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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凡例 ·1·

一、《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志》是一部记述迪庆藏族自治州公路建设与公路养护管理事

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

二、中甸公路管理总段经云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省交通厅、省公路局于2002年11

月批准更名为“香格里拉公路管理总段”。为记述、表达方便，《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志》仍

以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名称记述，简称为“中甸总段”。

三、本志书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各个历

史时期公路修建养护管理史实为依据，力求资料翔实，努力反映本专业各个方面，讴歌养

路职工的历史功绩。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记述史实。“述”指

概述；“记”为大事记；“志”系道路、桥梁、运输；“图”指交通历史各类图片；“表”系人物表

及各类汇总资料表格(图、表不单独成体，穿插于章节体裁中的有关篇章内)；“录”为“附

录”历史文献资料。该书以章、节、目三个层次编排，全面反映公路建、养、管理的情况。

四、本志记述以1958年中甸公路管理段成立，管辖丽江地区五个县(丽江、鹤庆、永

胜、华坪、宁蒗)，迪庆州三个县(中甸、德钦、维西)为记述范围。1974年迪庆州公路养护

总段奉命成立。记述范围限于迪庆州所辖三县，即：中甸、德钦、维西。时期断限上溯有史

发端，下至2002年12月31日。个别事件顺延至2003年。

五、本志历史纪年民国以前一律采用历史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历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历纪年。地名除记述历史称谓外，用括号加注现代标准地名。

六、计量单位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引用历史资料时均用原

单位。

七、机构名称、地名、职务等皆用当时的称谓。

八、资料来源以正史、旧志、地方志、专业志、官方文献、档案为主。口碑资料经核实后

才予以采用。建国后的数据资料以统计资料为依据。

九、附录中的文献资料经整理、筛选后，按照一定的形式编排，文件、规划资料原文

照录。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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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云南省公路局局长张长生

《中旬公路管理总段志》的编纂出版是香格里拉公路管理总段的一件喜事，借此序以

为贺。

盛世修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历来的传统，意在“资治、教化、存史”。该志

追昔抚今，记录了从延续几千年的茶马古道，到今日的中松二级公路，从悠长的人背马驮

的落后状态，到今日的各型车辆的现代化运输。这是我省边疆民族地区的一段从落后走

向进步，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创造这段辉煌历史的就是获得新生的各族人民和与公

路息息相依的广大公路职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8年修通第一条丽(江)维(西)公

路开始，结束了迪庆州无一寸公路的历史。之后的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

委、政府以及省交通厅公路局的重视关心支持下，迪庆州的公路交通事业得到了大发展，

各种等级公路贯穿全境，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昔日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已成为

历史。

中旬总段自1958年成立以来的45年，认真贯彻执行“建养并重，强化管理，深化改

革，调整结构，依靠科技，提高质量，依法治路，保障畅通”的养路方针，团结带领全段各族

职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精心养护管理，确保公路“畅、

平、美、绿、安”。为促进地方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资源开发，旅游事

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志真实地反映了中旬总段建段以来，全总

段各族干部职工身居雪山峡谷，艰苦奋斗，埋头苦干，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艰苦创业历

程。这对于“鉴往知来”总结历史经验，提高工作决策水平，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尊重客

观规律，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开创新的局面，创造新的光辉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如今的迪庆公路已基本形成了连接滇、川、藏的“通边、达川、出境”的公路交通网络，

干线公路畅通无阻，县乡公路通乡达村，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使迪庆必将成为滇西北东

部藏区充满希望的一块热土。

存史溯古章，铭志图新象，这本全面、准确、系统地总结了中旬总段对公路修建养护管

理的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志”，经过一年多的编纂工作，如今付梓出版，始发完成，可喜可

贺。愿中旬总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再创新的辉煌。



序 二

中共香格里拉公路管理总段委员会

党委书记、总段长 李建国

序二 ·3·

《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志》是迪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公路交通专业志。它的编纂成书，

是香格里拉公路管理总段的一件大事，也是迪庆公路交通文化建设的一大成果。

《中旬公路管理总段志》，从编纂到出版，历时近两年的时间，倾注了编纂者们的心

血。为保证质量，力求“存真求实”，其间数易其稿，数审定稿。全书以翔实的资料，完整

的结构、简明的语言、朴实的文风，全面系统地记述香格里拉公路管理总段的历史和现状，

具有很强的资料性、科学性和时代性，《中旬公路管理总段志》是一部研究公路养护管理

的小型工具书和迪庆区域公路信息的资料库，对于了解迪庆的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探讨公

路养护管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总结经验教-OiI，指导当前工作，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物质生产活动和市场流通的支柱，也是国民经济现代

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首要条件。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防巩固、人民生活富裕的重要前

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交通运输的作用更为突出，地位更加

重要。公路交通是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迪庆交通极为落后，全州没有

一寸公路，运输不过是靠马帮踩出几条人马驿道，运输工具是人背马驮。建国后，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关怀下，迪庆第一条公路——丽中线于1958年10月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迪

庆没有一寸公路的历史。回顾历史，展望未来，50多年来，迪庆公路交通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迪庆公路网络密布全州三县，“九五”期间，全州通车里程达到3 287公里，是“八

五”末的6．09倍，“七五”末的23．7倍。公路密度已由“八五”时期的8．4公里／百平方公

里提高到“九五”末的13。77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州乡乡实现100％通公路。国道214

线改扩建二级公路的铺筑，更是实现了迪庆高等级公路零的突破。通过50多年的不懈努

力，迪庆的交通落后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公路的养护和管理，是通过养护、改善的生产活动，对公路交通设施实行维护，使之保

持完好状态和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再生产活动。它以保证道路行车安全，提高运输经济效

益为目的。因此，加强公路养护管理，是适应日益增长的公路运输要求，提高运输经济效

益的根本措施和前提。自总段成立以来，公路养护事业曾几度沧桑、历经曲折和艰难，养

护工作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简单的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发展过程。在公路养护

管理事业的巨大发展中，饱含着广大职工的心血和汗水，数百名职工分布在雪山峡谷公路

沿线上，不论风霜雪雨，还是酷暑严寒，他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为了公路的畅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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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为了提高公路的技术等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的还献出宝贵的生命，为公路交通事

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中旬公路管理总段所管公路是迪庆州境内的主干公路，肩负着全

州主要公路交通运输的保通重任。长期以来，总段始终坚持“修养并重，以养为主”的方

针，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公路养护管理措施，保证了全州主要公路干线的四季畅

通无阻。香格里拉总段在公路养护行业中，代表了全州公路养护管理的发展水平。通过

编纂公路方志这一形式，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于本行业工作的开拓创新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

诚然，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志一书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毕竟是一部较为全面

而系统的专业志书，并详细地记载和反映了总段公路养护管理的历史状况，为我们提供了

历史和现实的信息。相信它对一切热心于公路事业的人们，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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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甸公路管理总段党委书记 和文光

《中旬公路管理总段志》现将出版面世，作为一名在迪庆高原公路事业上奋斗了四十

多年的退休老干部，我心里感到特别高兴。记得在退休前，我曾多次表述过这样的心愿，

希望集总段现有的人力物力，出一本能够全面反映中旬公路管理总段发展历程的书，而且

要尽可能地做到翔实准确。这不单是对历史负责，对几代在边疆艰苦地区奋斗了一辈子

的养路人负责，还会对今后总段的公路养护发展事业起到很好地促进作用。

认知过去，才能立足现实，也才能开创未来，所以古人有“以史为鉴”的说法。盛世修

志，对中旬总段而言，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

义。中旬总段自成立以来，在数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壮大；广大干部职工在

省交通厅、公路局的领导和总段党委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常年累月地坚守在高寒缺氧、环

境恶劣的雪岭公路线上，顶风霜、冒严寒、战冰雪、抢水毁，确保了迪庆经济动脉的畅通无

阻，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在交通行业广为留传。改革开放以来，“要

致富，先修路”的观念深入人心，迪庆公路基础设施建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中旬总

段在认真落实公路改革举措，不断深化内部改革，狠抓主业，提高路况的同时，紧紧抓住各

种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地方公路建设，以质量求信誉，不断发展横向经济，努力创办多种经

营实体，使总段的综合经济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实现总段党委提出的“内强管

理，外树形象，提高路况，增强实力”的工作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总段党委

十分注重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天时、地利”条件欠佳的情况下，突出“人和”，强调领

导班子的团结协作和职工的爱岗敬业，在各种困难面前，依靠集体智慧，依靠广大干部职

工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生产任务和保通工作，为迪庆州社会经济建设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总段的领导班子建设也赢得了“千里雪线红堡垒”的称誉。回首总段的

发展过程，有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有许多优良的工作传统值得我们继续发

扬光大。

现在，多年企盼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衷心祝愿中甸总段的各项工作更上层楼，事业

更加辉煌!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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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青藏高原南缘，地处滇、川、藏三省(区)交界

处，界于东经98035’一100。18、北纬26052’～29015’之间。西北与西藏自治区为邻，北面

及东面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南面与丽江地区相连，西面与怒江州毗邻。总面积

23 870平方米。居住着藏、汉、白、回、纳西、傈僳、彝等多种民族。辖中甸县、德钦县和维

西傈僳自治县。

道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导，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

过来促进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交通设施的完备和提高。从历

史的角度看，经济相对发展的区域，多是当时交通网络中心所在或是交通便利发达的地

方。随着时代的推进，不断发展的道路交通，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而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带动了道路交通的进步。在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经济发展与

道路交通血肉相连的关系，在现代经济领域中尤显突出。高速、快捷、发达的交通网络增

进了社会的交流，加快了经济的增长。

道路交通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一部地方交通史或者说是地方

公路专业志，好比是一扇通往历史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经济和社会

变迁的来去踪迹，能领略历史变幻的沧桑。

历史悠久的“滇藏茶马古道”，在迪庆州境内还留存着很长的驿道旧迹，如今虽已人

迹稀少，而深深的马蹄印，记载了数个世纪迪庆州真实的交通运输状况。在漫长的岁月

里，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驿传运输情景，一直是对迪庆州与外界相互往来、增进交流的一种

写实。

宋代，“茶马互市”，盛极一时，藏区与内地的茶马互易带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盛。

迪庆州作为滇藏茶马古道的枢纽，有两大显明的特征，其一，迪庆州地处滇、川、藏三省

(区)界处，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成为茶马古道的要冲；其二，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迪

庆州处于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系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地势北高南低，其间澜沧江、金沙江自

北而南贯穿全境，境内群山起伏、江河纵横、峡谷交错，地形呈纵深切割之势，海拔高差大。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穿行于重峦叠嶂中的滇藏茶马古道在迪庆境内显得异常险峻

危急、崎岖难行，“步步行来步步吁，曲径盘根莫可量”，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为生计往来

奔波的商贾葬身于雪岭江流之中，可见古驿道的艰险莫测。

到了20世纪初叶，随着汽车的引入和现代工业的成长，现代意义上的公路逐渐兴起。

迟至20世纪50年代，迪庆境内才开始修筑汽车专用公路，从此，迪庆交通运输业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

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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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期里，迪庆州的经济命脉——道路交通一直处于靠人力畜力驮运的驿传运

输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8月，迪庆境内的第一条公路巨甸至维西公路竣

工通行，从此，迪庆州告别了境内无一寸公路的历史，开始进入现代公路的建设时期。

1956年起，国家为巩固国防、开发边疆、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修筑迪庆境内的

滇藏公路，施工工程前后分丽江白汉场至中甸、中甸至德钦、德钦至西藏盐井三期工程进

行，路线全长715公里，其中迪庆境内长391公里，截止1960年12月，三期工程相继完

工，至此，迪庆境内的滇藏公路线段全部竣工通行，历时四年之久。

同时期，1957年至1958年，为平息川滇交界处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仅用

一年的时间，抢修了一条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省级公路，长223公里，其中迪庆境内长136

公里。

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这几条公路，不但为当时的政治军事需要提供了强有力的道

路交通保障，而且开辟了迪庆州交通运输史的新纪元，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

发展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在修筑德钦至盐井公路和中乡公路期间，由于地势险峻工

程浩大，或因工程始终处于边施工边与土匪战斗的过程中，有许多筑路工人献出了自己宝

贵的生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高原公路建设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1962

年8月，德盐公路因水毁致使交通中断，1967年起对德盐公路进行改建，至1973年7月，

改建工程完工。1976年6月，丽中公路继红桥至中甸路段开始实施油路铺筑，使迪庆州

的油路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迪庆州的公路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新增公路的里程不断增多，公路辐射面不断加大。1996年，为解决云南省海拔极限公

路一国道214线白茫雪山路段冬季雪封路阻，物资运输困难的状况，缩短冰封雪阻期，
对部分线段进行了从阴坡走向改为阳坡走向的改造。2000年，国道214线松园至中甸公

路按二级路标准进行改建，至2001年11月，已完成第一期工程中甸至区哇迪的二级路建

设。2002年1月起，国家的重点国债建设项目通县油路工程，在迪庆州正式启动，通过一

年的奋战，2002年底，中甸至德钦、中甸尼西至维西的通县油路工程已基本竣工，为实现

迪庆州境域县县通油路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迪庆州的公路交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等

级到高等级、公路通行能力和抗灾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特别是近十年来，在国家政

策的强力支持下，迪庆公路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公路的建设规模大大超过了

以往任何时期，国道改建和地方公路的新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浪潮，初步形成了

以州府所在地中甸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交通网络，有力地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

交流与经济振兴。

目前，中甸公路管理总段管养着总计698公里的国道和县道；其中国道391里，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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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公里，油路297公里，砂石路333公里，弹石路68公里。下设中甸、德钦、维西三个公

路管理段。

1958年6月，云南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中甸公路管理段在中甸正式成立，1960年

4月，改称中甸公路管理总段，1963年3月，更名为中甸公路养护总段，1965年4月，总

段段址迁往丽江，改称丽江公路养护总段，1974年11月，中甸总段与丽江总段一分为

二，正式成立了中甸公路养护总段，成为独立的养护事业单位，从事迪庆境内公路的管

养工作。1980年9月，中甸公路养护总段又更名为中甸公路管理总段，一直沿用至

2002年11月。

在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总段历届党委高度重视公路养护质量和职工队伍的团结稳

定，在物质生活与生产环境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带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雪域高原，战冰

雪、斗严寒、促生产、保畅通，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

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不懈地努力，好路率逐年稳步提高，路况质量不

断得到改善，有力促进了总段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为边疆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提供

了良好的道路条件。总结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中甸总段有一条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坚

持走群众路线，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不断加强干群关系。多少年来，总段历任党委

领导班子都能保持着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经常深入基层一线，

组织日常生产和水毁抢修，与一线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时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帮助

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本着“先基层、后机关”的发展思

路，总段在资金不很充裕的情况下，想方设法，逐年为基层一线解决了水电供应、电视收

看、班房建设、运输工具等问题，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线职工住简陋土屋、点煤灯、走路上班

的艰苦日子。近年，总段党委经过深思熟虑，在中甸城区规划并兴建了一批职工集资住

房，志在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于养路生产，就这样，“急职工之所急，想职工

之所想，办职工之所愿”不但是总段几届领导班子发展工作的主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而且

成为了总段的一种优良传统被长期地保持着。这种传统思想，如今已成为中甸总段的内

在精神力量，感染和鼓舞着广大干部职工奋发图强，不断战胜各种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总

段公路养护事业的全面发展。

在两个文明建设中，总段一贯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特别是在“文明行业”“文明窗

口”的创建过程中，1996年，总段首倡“党员责任路”“团青责任路”的创建工作，在党员、

青年团员的责任路段上实行挂牌养护，公开向社会承诺，养护质量自觉受社会各界监督。

此创举在交通系统和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文明路的创建工作，体现

了共产党员在公路养护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总段经历了“投资包干、节约留成”，“双向(质量与定额)考核”，“公

路养护公司化管理”，“推行公路养护工程费制”“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阶

段。随着公路养护改革的不断深化，中甸总段的各项工作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开挖潜

力、抓好主业的同时，不断寻求社会出路，拓展横向发展空间，到目前，总段已建成雪莲饭

店、彩虹酒店、迪吉冲商品一条街等经济实体，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公路建设，在壮大单位经

济实力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深化公路养护改革上，总段结合单位实情，于2002年

在维西段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试点工作，即以马场管理所为试点场所，面向社会，按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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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公开实行招投标，试点结果，路况质量稳定上升，养护投资明显降

低，从而为找到一条适合总段实情的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路子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思路。

截止2002年末，中甸总段国有资产总额达2 247．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 344．8

万元，专用基金655万元，货币资金247．4万元。

数十年寒暑，中甸总段广大干部职工在省交通厅、公路局的领导下，在总段党委的带

领下，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迪庆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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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省政府建设厅改订公路规划。将路线划分定名为：省道、县道、乡村道。省道5

条中有昆明至大理、大理至丽江(以便延伸到西康)。

1934年

滇藏公路首段(大理一白汉场)原系解放前大丽公路的主要路段。大丽公路自大理

城起至丽江县城，全长185公里，于1934年4月开始测量，10月测完。12月7日，丽江县

首先开工，日出民工千人，后大理境内先后开工，但因经费困难于1937年7月24 El经省

公路总局下令停拨工程费，工程暂时告停。当时可由大理土路通车到牛街，长70．9公里。

1935年

12月，省道滇西公路(后为国道滇缅公路)通车到下关(昆明至下关全长

411．6公里)。

1936年
J

4月25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在贺龙、肖克率领下，由鹤庆、丽江进抵石

鼓开始渡江。红军仅用7只木船，十几只木筏，28名船工，从撒苏碧至士旺七个渡口，经

四昼夜奋战，于29日将红军一万八千多人马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进人中旬县境内。

4月29日，红二军团进驻县城，军团指挥部设置于独克宗藏公堂。噶丹松赞林寺派

夏那古瓦、丹增为代表进城拜见红军总指挥贺龙，向贺龙献了哈达。贺龙向代表讲明了红

军进藏区的意图及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写信给八大老僧。红二、六军团在中甸

城驻扎休整十天后，二军团向四川德荣，六军团从格咱向四川乡城进军。

1938年

8月31日，滇缅公路昆明至畹町河界959．4公里全线通车。

10月，交通部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成立，主管滇缅公路的养护与客货运输。

1939年

12月，云南公路划分国道由中央管，县道由省管。公路机构出现中央机构与省机构

并存局面。交通部在滇境内设立了三大局：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南运输管理局、川滇

东公路管理局。省机构有云南省公路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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