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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勐腊县委书记

勐腊县人民政府县长岩 庄

《勐腊县志》编委会主任

勐腊县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东南、西南与老挝接壤，西部与缅甸相邻，国境线长达700多

公里，西北、北部与景洪市，江城县相连。在全县7 0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傣、汉、哈

尼，瑶、彝、壮、布朗、苗、基诺等10多个世居民族，总人口17．8万。1993年12月经国务院

批准磨憨为国家级口岸，1994年6月13日国务院批准勐腊为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勐腊县自然资

源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天然动物园”的称誉。全县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496万亩，有珍稀

植物354种，珍稀野生动物97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里蕴藏着金、银、铜、铁、铝、锌、煤、

岩盐，石英等10多种矿藏资源。早在南宋时期，这里就是“普洱茶”的故乡。解放后，在发展茶

叶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了橡胶生产，目前勐腊已成为云南省第二大橡胶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

来，勐腊县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勐腊自1927年建县以来，曾在民国时期修过一部不足3万字的《镇越县志》和李拂一

先生私修的10万余字的《镇越县新志稿》。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两部旧志在观点、

内容、体例等诸方面都存在许多错讹和缺漏。20世纪80年代，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迭涌。

我有幸主持勐腊县政，躬逢政通人和，万马奋蹄，百业俱兴的盛世，深感应将党和人民的伟大业

绩载入史册，彰往昭来，发扬光大。遂在上级倡导下，于1984年6月建立机构，配备人员，开

始了《勐腊县志》的纂修工作。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于1992年编纂成稿。全志除概述、大事

记、人物、附录以外共设置31个分志(卷)近百万字。编纂《勐腊县志》始终坚持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本着详今略古，实事求是的

原则，系统地记述了勐腊的历史与现状，全面地展示了勐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丰裕富饶的物

产资源，旖旎迷人的热带雨林景观，独具神韵的民族风情；真实地反映了勐腊各族人民在各个时

期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体现了勐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轨

迹。可谓“一方全史”，是人们了解勐腊、认识勐腊的最佳信息库。

《勐腊县志》是全县各级干部职工和各族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社会各界人士和全体

修志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勐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辉煌成果，是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

中一件可庆可贺的大事。它的面世，可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鉴古察今，审时度势，撷其所

用，藉以绘制勐腊宏伟之蓝图，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勐腊县志》为勐腊人民过去的伟大实践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勐腊人民必将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社会主

义新篇章!

值此《勐腊县志》出版之际，欣喜之余，拙笔百言，谨以为序。

t。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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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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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 “口“翟n。-。-赶,卵^，09
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召孟罕勒 (7J世勋)

《勐腊县志》脱稿付梓，县志编纂委员会以稿相赠，并嘱为序。身为勐泐人氏，为版纳

州第一部地方志的问世而欣喜。

勐腊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含古时著名六大茶山之五，林茂土肥，资源丰富。清中叶，茶

业兴旺，诸事一度繁荣。后因茶税日重，法帝钳制，外茶竞争，疾病流行，茶业剧衰，经济

跌落。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逼境，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广袤佛土之

上，芸芸众生室无积粮，身无暖衣，民国政权未予万民温饱；灾害频仍，匪盗为患，土司制

度未保桑梓太平! 、

。一唱雄鸡天下白”，勐腊获新生。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建组织，搞改革，开田

地，兴水利，种粮食，植橡胶，扩茶园，修公路，办工业，经商贸，振教育，讲卫生，地

方、农垦和衷共济，开发边疆，物质文明建设硕果累累，精神文明建设深入人心，民族团

结，军政团结，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奠定了盛世修志之根基。

1984年以来，县、乡领导遵循上级指示，建机构，组班子，拨财物，县志编纂工作健

康发展。县委领导，政府主修，人大监督，政协、纪检协助，志界人士日夜奋战，上下齐

心，勤操八载，纂就百万字巨著，横呈百项，展示县境诸业发展，纵述始末，深寓事物衰兴

理律，资翔语实，层次分明，堪为资治要典，教化良本。捧读抚思，心境难平，欣然提笔作

序，以表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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