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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足音奋进的借鉴’
～

‘中共畹町市委书记 张本道
。

·
．

。

，

、
·一

’’

．t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畹叮市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关怀下，经过撰稿编辑的通力协作和不懈努力，得以成书出版。这是畹叮 ．，

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是畹叮各族人民值得庆贺和自豪的事o。 ， +

’． 畹叮，山奇水秀，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在这块沃土上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远古的南亚寻梦，近代的边贸求富，四十年代的抗日烽火，五十年代的红旗飘

扬，加之奇异的边陲风光和民族风俗，还有那畹叮桥头的伟人风采，这一切，为

畹叮历史增姿添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族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 。

下，不断开拓创新，团结进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事业日新月异，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谱写又一篇感人的历史篇章。但由于过去忽视了修志写史的工

作，至今无一本全面反映畹叮发展的地方史志，致使许多可资借鉴的史料散落 ，

★
：

民间，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

，

‘

盛世修志。1986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修史写志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从

人力、物力、财力上进行组织和安排，使修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突破性
’

进展。几年来，全市坚持广征博采，众手成书的工作方针，积累史志资料180万．

字，编辑出版8部部门专业志，另有14个部门编印了内部资料或完成了部门

志初稿，为市志的成书出版奠定了基础。现在编辑出版的《畹叮市志》，史料翔

实，重点突出，体例得当，编排科学，结构严谨，文采独特。该书比较全面准确地

记述了我市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着重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史，

真实地反映了畹叮建设社会主义的特色和全貌，是一本集历史、人文、自然、地

理和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畹叮百科全书，具有资治、存史和鉴古启今的教

化作用。
。

。’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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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使人明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要珍惜这份宝贵的藉神财富，。‘。j l
‘科学地、合理地保护和运用好财富，让过去的经验教训成为我们决策的借鉴，

’ ’1

让历史的精华成为我们发展地方民族经济的依据。当前，全国的改革开放大业’ r!

。。 进入了实质性的攻坚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成熟，社会安定，

矗济繁荣。畹叮和全国一样，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坚持‘I两手抓、两 {
手硬"，开创了民族团结、治安稳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全市各族人民正以饱 J

满的政治热情和富于开拓的务实精神，昂首阔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畹叮的道

路上。我深信，《畹叮市志》的出版，将起到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作用，将对我 ．+ 1

市深化改革注入活力和生机，推动各项事业跃上新的台阶“，‘
‘7

j 、!

。
。 感谢《畹叮市志》的组织者和撰稿者为我们付出的辛勤劳动。。． o·

∥愿全市各族儿书团结一心，携手共进，为畹叮的繁荣、富强、文明谱写新的 j

一历史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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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

町市人民政府市长 孟必光
， ：

矗

阳当顶的地方”。在这个美丽富饶、闻名遐尔的地方，有

传说和感人肺腑的人文故事。如果没有一本规范的地
，· 方志书加以整理记载，流传后世，显然是莫大的遗憾。．

，， 《畹叮市志》正是基于这种意旨和愿望应运而生。其编纂历时7年，先后几

+届领导都作了细致扎实的工作。特别是从1986年11月17日成立畹町市地方
“+ 志办公室以来，市志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得到了较快发展。由于市志办的全

。’体同志和承担编写任务的55个单位，共计76位同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克
。

’

服困难，齐心协力，辛勤劳动，终于圆满完成了《畹叮市志》的撰稿、审稿、定稿、

。编辑，现市志书稿即将出版问世。在此，谨对市志办公室全体编辑人员和应邀

参加编纂工作的各位同志的创造性劳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省、州及兄弟县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精心指导和鼎力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

《畹叮市志》坚持详令略古、古为今用的原则，全面准确地记述了畹叮的自

t． 然风貌、社会历史、人文景观和现状成就等，尤其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新中国成

， 立以来畹叮市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和风貌。《畹叮市志》的编纂稿件现已经过
?7

逐级审查验收，并通过市委、市政府批准交付编辑出版。可以肯定弛说，《畹叮

市志》是一部有关畹叮的资料翔实、指导性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百科全书”。

j 《畹叮市志》还记录了一些生动鲜明的人物事迹，以教育人们更加热爱畹

叮，献身畹叮，是一部有血有肉、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科书。一

《畹叮市志》的编纂，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史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畹町市志》的编纂，对于未来更科学更有效地合理开发和综

j。 合利用畹叮现有资源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为畹叮市制定中长期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进一步推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实施各项社

会发展战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部志书对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推动畹町市‘

的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95年是畹叮建市10周年，我们谨将此书付梓出版作为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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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志为畹叮第一部市志。时间断限为：上限1932年设立畹叮镇时，个
‘

别地方涉及建镇前的历史沿革；下限1989年，少量照片及“附录’’中有的文件、

表格收到1995年。． 。|，

，。 二、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体裁，以志为主，以文为主，辅以图、表，

； 除个别篇章外，大都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本志设概述、大事记、专志、人

物、附录等5大部分。专志分为地瘦、经济、民族人口、政治、政法、社会、文化、

口岸管理等8卷共50章。 。

’

，4 ：，
．

三、本志坚持从畹叮实际出发，设立“口岸管理’’专篇，并在“经济篇’’中把

“边境贸易’’和“商业”放在显著位置j以突出畹叮“边"和“贸"的特点。

四、本志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力求内容翔实。文中涉及的史料、数据，均 ·

由有关部门、单位提供。 ，

，

五、。人物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名录’’系按参加

革命工作时间的先后排列。 。 ，’

六、志中记述的党政芋干部范围，原则上记到副局级以上；省、州驻畹叮的

友邻单位干部记到副处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记到中级职称以上。’

””七、根据1994年中缅联检勘界时确定将畹叮地名中的“曼”改为“芒’’，故

’畹叮市行政地形图所标地名将“曼"改为“芒刀。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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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畹町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部，与邻邦缅甸一河之隔。总面积

103平方公里，国境线长28．646公里。市区所在地是昆(明)畹(町)公路及国道320线(上

海至畹町)的终点，系我国陆路通往缅甸及东南亚国家的咽喉，属国家一级口岸。

畹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体多在900--,-1300米之间。市内最高点为曼棒乡回龙山

顶，海拔1675米；最低点为混板乡索阳村南的畹町河与瑞丽江交汇处，海拔778米f市区

平均海拔830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侯，年均气温19．7"C，春温高，夏季长，冬季基本无霜

期；年均降雨量1522．4毫米；平均日照总时数为2343．4小时，平均相对湿度80％}多西

南风，平均风速为2．1米／秒。耕地面积16605亩(其中水田7674亩，旱地8931亩)，人均

耕地1．78亩；森林覆盖率28．3％。土壤多为石灰性红壤及冲积性沙壤，土层深厚，自然肥

力高，不仅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甘蔗、橡胶、茶叶、砂仁等农经作物，而且还具有培植发展

柚木等珍稀木材及木瓜、柚子、柑桔、菠萝、番荔枝、芒果、缅桃、菠萝蜜等亚热带水果的良

好条件。
’、

．’|．|

‘

畹町市辖曼棒乡、混板乡、城关办事处和国营畹町农场，两乡共16个自然村。1989年

全市总户数2169户，总人口9260人。总入口中农业人口6229人，占67．3％；非农业入口

3031人，占32．7％；傣、景颇、德昂等少数民族人口3854人，占41．6％；归侨、侨眷1285

人，占13．9％；人口密度为90’人／平方公里。
·， 。畹町”系傣语译音，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畹町见之于典籍，可追溯到汉代。民国

21年(公元1932年)设畹町镇，1950年4月29日畹町和平解放，1952年，经政务院批准，

畹町镇改为县级镇。1954年2月成立畹町镇人民政府。1967年3月建立畹町镇军事管制

委员会。1968年12月成立畹町镇革命委员会。1980年改称畹町镇人民政府。1985年1

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畹町镇(县级)，设立畹町市(县级)，以原畹町镇的行政区域为

畹町市的行政区域。
、

’ 一 ，

边境商业贸易是畹町的主要经济支柱。1989年边贸、商业各种税收入占全市财政收

入的92％。

滇缅公路1938年通车，成为抗战期间我国与国际联系的陆路唯一交通要道，畹町系

滇缅公路我方一侧终点，大批抗日远征部队经此出境奔赴前线，盟军援华抗战的大量军

火、物资也由这里源源不断入境。当时畹町闻名遐迩，在神圣的抗战中作出过自己应有的

历史贡献。抗战胜利后，畹町成为中缅贸易商品的集散地，国内所需的棉纱、石油、橡胶等

物资经畹町口岸运往内地，国产的布匹、毛毡、瓷器等物资亦由畹町输出缅甸。

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时，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私营商号共51户，较大的

商号在国外都有分支机构或代理人，每日运载进出境物资的边贸车辆达200辆次，当时主

要进口汽车、汽油、汽车零配件以及棉花、棉纱等。1951年工商税收达61．9万元。后来畹

町边境贸易虽因种种原因而时冷时热，但却始终未间断。1958年取缔了国内经营小额贸

易的私人商号，边境贸易改由国营公司经营，但直至1978年仅有裕丰商号1家独家经营，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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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值157万元。
。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畹町市结合地处边境的实际，充分运用“窗口’’和

“眼睛”的优势，制定了“以贸易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依托，贸农工全面发展’’的

经济发展战略，认真开展边境商业贸易，并制定出有关的具体优惠政策，短短几年间．畹町

内外贸易不断扩大，边境贸易商号发展至1989年有59家，大宗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鱼虾海

产品、皮张、橡胶、紫胶、胡椒、木材、中药材、豆类、芝麻、茶叶等；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针纺、

百货、文化用品、五交化工、机电、建材、汽车零配件、农药、医疗器械等。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边境贸易管理局，负责国家贸易政策在畹町的贯彻执行。10年来的边贸进出口总值连年

直线上升，1989年达2．33亿元，为1978年的148．4倍。．

畹町商业网络1953年只有贸易支公司1个，发展至今已有国营、集体商业网点75

个，另有不少个体有证商业网点。市内有综合农贸市场1个和农村集市2个，3个市场共

有500多个摊点。全市商业纯购进总值，1953年34万元，1978年127万元，1989年达

3688万元；商品纯销售额，1953年37万元，1978年432万元，1989年达8690万元。1989

年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226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值9015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436

万元，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210万元。 ．

边境商业贸易的发展，不断增加了畹町的财政收入．全市财政收入1989年1356万

元，人均1464元。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市政府对农业及其它各项事业的投资不断增

加，从1985年至1989年5年间，市财政对农业投资571．2万元(其中仅1989年就投资

264．2万元)，对教育投资335．2万元，对城市建设投资282万元，对其它事业投资974．1

万元。1989年畹町社会总产值4800万元，人均5183元I国民生产总值3650万元，人均

3942元；国民收入2810万元，人均3035元f城乡居民存款余额695万元，人均750．5元；

年末全民所有制职工2376人，工资总额440．08万元，人平均月工资159，59元；集体所有

制职工172人，工资总额37．36万元，人均月工资165．6元；农民人均总收入13i6元，人

均纯收入815元；91％的农民建盖了新房。 ．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依据1989年全国450个城市资料统计，有36个城市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已超过3013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换算，突破800美元，已跨入小康生活水平，

畹町榜上有名，同时畹町被列为1989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4000元的18个城市

之一。

’1952年以前畹町无农村也无农业可言，“蔬菜靠内地，大米靠邻县竹，就连葱姜大蒜也

不生产。1952年，政府动员组织部分街道居民到城镇郊区垦荒种田。后来行政区划扩大，

耕地面积增加，为粮食生产奠定了基础。1958年开始试种小麦，1965年起大面积种植小

麦：1972年成立畹町良种站，1978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良种：特别实行和完善了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总产逐年提高。1979年粮食总产达310万公斤，人均产粮752公

斤，1989年粮食总产达565．5万公斤，人均产粮610．7公斤痨E业总产值580万元。由于

粮食连获丰收，并在1989年全国夏季粮油创高产活动中，夏粮总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获

得省政府、国务院嘉奖。1989年，经有关部门考核验收，畹町已实现农村初级电气化，跨入

了全国第一批农村初级电气化试点县行列。 ，--

一

1956年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畹町先后建立了小型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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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厂、农机修配厂、汽车队、造纸厂以及缝纫、印刷、食品、竹编、藤编等城镇集体企业。

1978年修建了1座装机容量为640千瓦的水电站。近年来又新建了汽车运输公司、紫胶

厂、茶叶加工厂及与外地联营的皮革加工厂。1989年生产紫胶10。43吨，发电量157．19

万度，各种纸286吨，茶叶2212担，皮革13970张；全市工业产值277万元，其中全民所有

制工业产值占30％，集体所有制=￡业产值占67％，个体所有制工业产值占3％；乡镇企业

总收入2000万元。 ．， j 、r 一’， 一”．

畹町南北由滇缅公路纵贯，市区以西由1956年修通的畹(町)瑞(丽)公路横穿。1985

年和1989年先后拓宽改造的曼棒、弄片两条市管公路，已达国家四级公路标准。全市农村

共16个自然村寨，已实现村村通公路，无论干、雨季，各种机动车辆均能畅通无阻。1989

年全年货运量22万吨，货物周转量478万吨公里；客运量28万人次。．+ 一：

’全市邮电通讯设备齐全，有邮电局1个、邮电所1个。市区1979年开始使用自动电

话，村村寨寨通邮、通电话。全市共有邮路3条，里程43公里，电报电路4条，55型机械电

传机z部，手动当字电传机1部}架杆线路28公里，明线线条99对公里，电缆2．7皮长公

里。i989年邮电业务总量41．77万元，电话用户390户。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畹町财政收支逐年增加。1989年收入1356万元，支出1398万

元．．
‘ ，、√’7’j一，‘⋯__ ‘一

· t

’·二50年代初，畹町市区草房茅屋、支离破碎。1954年始建民贸公司等单位3幢2层土木

结构楼房，1955年至1965年期间，曾先后建成12幢2层土木、砖木结构楼房及18幢土

木、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合计1．4万平方米。1966年至1976年，先后投资88万元，建

成房屋1．48万平方米。进入80年代后，开始出现了一座座砖混结构的办公大楼、职工宿

， 舍楼和商店、旅社等。至1989年，全市共新建房屋7．65万平方米，其中有钢筋混凝土框架

砖混结构房118幢、6．65万平方米，包括拥有891个座位的畹町影剧院和9层高的裕丰

贸易大厦。 ’|．

，“。’：’ 一。 ‘．： 一· j
、。

’

1978年，畹町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1984年成立“科学技术协会’’及所属理化、医

学、农学、无线电等4个学会，1987年成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审委会。‘1989年全市有科技人’’

员153人，其中中职以上的技术人员27人。一 ·．5’

+’

1987年以来，适龄儿童入学率均保持在98％以上，1982年全省普及教育表彰大会

上，畹町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普及小学教育先进单位一称号。1984年经省、州检查组检查验

收，省人民政府颁发给畹町。首批普及初等教育”的奖状和。普及初等教育合格证一．1989

年全市有幼儿园1所、小学10所、中学2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巩固率98％、毕业

率94％I对于中小学少数民族寄宿生，市政府每年都给予经济补助。

．50年代初，畹町的卫生机构只有交通检疫所，1954年转为镇卫生所，1962年改建为

镇人民医院。现全市有医院1所、卫生所2个，还有市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办公

室。市人民医院建盖了4层高的门诊大楼，购置了“B超”等医疗卫生设备，不仅畹町群众

有病能及时治疗，境外边民、侨胞也可随时到畹町医院就诊。

目前，市区有电影院、文化馆、新华书店各1个，灯光看台球场2个、田径运动场1个

和儿童室内温水游泳池1个}农村两乡皆建有文化站。全市电视覆盖率为100％。

畹町，是座充满“胞波”友情的边境城市，中缅两国边民历来互市贸易、结亲联姻、交往

—。。。。。。‘。。。。。。1—。。。。。。。。。。。。。‘‘卜『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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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一
， ，1956年12月15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巴瑞，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到达畹町，受到畹

町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缅两国的友谊史上，又谱写了新的篇章。此后，两国边民的来

往更加频繁，友谊更加深厚。改革开放10年来，畹町成为德宏州边境商业贸易的主要集市

之一，每天，从早到晚来往畹町的边贸车辆络绎不绝，到畹町来从事边境贸易、洽谈业务或

探亲会友、旅游观光的内外客商、边民侨胞大量增加。1989年从畹町口岸进出境的人员平

均每天4000人次，从内地来过往畹町的每天3000t人次，合计每天来往畹町人员7000人

次。每当春节、泼水节、目脑纵歌节等传统节日，两国边民、侨胞便欢聚_起，举行文艺演出

和体育比赛，同歌同乐，共叙亲情，互祝吉祥安康。；。_．：， ． _一。 ’．，

畹町边贸、农业、工业以及科、教、文、卫、体等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已逐步建成和完善。畹町桥、来门山、森林公

园、90号界桩、回环傣族村竹林、索阳傣寨景观以及柚木林场等吸引着中外游客，中缅双
。

边旅游活动的开展也使远道而来的中外佳宾留连忘返以，， t ： ．，I 7、，t”

，畹町是祖国西南边境的大门和口岸。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权益，国家在这里设立有

关的口岸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畹町边防检查站是国家设立在畹町口岸的边防检查

。机关，它成立于1951年，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系列，系团级。主要任务是对进出国

境人员及其护照或其它进出国境证件、行李物品和进出国境的交通运输工具及其运载的

物资实施边防检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保卫祖国的安全．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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