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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怒江州委书记张耀武

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有一块山河壮丽、充满神奇的土地；

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有一个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创幸福的

乐园．这就是位于云南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在这块土地上．三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一泻千

里．滋润着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勤劳的人民；四山(高黎贡

山、碧罗雪山、云岭、担当力卡山)高耸入云，绘就了壮美的

景观，贡献出丰富的物产。 ，

’

在这个乐园里，生活着傈僳、白、汉、怒、普米、彝、独

龙、纳西、藏、傣、回、景颇等12个民族，根据1995年的统

计数字，全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2％，是云南省少

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自治州。各族人民互相学习，

共同奋斗，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千百年来，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原因，怒江地

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祖国内地。外地人也对这里的情况知之

甚少。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怒江也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腾飞了。高山峡谷敞开宽阔的

胸膛，把科学、民主紧紧拥抱；这里的人们也走出大山，放眼

世界。才短短几十年，怒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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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秘境”，迅速变成众人向往的“胜境”，人们正从全新的

角度来重新审视这片土地。

怒江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那极为丰富的发展潜力，这里的

资源举世罕见，暂且不说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地热资源、动

植物资源等，单就旅游资源而言，怒江地区就拥有号称世界第

三的怒江大峡谷和原始森林密布的高黎贡山等自然风光，有多

民族千恣百态的人文景观，有风云变幻的历史，⋯⋯这一切都

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怒江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必定迈上新的

台阶。 ：
、

、

由云南大学的学者和怒江州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编著的

<新编怒江风物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全面、详

实地介绍了怒江州的自然风光、民族风情和风物特产。对宣传

怒江，让怒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介绍怒

江的新著不断问世。．
‘

是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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