辖属有过多次变化，这在一定程度

上对自身发展有所影响，这跟区位地理有关，但不是根本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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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否，最根本的是"天时"飞。 从产业结构上讲:传统的"农 、工、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到现在依然是"农 、工、商但"质"和"量"发

生了重大转变。

古代，鸡街、乍甸、倘甸是农业产粮区，是锡都重要的粮食供给基

地之一。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业生产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粮食、蔬

菜、水果成为农村的主要产品，牛奶 、鱼 、蛋禽产量不断增加，还有烤

烟这些农业经济作物给农村带来了重要收人。 到 2009年全镇农村社

会经济总收入 165871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05 1 元。 这是农业经济

自身的转变一一农业经济作物为主导的转型一一改革开放后农民自

主经济的成果，是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表现。 它给农

村经济注入了活力，农民增加收入，生活有了重大改善，因此构成了

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基层政权的工

作方针和指导思想也有了重大的改进，摒弃了过去那种生产"大呼

隆" 、"统购统销" 、"统一行动"等不符合实际的制度制约，而是政府服

务于"三农站在宏观调控、市场引导的着眼点上，帮助农民解决实

际问题，指导他们勤劳致富。 这样做不但深受农民欢迎，也极大地激

活了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因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农民说得好 :

现在的政府真好，不交公粮不缴税，种地遇到困难，政府还给补贴。

事实上，农村和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如此，他们在经济 、生活、文

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惠 。 改革开放后，循序渐进，党和

政府在农村的生产生活用水、交通、教育 、医疗 、扶助贫弱等方面都有

了重大进步。 可以这样说 :鸡街镇辖区内，农村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

饱问题，60%的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 20%的农民已经走上富裕之

路。 据统计:鸡街镇 16个村委会 、 87个自然村 105个村民小组和两个

社区，现在村村通路 、通水 、通电，广播电视覆盖率百分之百。 就连倘

甸乙碗水这样过去一直贫困的苗族村寨，也都实现了这一切。 所有

这些，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富民政策，坚持"发展才是

硬道理"的正确方针，为人民谋福祉，彻底改变了农民刀耕火种 、靠天

吃饭、积贫积弱的命运，从此走上了奔向幸福小康的富裕之路。

农工商同步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鸡街地区的工业一段时间

内局限在辅助性小产业上，比如建材工业。 早在清朝年间，由于个旧

工业城市的性质，衍生出小规模的石灰、土基、砖瓦窑子，以满足城市

建设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需求有了进一步发展，或多或少地

给农村经济部带来了一定的好处。 但是农村" 、"农民"这些铁的界

定，极大地束缚了农村农民的生产力，而且这种束缚长达数十年。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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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在传统生产石灰 、砖瓦窑子的漫长过程中，农民已经积累了丰

富的生产经验。 可惜，这种经验积累没有得到释放，反而在压抑中奄

奄一息。 同样是改革开放释放了这种潜力，农村农民在"工业"这个

概念下，开始了工业经济的追求，由最初的尝试，进入到乡镇企业、民

营企业的过渡和发展壮大，工业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

重要地位。

同样，商业贸易也在改革开放这样的大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计划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

"统购统销"始终占统治地位。 这个时期中供销合作社"、"粮管所"

垄断了商品和粮食贸易 ，但当时的条件下，它具有调剂、平衡功能。

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这种垄断，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工商贸易、加工、

建筑、服务，私营大中小型商户企业前后有上千户之多 ，其规模之大，

前所未有。

30年的探索与进步，农业聚焦在经济发展上，由集体化的积贫转

变到自主经济的丰盈，从刀耕火种到适宜的机械化耕作，从纯粮食生

产到经济创收，农村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

林业从原生态到盲目砍伐 、毁林开荒到植树造林、退耕还林，

2011 年辖区内森林覆盖率已达 36% 。

科学技术在农村不再陌生，科学种养殖蔚然成风。

各个民族的宗教 、风俗习惯得到充分的尊重。

文化生活、电力、交通通信在农村样样不缺。 山乡巨变，引人沉

思又心旷神怡。

鸡街地区的教育历史悠久。 元朝统一了云南，汉文化在这里得

到迅速传播，儒家思想受到尊崇。 明朝后期"改土归流"在这里开始

实行"流官"制义学"、"私塾"开始办学。 文化的传播必然促进入类

的文明，生产和生活，农耕新技术也必然发展。 到新中国成立前，鸡

街、乍甸、倘甸地区义学、书院是农村教育的主要机构。 新中国成立

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学校很快普及，虽然条件简陋，大多在寺庙、

庄院办学，但农家孩子上学有了基本条件。 真正使教育得到普及发

展是在改革开放后，小学、中学、中专、成人教育、幼儿园一应俱全，到

2009年，全镇共有小学 33 所，中学 3所，私立民办学校 2所，公立幼儿

园 3所、私立幼儿园 6所。 几乎所有农村都办有小学，适龄儿童 100%

可以人学。 而且所有学校都告别了简陋危房，师资力量大为提高，规

范化教育空前普及。

卫生医药从过去的草药草医转变到正规的医院床位，每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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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设有医疗卫生室和卫生工作者，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有补贴。

2007 年后，农村新农合医疗大力推行， 100%农民参加，使农民医疗有

了保障。

民政事业、残疾人事业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为弱势群体提

供了生存保障。

法律意识在农村得到普及宣传。 司法机构，治安、交警、消防职

能配备，社会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有了保障。

总之，鸡街作为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个旧北大门，在四个现

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完成

了"一盘棋"的基础建设，正整装待发，迎接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的到来。

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在鸡街镇旧貌换新颜漫长变迁中，历届党

委、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创业奋斗史。 当中华民族还在

黑暗中摸索的时候， 1928年，中共滇南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就在倘甸

乡诞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纵观鸡街镇 60年创业、发

展的历史，它有过艰辛和挫折，也有收获的欣喜欢悦。 在回忆中反

思，在总结中提高，鸡街镇的历史，记录着曾经的努力 。 鸡街镇今天

的成就，昭示着光明的未来。

历史的潮流总是浩浩荡荡，勇往直前;时代的脚步，总是永不停

歇，无可阻挡 。 沐浴着时代的金风，社会在进步，鸡街镇在前进、繁

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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