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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文山县委书记付加兴

县志编纂委员会要我为《文山县志》写序，我心情很激动。这是一部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从1984年6月至

1993年底，县志办用了10年时间搜集整理了200多万字的资料。县志的设计和编纂工作

从1993年12月开始，历5个寒暑，终于问世了。这是我县设治以来刊行的第一部县志，

它的出版，是我县志书编纂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文山县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系统、

客观、全面地记述了文山县从西汉元鼎置郡县至公元1993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收藏价值。

《文山县志》从地理、民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七个方面，详细记述

了文山县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生物、能源、矿产和旅游资源，记述了文山县多姿多彩的

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全方位叙述了文山农、林、水、电、工交、商贸等经济方面发展

的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并且为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社会方面的进步

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部128万字的著述史实丰富、翔实；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文字规

范，逻辑严密；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洁、流畅。

这样一部内容繁博的著述是在一支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力的编辑队伍的努力下，克

服了资料缺乏、人员缺乏、经费紧张的困难，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谱写而成的。主编段

鹏起同志，不但亲自撰写和编纂凡例、概述、地理、经济、军事、附录等篇章，而且承

担最为重要的总纂审编工作；不顾自己年近古稀的高龄，每天工作十余小时，呕心沥血，

无私奉献。以副主编杨顺启、编辑松文斌为代表的编辑班子在编纂过程中，废寝忘食，放

弃无数个双休日，查找资料，查证史实，寻访熟知县情的社会人士，为使县志早日成书，

付出辛勤的劳动。编辑王子聪、苏锦云、王信义，吴文德等离、退休老同志，四处搜集

资料，亲自绘制地图，主动、积极地承担修志工作，为志书的编修奉献了自己的余热。在

这些为县志的编纂付出大量心血的同志中，王需章、王信义、田友和同志已不幸去世。

这样一部好书，我想大家一定会认真学习，从中获取教益，这有助于全县各族人民

更进一步发扬“开拓创新、团结拼搏、求实奋进、勇于争先”的文山精神，并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努力工作，共同创造文山美好的明天。

1998年12月



凡 例

一、《文山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行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记述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为准绳，务实存真，经世致用，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三、本志叙事立足当代，通合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时间上限以县辖区内有

依据的事物发端为起始，下限止于1993年，个别内容有所延伸。突出边疆的，多民族的，

文山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

四、本志由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构成，以志为主。从现代社会分工

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事以类从，类集一编，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首设

概述、大事记，中分地理、民族、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7编，共52章、266

节，人物殿后，加附录。编、章和有的节设无题简述，概要说明所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

内在联系。县行政区划图、照片汇集于前，图表附于节、目中。

五、入志人物不拘泥于本籍客籍。在本县范围内，包括社会各界，凡对国家、对本

县有重大贡献或重大活动和影响，已故者选择写传略，列入对人民革命作出较大贡献，80

岁以上高龄的1人。对国家、对地方的某项事业有较大贡献或重大活动者，以及国家和

省授予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称号的选择写事略。为国为民阵亡人员和烈士，省部级以上

授予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称号，在县境和本籍在外任副县(团)级以上职务，副高级职

称以上科技人员列名表。清代举人以上，民国及解放后的留学生、博士、硕士，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前参加革命的离休人员列名录。

六、本志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前按当时的年号纪年，帝号改变或每自然段第一

次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按公元纪年。全书公元纪年除已记明的

世纪外，未记明的均系20世纪。1950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接收国民党文山县政权，

文山全县解放，以此日区分解放前后。

七、地名、族名。民国及以前按当时的名称，取销歧视性的偏旁。解放后的地名统

一按《文山县地名志》所确定的地名；族名按1958年归系后国家认定的族名，叙述支系

时以自称，注他称。

八、度、量、衡的记述，解放前按当时当地的计量标准，解放后按1984年国家颁布

的法定计量单位换算。耕地面积仍用通常使用的市亩。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历代各级志书、史书、档案、书刊文献、省州县文史资料、本

县各部门志，以及经过考证的碑记、口碑等。统计数字依据清代《开化府志》、民国《文

山县志(稿)》，解放后县统计局和各部门上报的数字。土地面积按1992年土地详查数，

各类土壤面积按1982年土壤普查数。引用原文加引号，一般不注明出处。



谷海拔618米。丘陵半山区、山区占总面积80％，坝区、高山区各占10％。1992年进行

土地详查，全县总面积4 458 191亩，可利用土地3 950 936亩，占88．6％，人均10．4亩。

其中农用耕地1 629 539亩，占41．2％；林地1 780 632亩，占45．1％；荒草地377 536亩，

占9．6％；城镇、村庄、工矿用地83 443亩，占2。1％；水域39 886亩，占1．o％。交通用

地39 900亩，占1．0％。未利用土地507 255亩，占11．4％，人均1．33亩。大部分地区属

西风带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随海拔高低兼有北亚热带、南亚热带和温带气候。中海拔地

区年平均气温12．8～18．1。C，月平均最高气温16．8．---23。C，极端最高气温36．4。C。最

低气温7．2～10．6。C，极端最低气温一3。C。高寒地区年平均气温7．8。C，低热地区年平

均气温22．2。C。中海拔区85％的年份有霜冻，无霜期年平均359天。间或年份有小雪。

常年降雨量各类地区不相同，西部、南部年平均1 309～1 461毫米，中部、东南部991～

1 047毫米，北部、东北部808"-893毫米。一般是冬春不足，夏秋有余，干湿分明。土质

以红壤为主，兼有少部分黄棕壤、棕壤、暗棕壤、紫色土、石灰岩土和水稻土，共14个

亚类，20个土属，51个土种。

县境存在多类型地区、多种土壤、多种气候，适宜多种作物、林木、畜禽的生长；蕴

藏多种矿藏，给工农业生产带来较优厚的自然条件。气候温热、土质肥沃的河谷坝区，一

般水旱无忧，盛产水稻、甘蔗；水稻与小麦、油菜、豆类、再生稻可两熟。温和半山和

干坝区主产玉米，兼种水稻，极适宜花生、烤烟、辣椒、马芽花等经济作物的生长；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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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是多民族杂居县。史载蜀汉时“多鸠僚、濮”。唐代出现和蛮“大鬼主”、僚子

首领；彝族支系从滇东、滇中南下。宋代荧人从西进入。明代，布侬从东、傣人从南移

入。历代汉民零星进入从俗而融合于少数民族。清康熙六年(1667)改土设流，汉族人民

从内地大量涌入，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亦相继移入，建城镇，兴集市，开矿产，发展农

工商业，至道光六年(1826)的160年间，文山县人口增加到12．3万人，共有21个族

称。以汉族为主的客户占52．9％。经不断演变，到民国年间有汉、壮、彝、苗、傣、回

6个民族12种称谓。解放后，1958年进行民族归系。1993年，全县78 513P，379 952人。

其中汉族38 099户，175 781人，占46．3％；壮族15 551户，78 704人，占20．7％；彝族

13 424户，65 712人，占17．3％；苗族9 494户，49 928人，占13．1％；傣族851户，4 442

人，占1．2％；回族981户，4 296人，占1．1％；其他民族113户，1 089人，占0．3％。

县域开发较早，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生存。从发现的一批青铜器证明有一支文化较

高的民族在这里居住，与滇文化、夜郎文化有较强的一致性。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置郡县。历西晋至隋朝，均置全国统一的州、郡、县管辖，但俱为羁縻性质，实为本

地土长、豪强所统治，生产落后。宋代为强现、王弄部，为地方政权大理国三十七部蛮

之二部，得到分封。因与广西邕州为邻，商业来往增多，接触中原汉族先进技术和文化，

铁农具工具传入。宋皇祜四年(1052)宋将狄青征南，大军尾追侬智高进入滇东南，在

此地的游商吴人龙海基带路有功，命领此地而从俗。此后宗支繁衍，大宗领主之下分出

小宗领主；各族相争，打破龙氏一统领地，逐步变为封建领主制。明代在此设教化、王

弄、安南三长官司，属临安府。因与内地山峦阻隔，交通梗塞，交流迟滞，仍属农业自

然经济，生产生活水平极低。清康熙四年(1665)吴三桂率军平定造反土司，六年建开

化府，雍正八年(1730)置文山县。清政府制定“开挖发照”和“减赋粮、均徭役、免

商税”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内地汉族的移入，更促进农业、商业、手工业、文化教

育的大发展，进入封建地主制。那拉底、白牛厂等银矿及者囊等铜矿的开发，吸引了内

地上万矿工进入；停产转产后建立村寨，落籍投入农业生产，使广阔的西部山区得到开

发。嘉庆二十五年(1820)，“听民开垦”的耕地不在内，纳赋中则民田5．97万亩，种植

粮、豆及经济作物52种，蔬菜、果类各48种；种棉纺染织布，靛油、梭萝布、侬人巾、

摆衣锦是当时名产；名贵药材三七通过昆明、广西远销中原；粮、油、肉、禽、蛋等副

食品供应蒙自、个旧，肩挑小贩、行商、马帮来往络绎不绝。经清代后期、民国初期的

几度地方混战，兵灾匪祸造成经济衰败，相对安定后逐步恢复。随着桐油出口和边境贸

易的兴旺，文山作为滇黔入越和滇桂的交通要道、商品集散地，百业振兴，商业发达，手

工业齐备。1949年，文山城常住3 117户，11 610人。有商业、服务、运输12个行业，687

户，从业1 440人；手工业21个行业，687户，880人。农村有28个大小集市，酿酒、制

粉、榨油、榨糖、造纸、采矿、陶器等行业与农业分离或作为主要副业发展起来。但由

于封建剥削加剧，地主恶霸、匪首、反动官僚三位一体的残酷统治，加重了大多数劳动

人民的贫困化。解放前夕，全县粮食亩产只105公斤，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10元，全县

无一机械工业企业。

1927年，正当云南军阀混战，地方豪强拥兵自立，相互争霸之时，中共云南省特委

在县境洒戛龙(今德厚)建立第一个党支部，贯彻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宣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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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出栏7．7万头，年产猪、牛、羊肉618．3万公斤。1993年全县农业产值19 750万

元，比1952年增长16．3倍，年均递增7．2％，人均621元。其中粮食作物占23．7％，经

济作物占29．6％，林产品占2．1％，畜牧业占20．6％，工副业占13．8％，渔业占0．2％。

粮食总产9 080万公斤，人均239公斤。由于加强边远民族地区、高寒山区和全县范围内

的扶贫工作，贫困人口减少了57％。

地方特产名贵药材开化三七，解放前为零星种植，解放后列为重点产业扩大开发，产

量质量均属全国之冠；并进行科学研究，扩展使用范围。1952年，全县仅种植125亩，产

量3 100公斤；1974年栽种到1万亩，产量18．3万公斤，收入2 040万元，占全县农业总

收入49％。栽种最多的1988年2万余亩，产量达23．25万公斤。1984年起进行系列产

品开发，在本地生产了三七参酒、三七低度酒、南七王酒、可乐、汽锅鸡晶、白药、蜜

精、气血康口服液、三七皂甙、三七茶等。“慈古牌”南七王酒获1988年中国优质保健

产品银鹤杯奖。1990年文山州和文山县科委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进行科学研

究，表明三七皂甙具有止血、抗疲劳、耐缺氧、壮阳、降血糖和提高肌体免疫功能等多

方面作用，无毒安全，使用三七配制的药品和保健品越来越多。为合理利用，综合利用

开拓更广阔的前景。

地方工业扩大领域，不断增加产品产量。解放前，县境只有小手工业生产。从1951

年建小电站开始，着手建机械化工业。根据资源和生产生活需要，州、县在文山县境先

后新建矿产采冶、食品、纺织、皮革、造纸、化工、印刷、医药、机械、水电、建筑建

材、金属制品、粮食加工、自来水等厂矿企业。1993年，县属地方国营企业6个，769人；

集体企业27个，878人；个体2 330户，5 997人。主要产品锰矿56 440吨，钨精矿44吨，

砒霜1 161吨，铁合金6 732吨，原煤66 000吨，发电量726万度，大米加工15 990吨，面

粉加工10 979吨，食糖5 768吨，饮料酒887吨，酒精371吨，糕点1 243吨，饲料加工606

吨，棉布22．81万米，砖4 640万块，石灰5 110吨，各种家具1．22万件。全县工业产值

7 190万元，比1952年增长57．5倍，年均递增10．4％。全民所有制占34．5％，集体所有

制占25．3％，个体占40．2％。

交通、邮电四通八达。解放前县境仅有通开远的公路，且晴通雨阻。解放后逐年扩

大兴修公路，到1993年境内有三级及以下各类型公路89条836公里。班车8～10小时、

小车5～6小时可直达昆明；邻县各县城一天内可来回；县内17个乡镇、130个行政村中

的106个行政村通公路。1993年，县境拥有各类型的货车1 821辆，货运周转量4 745万吨

公里。长途客车270辆，客运路线远至广西南宁，四川泸州，贵州兴义，云南昆明、曲靖、

宣威、玉溪、个旧等，可直达州内各县一些乡镇。1993年客运周转量31 053万人公里。私

营短途中巴车104辆。县城开通公共汽车和正三轮摩托车载客。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设邮政邮寄代办所，民国1年(1912)设邮局。1993年县外邮路1 000公里，县

内干线邮路284公里，出口函件181．85万件，包件4．33万件，汇票8．81万张。电信始

于清光绪十四年，从文山到蒙自转昆明和文山到剥隘与广西百色接线。民国年间扩展到

邻县。解放后不断进行技术改造，1987年进入微机自动转报系统，用计算机自动转接，用

光电发报和自动发报。1993年有纵横自动交换机容量4 ooofl，用户交换机容量659 f1，

共安装话机4 082部。农村电话交换机16部590门，用户590户。

f。，；。!l+{i{§，



概 述 3

帝、反军阀，办夜校，组织劳动童子团，成立农民协会，进行反乱摊派、乱收税的合法

斗争。在地方武装中进行兵运活动。同时在小塘子建立革命据点，组成苗族武装，与蒙

自连成一片，开展武装斗争，伏击打死国民党老寨乡团首。因省委遭破坏，1931年底被

迫分散隐蔽而停止活动。1946年10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又在文山城恢复建立党小组，组

织从蒙自经文山到西畴、马关、麻栗坡的交通联络站，宣传教育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做

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1947年7月正式成立以原党小组长岳世华任书

记的中共开广地区工委。同年10月又在文山城建立“民青”组织，配合邻县及进入本县

的边纵部队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4月在县境追栗街乡的丫呼寨成立桂滇黔边纵队滇东

南指挥部第十团和文山县人民民主政府，6月在平坝区土锅寨建立文山县护乡独立大

队，8月扩编为文山县护乡三团。边纵部队和人民民主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打击反动地霸，

建立革命的民兵、妇女组织和区、乡人民政权，使文山城的国民党政权陷入四面包围之

中。1950年1月7日，文山全县解放。

从1950年起，文山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初期经过清匪反

霸、镇压反革命、减租退押，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初建全民所有制企业。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虽几经左倾路线的影

响和较大的曲折，但最终仍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社

会主义经济得到发展。尤其是1979年起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

历史时期，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较大成就。1993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33 126万

元，比1952年增长15倍，年均递增7％，人均817．8元。其中第一产业占42．9％，第二

产业占20．4％，第三产业占34．7％。工农业总产值26 940万元，比1952年增长20倍，

年均递增7．75％，人均7 217元，其中农业占73．1％。国家财政收入3 466．5万元，比1952

年增长31．3倍，年均递增8．9％，人均91．2元；支出5 806．9万元，比1952年增长467

倍，年均递增16．2％，人均152．8元，不足部分上级财政拨补。银行年末储蓄存款余额

5．4亿元，比1952年增长6 754倍，年均递增24％，人均1 422元；年末贷款余额3．56亿

元，比1952年增长7 127倍，人均937元。

农业全面发展，商品率提高。解放后长期坚持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兴修以小型

为主的水利工程，蓄、引、提并举，兴修扩修较长的引水渠道，由111条增加到198条，

全长836公里，流量12．94立方米／秒；水库由4座蓄水33万立方米，增加到276座蓄

水1 596万立方米；机电提水从无到有，正常使用的固定机站55台，装机3 768千瓦，最

高扬程150米；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37 945亩扩大到107 370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建

成稳产高产农田13．6万亩。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水稻优良品种种植面积占97．5％，其中

杂交稻占55．4％；玉米优良品种面积占73％，其中杂交种占30．9％。小麦、花生、烤烟、

甘蔗大都外引良种。以农家肥为主，科学兼施化肥，1993年施化肥36 949吨，平均每亩

55．8公斤，并适量使用微肥和生长调节剂等。农业生产大都从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三

熟。甘蔗、烤烟、辣椒、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占2．9％扩大到21．9％。林

业方面加强森林管理养护和造林育林，全县现有用材林45．8万亩，防护和水源林17万

亩，灌木林95．8万亩，经济林3．5万亩。畜牧业全面发展，1993年存栏大小牲畜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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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商业蓬勃发展。从1956年起，商品流通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发展集体所有制商

业，增设网点，占领市场。1979年起搞活经济，积极发展个体商业，远近客商入文，商

业、服务业遍及城乡。1993年全县有4 284个网点。从业11 830人，占总人口3．1％。其

中国营占10．6％，集体占15．8％，个体占73．6％。全县农产品采购总额6 589万元，比

1953年增长73．9倍，年均递增11．39％。社会商品零售额15 128万元，比1953年增加

32．2倍，年均递增9．15％。其中国营占43．4％，集体占19．2％，个体占37．4％。集市

贸易成交额10 857万元，比1979年增加10．5倍，年均递增19％。物资交流的畅通，经营

方式多样化，除国家规定的一些重要物资的定价外，包括粮食在内均放开物价，市场调剂

余缺，商品供应充足，保证供需，物价较稳定。

各民族科学文化水平逐步提高。明代土司上京领职，开阔眼界，建先师庙，尊孔习

儒。建开化府设教授、训导署，办庙学。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至道光元年(1821)，

先后设书院5所，义学7所；至民国6年(1917)，有名的私塾32所。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开始办新学，由办蒙养学堂到初、高等小学堂。民国初年办起15所农村小学堂。

民国6年改称学校。民国38年，全县有小学171所，学生11 092人，教师570人。解放

后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几度整顿改革，1993年县境小学发展到552所，在校生54 115人，少

数民族学生占46．9％。1985年经省检查验收，评为初等教育普及县。1990年对山区和少

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教育考评，文山县获全州第一名，铜厂、老君山两所小学获全省优

级，5所获全省良级。中等教育自民国5年省在文山办四县联合中学，民国20年建省立

第四中学，尔后改办开化简易师范至省立开广中学、开广师范学校，增设高中、中师班。

县及古木镇办初级中学。民国36年，国立西南师范学校迁到文山。解放后，州和县均在

文山县境发展中等教育，1993年有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9所，附设初中班10所，民

办中学1所。在校生12 619人，其中高中1 522人，初中11 097人。同年参加高考439人，

升入大专学校94人，中专52人；中考2 337人，升中专222人，高中610人。另州办中

等师范2所，卫生、财贸、农业、职业、体育、技工学校各1所。1984年省批准建文山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1993年，全县有农业、林业、水电、工交、医药卫生、城市建设等

科技研究推广机构212个，组织了11个专业学会。共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学)4 075

人，其中直接从事自然科学的1 055人。县城建有图书馆、文化馆、文化宫、文工队、展

览馆、运动场、广播台、电视台、电视卫星地面收转站等文化机构和设施。全县电视机

增加到2．2万多台，平均3．5户有1台，电视人口覆盖率95％。对民族民间文艺、体育

等进行发掘整理和提倡，开展经常性的民族文艺、体育活动；群众业余体育、学校体育

得到加强。

医药卫生有较大改善。解放前缺医少药，传染病、地方病、多发病、常见病发病率

较高，死亡率较高。解放后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预防为主，中

西医结合，形成包括卫生防疫、保健、医疗、药物等从州到县、乡、村及民间医生的医

疗卫生网，培养和配备高、中、初级卫生人员，开展防疫治病。除州和部队在文山城建有

8所医疗卫生机构外，县建医院1所，中心卫生院6所，乡卫生院12所，130个行政村

有卫生所。国家医疗卫生人员594人，其中医务519人；另有乡村医务人员402人。烈性

传染病鼠疫从1956年以后未发现。霍乱、天花已无病例。常见传染病疟疾在1985年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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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暴发流行，痢疾发病率降至万分之三，麻疹万分之一点六；1985～1987年发现狂犬病，

采取措施后未发现；历史上顽烈难治的麻风病，1993年累计1941人，经治疗现症病人只

81人。儿童四苗(白百破、麻疹、脊灰、卡介苗)接种率为97．14"-100％。1992年评为

全国初级卫生保健试点基本达标县。计划生育自1957年设专职机构进行工作，1979年进

一步广泛深入开展。经进行人口理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教育，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1993年为5．9690，低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长幅度。一些单位或个人被国家、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授予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称号。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清代，文山城设开化知府，民国置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

解放后为自治州府所在地。为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1956年拆除旧城墙，扩大

主要街道，1982年起按第一次建没规划将城市面积扩大到9．4平方公里。新建5个小区，

扩建新建14条主干道和6条街，全城扩并为48条路、街、巷，总长32 286米，最宽25

米。其中混凝土、沥青路面24 856米。县城为盘龙河环绕穿流，建10座桥沟通。1993年

常住户13 602户，56 283人，比民国年间增加3．8倍。居住用地370．06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161．64万平方米，比民国年间增加12．3倍。解放前绝大部分住房为土木结构，最

高三层；1993年钢混、砖混结构占59．3％，砖木结构占22．8％，最高10层。非住宅面

积88．97万平方米，其中工业、交通、仓库占42．78％，商业、饮食、服务占20．9％，教

育、卫生、科研占14．58％，文化、体育占7．28％，办公室用房占11．2％，其他用房占

3．26％。城内和郊区建成风景如画的西华、盘龙、白沙坡温泉、头塘等四个公园。文山

城建成各项设施齐备的锦绣边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文山各族人

民精诚团结，艰苦奋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与发达地

区相比仍处于后进。全县工农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自然优势尚未转为经济优势，

形成合理的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难以满足需求，投入不足，制

约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虽投入较多的资金进行扶贫开发工程，使

54％的贫困户脱贫，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县仍有20％的人口年纯收入在300元以下；

国营、集体企业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适应、竞争、自我改造和发展能力较差，缺乏生机

与活力。

文山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近期是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基础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增长点。以科教兴县，农业稳

县，城市带县，支柱富县，工业强县。建好文山城，开发盘龙河，发展北部干坝和东、南

部岩溶区，保护老君山，扶贫攻坚，解决温饱，奔向小康。培植和发展三七、蔗糖、烤烟、

矿产、林果、畜牧、建筑建材七大支柱产业，完成水利、电力、公路、农林牧渔基地、矿

产采冶、建材开发、农产品加工、三七系列产品、城市改造、旅游开发等为内容的六十

三项工程，使文山城形成以有色金属冶炼、三七产品为重要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的重要

城市和文山州发展边贸的中心。稳定、放活、培养各类人才，积累、筹集资金和引进资

金及技术，树立开拓创新，团结拼搏，求实奋进，勇于争先的文山精神，以崭新的姿态

跨入21世纪。



大事i己

西 汉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十月 置祥舸郡。今文山县地东部为都梦县，南部为进桑县

所辖。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西部置贲古县，属益州郡。

蜀 汉

建兴三年(225) 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此地划归增置的兴古郡所辖。迁走部分代

表人物入蜀任官职。峒主婿阜东从武侯回，任侍中。

西 晋

泰始六年(270) 属新置的宁州。

太康三年(282) 废宁州为益州，属南夷校尉管辖。

太安二年(303) 属复置的宁州。

东 晋

咸和八年(333) 氐叟、青叟在蜀地起义建立的政权派兵攻入南中，与中上层大姓、

夷帅联合摧毁西晋的统治。此地为大姓、夷帅称霸，互相争夺兼并。

咸康二年(336) 东晋王朝广州刺史进军南中，攻打兴古郡。此地重新为晋王朝统

治。

咸康五年(339) 晋王朝重新统治宁州后，此地属兴古郡分出的梁水郡新丰、建安

县地。王朝只遥领，实为大姓称霸。

南北朝

宋沿梁水郡，齐、梁设西中县，属兴古郡。北周属南宁州一部分。从刘宋至北周亡

(420----581)，均为大姓爨氏世代承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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