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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营盘镇志》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以及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民为本，用新的资料，以中国共产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镇的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从远古开始，下限到2005年。其中有的上限追溯到事物的发生起始。

三、本志由述、记、志、传、录五种主要体裁组成。“述”指概述；“记”指大事记；“志”指

各篇；“传”指人物传；“录”指附录，图、表单独成为一种体裁，穿插于各篇有关章节，作为文

字记述的简化与补充。志的部分设篇，是志书的主体。全部按篇、章、节目、子目排列。

四、本志使用规范化的语体文，除引文外，避免出现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字。除概述以记述

为主，稍夹议论外，记、志、传部分均据事直书，叙而不议。本志力求按事业设篇．事以类从。各

篇之间避免重复减少交叉。

五、本镇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9．5％，为反映边疆、民族和地处澜沧江河谷的地理

特点，设有民族篇。

六、为了便于阅读全书，本志首设概述，提纲挈领地介绍全镇概貌及特点。

七、大事记收录本镇从远古起，至2005年的大事、要事，详近略远，贯通古今，以编年体为

主，记事本末体为辅，从纵向和综合方面反映本镇轮廊和历史脉络。

八、人物坚持生人不立传，但副科、中级职称、上尉以上的本籍人物可作人物简介的原则。凡

在本镇内有较大影响和在某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已故者，不论本籍外籍，均可立传，以正面人物为

主，兼收少数有功有过者和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以出生先后为序，对有突出功绩的在世人物。采

取“因事系人”的办法，在有关篇章中记述，符合条件者，收入有关人物表。

九、营盘镇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多次，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逾境不书，只在记述历史沿

革和镇域变迁以及行政区划变动等外，有涉及镇外的简要记述。

十、数字书写，按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有关规定，凡表示数量和有计量意义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十一、地名用字，以新编的兰坪县地名志为准，个别地名古地名夹注今地名。镇内各村委会，

必要时简称地名。如岩头村民委员会，简称岩头。

十二、计量单位，以历届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推行的通用单位为准。

十三、本志纪年：中华民国之前的历代帝王朝，以当朝代沿用通称，汉字书写，并以括号内用

阿拉伯数字加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汉字书写，加注公元纪年；建国后，通用公元

纪年；解放以前解放以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

十四、本志使用资料主要来自省、州、县各部门档案资料，还有少数来自丽江、怒江和本县的

资料，个别还有关人士回忆材料。数据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统计局缺的，采用有关单位统计数。

一般不注出处，部分资料来自旧地方志、公开出版的报刊、书籍，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五、本志记述策划、主编、副主编，所编写部分。在编纂始末前记述提供资料人员的名字，

以示文责自负。

十六、本志作一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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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镇内的124个村落分布澜沧江两岸的半山坡上，镇内较为平缓的黄登、新华、沧东、恩

照、恩棋、苏罗寨、宝塔、仙人沟等8个地方，人们称为“坝子”。这里是主要的稻谷产地。全镇

共有大小水利179件，其中重点18件；有16个蓄水库，境内有大小河流20余条。有县办、镇办电

站4座，装机容量达1万多个千瓦。全镇到2005年末有耕地面积51222亩，其中：水田15508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30．3％，旱地35714亩，占总耕地面积69．7％。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57亩。粮食

作物主要以水稻、玉米、小麦为主。由于营盘镇所产的粮食产量占兰坪县的大头，被人们称之为

“兰坪的粮仓”。也是全县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营盘镇内的地形像“V”字形，属于澜沧江河谷地带，东西两岸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注入澜

沧江水系中的流河有，由东到西注入澜沧江的有甲梅河、鸡吊梅河、梅冲河、玉龙河、小村河、连

城河、抢谷捉河、拉渡刮河、南香炉河。由西到东注入澜沧江的有七中河、黄柏河、清水河、闪丢

河、罗松场河、小桥河、弥罗岭河、恩罗河、梭罗寨河、凤塔河、宝塔河、金满河、拉古河等22

条河。这些河与河之间，又是一座又一座从山顶延伸到澜沧江边的山脉，河与山之间又像一个又一

个的抛物线。这些山脉是：白岁善棵山，三叉山、哲哈山、恩富路山、燕峨保山、碧罗山、那翁多

山、史比列资山、阿么依作山、计奇鸡山、娃李坪山、尖额拉山、木底那安山、七额阿苏山、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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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山、阿妈尼山、阿片天山等17座山在江西。江东有：耕地山、大公门山、档布斯布山等3座山，

全镇境内共有20座山。 ，

营盘镇先民就在气候温热的澜沧江河谷和两岸山区半山区中生产、生活、繁衍生息，文明史源

远流长。西汉元封二年(前109)置永昌郡比苏县，县域属之。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县域

属河阳郡比苏县。东晋咸和年间(326—334)，由河阳郡划出比苏、成昌、建安三县设置西河阳郡，

县域仍属比苏县。南北朝梁末(556)。废比苏县。唐麟德元年(664)，在县域东部置眉邓州，西

部(含营盘一带)置洪郎州，两州都在羁縻十--"kH之内，属姚州都督府。开元二十六年(738)，

眉邓、洪郎二州直属南诏地方政权宁北节度管辖。乾符年间(874—879)，南诏并宁北、铁桥二节

度地设剑川节度。县域分罗川(东部)、牟郎共城、若耶井、讳弱井4个区改置为兰溪郡，属谋统

府(治所在今鹤庆县)。南宋宝佑元年(1253)，忽必列率军征服大理国。二年(1254)，么些奠长

率部归附，立茶罕章管民官。兰溪郡跟么些同期归附，隶属茶罕章管民官管辖。元至元八年

(1271)，改茶罕章管民官为茶罕章宣慰司，兰溪郡属宣尉司。十二年(1275)，改兰溪郡为兰州，

隶属不变。十三年(1276)，改宣慰司为丽江路，置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兰州属军民总管府管辖。

二十二年(1285)，改称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兰州一直隶属之。明洪武十五年(1382)春，明军攻

克大理、鹤庆、丽江诸路，设鹤庆府和丽江府，兰州归属鹤庆府。十七年(1384)，授罗克为世袭

兰州土知州，同时改属丽江府。三十一年(1397)十一月，改丽江府为丽江军民府。清顺治十六年

(1659>六月，丽江军民府土知府木懿归附清朝。十七年(1660)，丽江军民府改称丽江府，裁通

安、宝山、兰州、巨津四州和临西县，由丽江府直接管辖。雍正元年(1723)，丽江府改土归流，

将土司官府改为流官政府，县域属地归丽江府直接管理。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丽江府下设丽

江县。原兰州属地归丽江县。民国元年(1912)，从丽江县所属的27里中划出兰州、通甸、山后、

西你罗、江东、江西6里，新置兰坪州治，治所设山后里的白地坪。民国三年(1914)改州为县，

石登弹压委员改称县佐。可营盘一直隶属兰坪县管辖。

1942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野人山回国，从碧江到营盘，到拉井。营盘人民到碧罗雪山分水岭

接起，送到拉井，用半年时间，把这些伤残军人接送完。

1949年5月10日．兰坪解放，隶属滇西北人民行政专员公署。1950年置丽江专区，兰坪属丽

江专区。1954年8月23日，成立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年，自治区改为自治州，兰坪改属怒江

傈僳族自治州至今。1985年8月，县城驻地又由拉井迁往金顶区江头河。1987年11月27日，经国

务院批准，撤销兰坪县建制，设立“兰坪县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原行政区划不变。营盘镇自古以

来隶属兰坪县。解放以后，营盘镇在中共兰坪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从1951年9月开始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7月。解放西藏时，营盘人民又把大米从营盘背起，朔江而上，背到维西。其他地方的

人，一站接一站，直到西藏。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三营驻防营盘区西营村，

1954年5月调防维西。

1953年5月1日至6月中旬，营盘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穷苦人。到处

贴满了“万年铁树开了花。千年土地回了家”的标语。1954年搞生产互助组，1956年办农业生产

合作社，1957年由初级社进入高级社。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下半年开始进行生产“大跃进”。进

行大炼钢、铁、铜。在这期间进行开发岩头乡罗松场铜矿。恩罗乡铜矿，松柏乡铜矿，鸿尤铁矿、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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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乡铜矿、凤塔山铜矿。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好硐内的燃烧的照明问题，当时没有电，采到几百

米以后，就无法再采了。当时就地伐木烧炭冶炼矿，可效果还是不理想，土炉也设计不好。为了完

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只好到民间搜集铜炉锅之类的铜器进行冶炼后来充数字。

_大跃进”中，营盘镇作为全县人口大镇，派出两千多人去修从剑川县甸南区到兰坪县拉井的

“剑(川)兰(坪)公路。这条公路在县境内全长81千米，路基开挖工程最为4860294立方米，永

久式桥梁18座，涵洞230道，拱涵1道，三角木涵11道。工程十分艰巨，除了少数路段较为平缓

外，绝大部分都是深山密林，悬崖陡壁。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营盘镇的民工同全县民工一道，

进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用人工去挖，冻得发抖。1958年5月15日，第一批人员905人先期到达

工地，做一些准备工作。8月初上马人数达6188人，其中营盘民工有2436人。民工们编成7个大

队，32个中队，以大队为单位，又分铁、木、篾、石工、炮工和路基开挖等组，明确分工、责任到

人。还制定了作息时间，安全生产，组织纪律等制度。1963年5月22日，公路通到拉井时，营盘

民工先后在这三年中牺牲了11人。

1961年4月，营盘公社，划分成三个小公社，营盘公社、拉古公社、恩罗公社，1962年4月

10日又合并为营盘公社。

在“大跃进”中，除修公路以外，还修了沧东大水沟，新华大水沟，黄柏大水沟，拉古大水沟，

黄梅水库。这些工程都是调集全区民工去修的，修新华水沟就牺牲了7个人。还开了不少水田。营盘

镇的水田面积在大跃进中，增加了4倍多。后来“农业学大寨”时，开梯田梯地也增加了一些。

1958年，碧江、泸水、福贡、贡山边四县的数万民工修营盘到碧江公路。工程完成了90％以

后，又停止修这条公路，全长100多千米。

1964年，修从拉井到营盘17千米公路，到1966年修通，也是抽调全区民工参加筑路的。1970

年修全长30千米的兔峨拉马登水沟，修通时，牺牲了拉古山大队民工1人。．1966年12月开始，营

盘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乡都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区委书记、区长，

乡党支部书记、乡长，当作“走资派”进行批判斗争。由区武装部长和乡民兵连长，文革主任主持

工作，让当权派“靠边站”。但发给工资。只是剥夺领导权，1968年初，成立营盘公社革命委员会

时他们才有了权。1970年初又抽调民工修从碧江县匹河公社到贡山县城当丹156千米的“156工

程”公路。1976年修营盘到兔峨公路。每一次搞大建设工程，营盘人民都要无私支援和参加，有些

人还牺牲在工地上。

可这五十七年来营盘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交通方面：1949年以前，营盘镇向外通道只有人马驿道4条，一条是从营盘到拉井盐厂，有

20千米，这是清朝中叶杨玉科将军所筑的人马驿道，把拉井盐厂的盐巴源源不断的运下来营盘街，

再运往碧江、泸水、福贡、贡山、云龙、保山和密支那。这条人马驿道也是营盘往东通内地的一条

人马驿道。往西通往碧江的是从营盘到恩罗、小桥、猴子岩村，然后翻越海拔3600米的碧罗雪山

到碧江知子罗的人马驿道。这是1912年，殖边队进驻怒江后，营盘街成立殖边总局时动员江西的

民众修通的一条人马驿道，从营盘街到碧江有50千米。往北通往维西的通道，溯澜沧江而上，江

东从和平出境，江西从黄柏出境，到维西有60千米。往南有顺江而下，通往云龙县表村的人马驿

道．江西从拉古出境，江东从鸿尤出境有到云龙县表村有50千米的路，也是通往保山、腾冲、密

支那的驿道。在澜沧江上有一座铁索桥江桥，修了十年，1931年到1941年6月20日通车，是全县

内唯一的一座江桥。到2005年末，境内56千米的澜沧江上建有：甸尾桥、澜沧江桥、苏罗寨桥，

金满桥、青吾甸桥、拉古桥。其中：拉古桥、澜沧江桥、苏罗寨桥，甸尾桥为公路吊桥。到2005

年末，境内修通了198千米公路，往东营盘到县城的公路53．8千米柏油路，往南是六(库)至兰

(坪)公路，境内有33千米柏油路。往北修通了营盘至石登公路，境内27千米坦石路。其他全境

内17个村民委员会都通了乡村公路。过去营盘街到最北边的黄柏、和平、南面的拉古山、鸿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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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东西、单边要走3天，现在通了公路后，只走2个小时了。现在形成了大桥跨东西，公路通八

方的格局。

照明方面：营盘镇内的各族群众在1949年以前，家里条件好的就买些洋油(煤油)来照明之

用。也有人用菜籽油、核桃油、蓖麻油作照明之用。而困难的农户，全部砍松树明子作照明之用。

不仅对森林的破坏性很大，而且容易引起火灾。七十年代后，营盘镇内修了一座大甸坝电站，可只

供公社机关之用。八十年代初，又修了一座大甸坝电站(新电站)，可以解决了沧东、新华、恩棋、

白羊四个大队的照明问题。后来建成罗松场河电站、凤塔河电站以后，完全解决了全镇17个村民

委员会生活用电问题，人们告别了松明，．迎来了光电。学生们也可以上晚自习了，老师们也告别了

煤油灯。
‘

衣食方面：全镇各族人民在1949年以前，几乎全部穿麻布衣服，穿草鞋。只有少数富人才穿

棉布衣服，穿皮鞋和布鞋。1950年以后，逐步穿上了棉布衣服。1960年开始发布票，国家统一供

应棉布，布票每年发一次，过期就作废。从1976年开始，国家生产出了大量的涤良涤卡衣服，逐

步满足了人们的需要。‘特别是1980年以后，布票也作废了，现在市场的布料和衣服处于供过求的

阶段。人们的生活也是有个发展过程，从1951年至1958年，生活就好，市场繁荣。但是，从1959

年到1961年，非常困难。从1964年开始好转，可从1967年开始困难到1979年，从1980年开始就

好起来了。现在全镇人户98％的农户，基本上粮食够吃。居住在“坝子”中的农民还每年卖些大

米。开发松柏、金满、恩棋、黄柏铜矿山以后，带动了周围群众致富。有些农民有钱以后，到营盘

街买房居住．当起了“新营盘街人”。也有年轻人出去打工来增加收入。

教育方面：1949年以前，只有在营盘街有杨玉科将军创办下的沧江书院，大村(今新华)办有云

南省立高小大村分校，黄梅也办过私塾、连城、恩棋、金满、松柏、鸿尤、拉古、七登、科登涧也断

断续续办过私塾，可是由于学费贵，穷人读不起书，全镇只有70至80个小学生，有10个人到国立丽

江师范和丽江中学读过书。1950年以后，上级在各村子里办起了小学。特别是在1967年开始办起了

营盘、黄梅、白羊、恩罗、黄柏附设初中，培养了大批初中生，使一大批高寒山区的白族、傈僳族、

彝族、普米族的子女“推荐”上了中专和大学，走上了机关工作岗位，成了为国家干部。有的还成了

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到2005年末，全镇有学校111所，在校学生8980人，教师857人，其中，小学

高级教师147人，中学高级教师13人。现在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医药卫生方面：1949年以前，营盘境内的各族群众，黄梅村的黄医生家族懂些草药，可以外科

为主。其他的群众一旦生病，就祭神祭鬼，听天由命，最后往往因病致贫，甚至是人财两空，家破

人亡。1951年开始建立营盘卫生所。到2005年末，营盘镇中心医院有67个医务人员，其中有3位

副主任医师。全镇17个村民委员会都建立了医疗点，配有51个防保员。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委

会．大病送营盘医院”。人们的健康基本上得到了保障。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前的23％o，下降到

了3％o，人均寿命由1949年前的平均45岁，上升到了68岁。

营盘境内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主要有水能资源，铜矿资源，森林资源，花卉资源，药材资

源、畜牧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和旅游资源，有重大的开发价值。

水能资源澜沧江黄登岩梯级电站，弥罗岭岩、凤塔岩梯级电站，有黄柏河等13条大一点的

河流上可以修建43座电站。

矿藏资源境内发现和正在开采的有金满、松柏、恩棋、黄柏、岩头、黄梅、恩罗等铜矿山，

都品位高，大小铜矿点达120多个，并具有储量大、分布广，品位优良。可变性好的特点，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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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资源境内由于

库，可以供人们开发，目前常用的中草药有以下几十种，其他的还有待于开发。主要有：

五皮风、毛石苇、贝母兰、五爪金龙、双参、凤尾草、天南星、牛嗓管树、云南松、车前草、

长松罗、云南假木荷、水杨柳、水杨梅、水芹菜、月芽一支蒿、伸筋草、连粘树、旱莲草、驱蛔虫

草、何首乌、两面针、冷毒草、鸡骨常山、鸡屎藤、麦门冬、杠板归、光亮弗蕨、仙鹤草、，头花

蓼、龙胆草、千针万钱草、玉带草、玉竹、白头翁、白云花根、白牛胆、叶上花、叶下花、毛果算

盘子等等。

畜牧业资源营盘境内立体气候，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镇内有116．46公顷宽阔的草甸，

是发展畜牧业的有利条件，可以大力发展畜牧业，主要发展绵羊和山羊，其次是牛、马、猪。境内

还有水库和水池，也可以养鱼，过去由于不通公路，人们没有大量的饲养，投放市场不方便。现在

17个村委会都修通了公路，农村也有了农用车和拖拉机，把鱼拉出去卖，也有了很好的交通条件，

开发蓄牧业资源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果开发得好，还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野生动物资源 营盘境内立体气候，不仅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也有利于各种野生动物的。

到目前为止。发现有：老熊、野猪、猴子、野兔、狍子、老虎、狼、刺猬、獐子、野狗、麂子、马

驴、岩羊、野猫、白欢、穿山甲、野牛、金钱狍、金丝猴、箐鸡、山鸡等野生珍贵动物，有利于人

们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

旅游资源境内碧罗雪山风光很好，海拔4000米以上，一到冬天，白雪皑皑，像一条由北向

南奔驰的白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夏天这里万木葱笼，登高望远，非常壮观。山上还有高山湖

泊，当地人叫“龙潭”。1958年修营盘到碧江的公路时，营盘境内从江西苏罗寨到恩罗、小桥、到

碧罗雪山的公路，只是部分河上还没有修好河桥。整个工程完成了90％左右，加上50多年的时间

这些路基也稳了，稍微投入少量资金以后，可以到碧罗雪山探险旅游观光，还可以搞空中索道旅

游。杨玉科将军的历史名人故居旅游。营盘到碧江古驿道探险旅游。将来电站修成以后，可以在澜

沧江水坝头，进行汽艇和划船旅游。基督教堂、本主庙、山神庙等方面进行宗教文化旅游。独特的

拉马人风情，彝族风情，傈僳族风情，可以进行民俗风情旅游，大办“农家乐”和“风雪山庄”

来吸引游客，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四

目前，营盘镇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主要是生态严重恶化，拉古、拉古山、金满、小桥、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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