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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环保系统的干部、职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合作，按

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的要求，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勇于实践，开拓奋进，’在建设新城市、新农村和环境

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历史经验。尽管<州建设志>还存在某些不足，但不失

为目前较为完整的资料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修志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承先启后，使建设部门的业务工作者和关心城乡建设环

境保护事业的人们，了解历史和现状，遵循西双版纳州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善于探索，

勇于实践，为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方面提供优良的服务，开创社会主义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篇章，建设好西双版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再创辉煌。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局长李仕福

一九九七年九月



凡 例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简称<州建设志>。本志记事上以

事记溯。下迄1995年。

二、<州建设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为指导思想。

三、本志按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的管理职能分类设章、节、目，横排竖写。大事

记以纪年体为主，少数条目为纪事本末体。

四、历史纪年和地名。历史朝代年号以括号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简称“民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书公元纪年。志书中简称“解放前(后)”的时限，以

1950年2月17日西双版纳全境解放时为限；“建国前(后)”则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后。简称“某某年代”的系指20世纪的年代。简称“八·五期间”

的系指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1991—1995年)。地名一般用今名，历史地名括注今名。

五、政府、组织、职衔按历史习惯称呼。凡简称“党”、“团”、“政府”，系指中国

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级人民政府。

六、人物第一次出现时，根据需要冠以职务，后一律直书其名；机关单位，第一次

用全称。嗣后用简称。

七、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傣语名词作注脚或

括注。

八、数字按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计量单位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标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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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历史悠久，宋代傣族首领帕雅真统一西双版纳各部，建立了封建领主经济

下的“份地制度”，农民按所种份地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等各种负担。从事手工业、

商业者都离不开土地和负担人的束缚，在当地农民中未出现专业性的商人。手工业者也

很少。‘
。

清代石屏、蒙自、普洱一带来的商人在倚邦、易武等地办茶厂、开商号，促进了商

业的发展，形成商贸小集市。倚邦有居民200余户．街道2条，1。2层的瓦房10多幢。

易武在民国16年(1927)有居民300户，石块铺设的街道l条，1。2层的瓦房10多

幢，为镇越县政府驻地。

民国lO年(1921)起，西双版纳市场起了一次大的变化，除倚邦、易武外，佛海

(勐海)也兴办茶厂加工茶叶，经由普洱中转内地或经缅泰、缅印线销往国外。缩短了

运距，降低了运费，利润倍增。昆明、玉溪、腾冲、思茅等地来的商人云集佛海设厂、

开商号。1936—1939年有茶号23家，资本额在15．20万元的有中茶公司、思普茶厂。

省富滇、兴文银行也在佛海设分行，茶叶、日杂百货、饮食服务、医药行业随之发展起

来，佛海成了西双版纳商业中心。民国26年(1937)，佛海有居民400多户，长420米

的土街道2条，1—2层的瓦房20余幢。西双版纳首府驻地车里(今允景洪)有居民

100余户，土街道I条，除官府衙门、基督教教堂、部分土司头人住宅为瓦房外，其余

均属“杆栏式”竹草房。由于商业、手工业不发达，所以西双版纳未出现自己的商业城

市，象佛海那样的商贸中心，也只是5日一集的小集市。

1950年2月17日西双版纳全境解放，相继成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党中央、国务院

十分关心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和扶持。自治州各级党

委、政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领导边疆各

族人民大力发展生产。1953年1月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后，逐步

建立了城镇建设管理机构。西双版纳的城镇建设在国家的扶持和内地支援下，发展较

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从农村改革

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改革，使

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快解放。农业丰收，工业发展，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产品不断增

多。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明显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

社会环境。

城市建设：在原建基础上从1985年步入了按规划蓝图多方筹资和招商引资的渠道，

分步实施，逐步到位，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一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三县(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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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从1985年的236公顷(景洪142公顷、勐海52．1公顷、勐腊41．9公顷)增至1995

年为1709．8公顷(景洪1240公顷，勐海231．8公顷，勐腊238公顷)。人口从1985年6

万人(景洪3．7万人、勐海1．4万人、勐腊0．9万人)增至1995年为9．52万人(景洪

5．3万人、勐海2．85万人、勐腊1．37万人)。房屋建筑面积从1985年的246．6万平方米

(景洪148．5万平方米、勐海55．8万平方米、勐腊42．3万平方米)增至1995年为

406．31万平方米(景洪212万平方米、勐海102．1万平方米、勐腊92．2l万平方米)。房

屋建筑，90年代以来不但数量比“七·五”期间多，质量也更高。景洪城内一批层数

高、质量好、造型新颖、装修考究，具有地方特色和现代建筑风格的大厦拔地而起。二

是市政工程设施日趋完善。9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投资改造、

扩建、新建市政工程。景洪市城区道路由1979年的9公里增至1993年的15公里．1995

年达59．13公里(其中：城区道路46公里，巷道13．13公里)。勐海城区由1989年的

5．5公里增至1995年的9．5公里。勐腊县城从1989年4公里增至1995年的8．72公里。

排水工程一市二县总计为57．83公里，与道路总长相近，形成网络，排水畅通。三是城

区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管理工作已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条例

化的轨道。市民的环境意识普遍提高。城市市容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州政府驻地的景洪

城区园林绿化工程，以分散中心绿地，强化组团绿化，独具一格的处理方法规划绿化

区。形成从公园到市区，从市区到机关、居民庭院，随处都可见到园林绿地的宜人景

色。绿地覆盖面积达633公顷，园林绿地面积49公顷，公共绿地面积48．7公顷，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9．1平方米。市区道路整洁．在全省城市环境质量评比中位居榜首。四是

配套基础设施初具规模。“八·五”期间各级政府加大用于配套设施和口岸建设工程的投

资比重。截止1995年，国家级口岸磨憨、景洪港、版纳机场，省级口岸打洛、大勐龙

及微波、光缆通讯网络初步建成，形成以景洪为中心辐射东南亚各国的水、陆、空通

道。并已具备作为开放城市客观上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五是城市功能发生

重大变化。自1985年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起，经过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西双版纳

的社会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功能已由过去单一低层次的城乡交换功能，转变

为融生产、交换、消费、旅游、服务为一体的全方位开放的综合功能。城市的发展。必

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州政府驻地景洪城在全州城乡建设发展中已处于重要的战略

地位。

乡镇建设：西双版纳历史悠久，但长期处于一种自然经济发展状态中，集镇建设发

展缓慢。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广大农村在改革开放中农业、种养殖业长足发展，

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迅速。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壁垒和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体

制之间的限制，带动对外交流。使原先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地而存在的小集镇，逐步形成

区域经济中心。使乡镇集镇建设得以迅速发展。全州建制镇集镇多处于经济较发达地

区，比地处山区半山区的乡集镇发展快些。建设情况分别是：

建制镇建设：全州有9个建制镇(不含县城驻地的3个镇)。1989年建设用地共

98．5公顷，房屋建筑面积为35万平方米。1995年建设用地增至396公顷，住户1．18万

户，总人口5．2l万人，房屋建筑面积达124．34万平方米。公用设施，实有道路总长

225公里，高级次高级道路占78％。桥梁17座，路灯159盏，排水道14．77公里。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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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有自来水厂3座，自流引水站6个。各集镇均已通电，交通、通讯方便。各集市内

都建有农贸市场，交易活跃，购销两旺。

乡集镇建设：全州有28个乡集镇，发展不平衡。坝区比山区发展快一些，多数乡

集镇系90年代初建设发展起来的。1995年累计集镇建设用地面积为495公顷，住户

1．46万户，人口7．04万人。房屋建筑面积为114．21万平方米。公用设施，乡集镇内道

路、桥梁、路灯、排水道以及供电供水设施逐步完善。除勐海县勐冈乡外。均建有不同

类型的农贸市场或以街为市的交易点。

村庄建设：西双版纳农村，自80年代初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不断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收入增加。人民

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改善居住条件的热情越来越高，建盖混合结构住宅的农户逐年

增多。至1995年全州2126个村庄，60．63万人，1989年建设用地面积9197．5公顷，房

屋建筑面积为1720万平方米，至1995年用地面积为13037公顷，房屋建筑面积为

2978．88万平方米，混合结构面积为279．23万平方米，砖木结构面积2002．13万平方米。

全州住瓦房、混合结构楼房的农户由1986年的43018户、占总户数的58％，增至1995

年为86881户、占总户数的72．02％(含乡镇驻地范围内的农户)。公用设施，从无到有

逐步完善，至1995年实有道路2086公里，桥梁246座，路灯193盏，通电村庄873个，

占总数的42％。有供水设施的村庄594个．占总数的28％，受益人口16．49万人。

农场建设：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辖10个县级国营农场。共有6{9个分场、48个分场

级单位和775个生产队，总人口从50年代建场初期的19028人发展至1995年为145923

人，职工总人数有73643人，正式职工37968人。现已开垦土地面积为91．6万亩，建成

橡胶园地79．791万亩，茶园2．56万亩，水稻田1．4万亩。

基本建设：房屋建筑从60年代的52．7万平方米到80年代增至248．1万平方米，至

1995年达321．02万平方米(不含危房数)。房屋以混合结构为主。在总面积中，厂房建

筑面积25．6万平方米，仓库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商业用房面积13．3万平方米，教

育医疗、文化体育、办公用房建筑面积44．3万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34．9万平方米，

住宅建筑面积191．4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2平方米。公用设施，农垦分局辖区内

的道路，除国家和省、州修筑的公路外，10个农场共修建场内公路965．4公里，桥梁

110座。自建水电站6座，总装机容量28300千瓦，高压线路1304公里，通至各农场。

供水设施。农场场部、分场和大多数生产队都建有自来水供应设施。全州交通、通讯设

备日趋完善。

风景名胜区建设：州境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文化，属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旅游业和旅游服务业蓬勃发展。90年代形成了国

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景区、景点的新局面。经营单位有18个。

可供游览面积为604．8平方公里。景区基础设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经改造扩建、新

建后已趋完善。道路总长93l公里，车行道876公里，步行道55公里，年供水设施能

力为36800吨，年供电能力49750千瓦，通讯电话46000门，公厕25座。与旅游相配套

的交通、通讯、医疗、旅游商品、旅行社、酒店、餐馆等服务行业从城市到景区、景点

不断增多。景区景点供游客观赏的自然景物和文化古迹日益丰富多彩。到西双版纳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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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客逐年增多，1995年共接待过夜中外宾客达233129人次。

业：州境建筑业历史悠久，1950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起伏

发展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建

筑业发展迅速并逐渐形成国民经济建设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产业。至1995年，全州一市

二县和农垦系统经州建设局资质审查报省建设厅审批，获得资质等级证书的勘察设计单

位共10个，其中丙级2个，丁级8个；建筑安装施工企业23个，其中三级5个，四级

10个，非等级8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照的有134户，外来施工队和建筑公司

98户。房地产开发公司经州建设局审核、经省建设厅审批，获得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

有4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发照的企业有22户。

州内各类建筑企业自1985年对管理体制试行改革后，全面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依照国家颁布的建筑管理法规实施管理，使企业逐步走向规

范化、制度化和科学管理的轨道。从而调动企业内部职工、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积极性，

始终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工程任务。州、市、县建设部门遵照国家

颁布的建筑管理法规，对辖区内的建筑单位、企业进行资质、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等监

督管理。为企业培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和技术业务水平，增强企

业活力，使企业健康发展，为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供质量优良的产

品。据统计，州、市(县)建设部门主管的建筑规划设计院(室、所)1979—1995年共

完成规划项目216项。面积1387．43平方公里。建筑工程设计2377项，面积140．8万平

方米。景洪、勐海、勐腊建筑工程公司1980—1995年共完成各类房屋建筑面积129．88

万平方米。、 。

环境保护：州境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1984年3月正式成立州环境监测站，1989

年4月州政府成立州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设于州建设局。州环境监测站成立后，不

断充实监测设备，开展了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工作。对全州地表水、大气、噪声例行

监测，对排放“三废”污染环境的企业单位进行调查监测，建立档案。排放污染物影响

环境较大的企业，限期治理。1991。1995年，全州已有111户企业投资2512．12万元，

兴建治理污染设施，共完成工程项目103项。废水处理量1995年为810000吨，处理达

标率为161Xloo吨。废弃物去除量化学需氧量867000千克，浮悬物69540千克。1992年

起，对在辖区内开发建设的项目，凡对环境有影响的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并

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使用。1992～1995年，全州新建项目执行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项目共100个，执行“三同时”制度的工程项目有8个。

从1987年起，省环委和州建设局共同对纳板河流域(阿麻山)进行综合考察、研

究。经反复论证后，于1990年2月，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向省政府提出建立西双版纳

纳板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的请示。1991年7月，省政府批复，同意建立西双版纳纳板河

流域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2．6l万公顷(1993年增为2．66万公顷)。1992年5月成

立西双版纳纳板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实行省环委和州政府双重领导(具体由州建

设局管理)。1992年起逐年投资进行基本建设的同时，在保护区生产示范区内，开垦种

植橡胶、茶叶、柑桔、柚子、核桃、龙眼、荔枝等经济果木，至1995年达3377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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