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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沧源佤族自治县县长 洪斌

《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政志》经编撰人员12年勤奋工作终于付梓，值得可

喜可贺!

民政工作自古有之，今天的民政工作，上联各级党委政府，下联基层万

户千家，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民政工作的好坏，事关边防

巩固、社会稳定、开放改革、经济发展大局，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民政工

作，是我们边疆民族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沧源在民国期间就有民政机构，但那时的民政机构形同虚设，民间的救

济、救灾工作，只能靠隔壁邻舍或亲戚、朋友相互接济来摆脱困境o 1949

年5月6日，沧源获得解放后，沧源县临时人民政府建立了民政机构。50年

来，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有力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下，沧源县民

政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开拓创新，扎实工作，较好地履行

了“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职责，为全县经济的持续发展做出了

贡献。

《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政志》以翔实的史料，完备的体例，简洁的文字，

明快的文风，求实存真的史学观点，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沧源县上至明、清，

下至解放后的机构建置、行政区划，翔实地记述了自民国时期至2003年间，

县民政机构设置、基层政权建设、优待扶持、军队离退休安置、救灾救济、

社会福利、扶贫优抚、婚姻登记管理、殡葬管理、地名、收容遣送、侨务、

残疾人工作、老龄委工作等历史和现状，为我们研究民政工作，开创新时期

民政工作新局面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在志书出版之际，谨向《沧源佤族

自治县民政志》全体编纂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盛世修志，成书不易，希望从事民政工作的同志，认真研读该志，从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吸取有益的启示，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做

好今后的民政工作，为沧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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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客观地记述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政工作发展演变的过程和民政工

作在各历史时期的实绩。

2．本志由概述、大事记、志文、图、表、录等构成，以志为主，图表

置于有关章节中，便于查索o

3．本志上限为民国初年(1912年)，下限至2003年底；个别事例上溯

至明、清，乃至西汉，以达到贯古通今之目的。

4．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纪事本末体为辅。

5．本志文采用记述体，并使用规范的汉字。坚持述而不作、叙而不议

的原则，直书其事，详今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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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境中段，东经98052’一99。

43’，北纬23。04’～23030’，东西横距86千米，南北纵距47千米。北邻耿马

县，东北面与双江县隔江相望，东南面连接思茅地区的澜沧县，西南面与缅

甸国佤联邦接壤，国境线147．083千米，系全区国境线最长的一个县。县政

府所在地勐董镇，距离云南省省会昆明866千米，距离临沧地区行署所在地

222千米。全县总面积24．45万公顷，辖7乡4镇，1个国营勐省农场，1个

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90个村民委员会，3个居民委员会，792个村民

小组，573个自然村。全县总户数36 471户，总人数157 734人。其中佤族人

数为133 639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占全县总人数的84．72％；汉族

10 837人，占总人数的6．8％；傣族7 314人，占总人数的4．36％；拉祜族

3 699人，占总人数的2．34％；彝族1 420人，占总人数的0．9％。沧源县是一

个以佤族为主体的自治县。

境内最早的民族为夏商时期的百濮族群的濮人，即现在自称是“布饶”

的佤族。明代洪武年间以后，逐渐有傣族、拉祜族、傈僳族、彝族、汉族等

民族迁入定居。据史料记载，沧源自汉代、三国至东晋时期隶属永昌郡，南

北朝时期隶属宁州，唐代南诏时为银生节度地，宋代大理国时为裸黑部，元

明时期隶属孟定、勐连土司管辖，清代隶属永昌郡镇边厅，民国时期隶属迤

南道，1936年改属普洱专区，1953年改属缅宁专区，1964年成立沧源佤族

自治县。

境内的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山峦纵横，连绵起伏。因受流水侵蚀，河

流切割深度与河流河谷宽窄的不同，形成深切中山河谷区、中切中山河谷宽

谷盆地以及构造叠升的侵蚀岩溶山区等三种地貌类型。全境共有186座大小

山脉，其中较高的12座。最高峰位于中部的窝坎大山，海拔2 605米。最低

海拔位于西部的芒卡坝南汀河出境处，海拔460米。地势西低东高，呈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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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水利资源十分丰富，分属怒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共有84条大小河

流横穿境内，其中较大的河流4条，即东南部的拉勐河(若姆西佤)，中南

部的勐董河(若姆董)，西部的南滚河(若姆滚)，北部的挡帕河(若姆布

拉)。全境拥有水能总储量31亿立方米。

因受西南季风、印度洋暖湿气流以及地形地貌的影响，形成低纬度季风

气候区。年均气温为17℃，月均气温为10't2～22℃o最冷月为每年的1月

份，极端最低气温零下4．3。C；气温最高月为每年的7月份，极端最高气温

为33．7℃。年均日照量为1 876．7Lb时，日均日照量为5．1小时。年均降雨量

为1 763．5～2 230．8毫米。降雨大多集中在每年的5—10月，其中7、8两个

月最多，最多的年份达2 256．8毫米。全境四季划分明显，干湿分明，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土地肥沃，适宜各种动

植物生长。

境内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十分丰富。西部地区的班洪、班老、南腊3

个乡镇境内建有一个国家级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7 130．20公顷。保

护区内生长有蕨类和种子植物l 516种，其中草本植物265种，药用植物380

种，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资源36种；重点保护的动物类45目，

201种和亚科，681个亚种。保护区主要保护亚洲象、孟加拉虎和热带雨林

植物景观。勐来、勐省两乡(镇)区域内有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壤布典

姆”即古崖画群，勐董镇芒弄村的广允缅寺，勐省农克硝洞的旧石器遗址、

牧场洞穴遗址，芒卡坝新石器遗址，丁来岩厦新石器遗址等古遗迹，充分说

明了早在远古时期沧源境内就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

数百年来境内的各族人民睦邻友好相处，共同驻守祖国的南疆大门，反

对和抵御外来侵略，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统一。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二月九日，驻勐角的勘界英军到勐董赶集，任意拿吃当地佤族群众的黄果。

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用枪打死卖主。这一暴行引起了赶集的佤、傣等各族

群众的愤怒，遂用黄果、鸡蛋、黄瓜等物痛打英军，当场打死英军2人。列

颠逃回报告斯格德后，遂率兵到勐董报复，沿路见寨就烧，见人就杀。当地

群众奋起反抗，以永和佤族为首聚众三千余人，敲响战鼓，准备围歼英军于

勐董、勐甘等地。英军看到来势不可挡，只好撤走，史称“黄果事件”。

1933。1934年英国殖民者为了侵占西部地区富饶的矿藏资源，掠夺我境内宝

贵的财富，采取了资本输出进行收买贿赂当地的佤族头人和武力侵略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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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都遭到了以葫芦地17王为首的沧源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英勇抗击，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班洪抗英斗争运动，史称“班洪事件”。1942年日军入侵

阿佤山后，成立了以岩帅部落头人为首的地方民族武装“卡佤山抗日游击

队”和以班洪部落王为首的“滇黔绥靖公署云南省班洪自卫队”等抗日民族

组织，配合国民党军队英勇抗击外敌的侵略。1949年岩帅地方武装接受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了沧源设治局的统治，沧源大部分地区被解放。1961

年6月中缅两国边境勘划定界，班老地区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至此，

沧源全境解放。

沧源的民政事业始于民国26年(1937年)。民国26年，沧源设治局始

设民政科，但民政工作未能正常开展，只是开展户籍调查、征粮、粮食救济

等项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0年10月，沧源县临时人民政府

开始设立民政科，区、乡两级的民政工作由财粮干事兼任。1952年，区、

乡级专设民政干事，民政工作由文书兼任。民政工作逐步走向正轨，形成了

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和社会生产生活事务的保障体

系。1978年10月，正式设立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政局，全县11个乡镇都配备

了专职民政干事，全面开展民政工作。

50多年来，民政工作历来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民政部

门始终坚持贯彻执行国家制定的民政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把人民的衣食

住行及生老病死作为自己工作的神圣职责。从沧源解放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的各个历史时期，民政部门都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在解放沧

源、清剿国民党残部，戍边战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牺牲的40多位

革命烈士，编写了《革命烈士英名录》、《著名革命烈士介绍》，并在县境的

岩帅、勐董建立了两座革命烈士陵园，让烈士英名永载史册，流芳千古。对

烈士家属和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立功的伤残军人给予抚恤和照顾，对复退军

人、离退休干部等妥善安置，开发军地两用人才，开展拥军优属工作，对农

村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等，使军烈属的生活得到保障。

救济救灾、社会福利是民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建国以来，民政部门始终

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只要哪里

有灾情，哪里就有民政干部，深入抗灾防灾第一线，多渠道地组织物资，及

时给受灾群众运送籽种，发放衣物、农具、食盐、粮食等，帮助受灾群众及

孤、寡、老、残、幼、病的困难群众解难。1988年11月6日的强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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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实属历史罕见，给沧源各族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震灾中得到

党和政府及内外友人的关心和支持，各地派出30多人组成的救护医疗队，

救治伤病员700多人，1 782名人民解放军及武警官兵参加抢险救灾工作，修

复和加固危房4 654户，国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向沧源投放救灾资金8 129万元

及大批救灾物资。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沧源的民政工作又驶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管理范围和业务面越来越广，除困难户补助外，新增

的补助对象有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劳改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60年代

精减的人员、部分离职老乡干、归侨困难户等20余种救济对象。随着国家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民政部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改革，在救济扶贫工作中，由过去单一的“输血型”转变为“输血型”与

“造血型”相结合的扶贫救济方式。社会福利由过去国家统包的形式转变为

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的新体制，拥军优属的优待金补助办法也进行了全

面改革。进入80年代以后，根据民政工作的职能要求，各级民政部门积极

协助人大开展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1988年2月全面完成了区乡体制改

革，编撰出版了《沧源佤族自治县地名志》和《沧源佤族自治县自然村名

录》两部县情资料书。

沧源县解放50多年来，民政部门在支前、复退军人安置、离退休老干

部安置、婚姻登记管理、侨务、信访、残疾人工作、收容遣送、抗灾救灾等

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大事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随着社会生产

生活的多元化，给民政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沧源的民政事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信心同在，战斗在民政工作战线

上的同志们将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努力工作，迎接新的挑战，铸造出沧源边

疆民族地区民政工作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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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

设沧源行政委员，属迤南道。

民国23年(1934年)

沧源从澜沧划出，设置沧源设置专员。

民国26年(1937年)

设沧源设治局，下辖勐角董、永和、岩帅3个区。

民国28年(1939年)

沧源设治局下辖勐角董、岩帅两区。

民国30年(1941年)

沧源设治局建立民政科，谢宝铸为科长，有工作人员2人。

同年5月16日，耿马发生大地震波及沧源，致使沧源县大部分地区受

灾。造成地裂山崩，滚石堵路。

民国31年(1942年)

勐董与耿马、孟定联合组织耿沧抗日自卫队，官兵500余人。

民国34年(1945年)

沧源设治局废区建乡(镇)，下设6个乡镇，乡(镇)下设保、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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