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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云南省交通厅厅长李裕光

在我省西部怒江下游，有一片神秘、美丽、富饶、被誉为“孔雀

之乡”的地方，这就是德宏。德宏地处边疆，山水秀丽，人杰地灵，

养育着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

德宏交通历史悠久，上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就开通的古“西南丝

路”，下至滇缅公路的开通，在历史上曾留下辉煌的篇章。解放以

来，德宏交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修建了全州大环线及县乡公路、

乡村路，改善了德宏交通条件。进人90年代，德宏交通得到了更

大的发展，以320国道德宏段二级公路改造为典型，以“优质、高

效”在全省成功地创造了公路建设的“德宏模式”。“九五”计划实

施以来的三年间，德宏交通部门又一次抓住机遇，改建了以潞盈

路为龙头的六条经济干线、县乡路、口岸路、扶贫路、边防巡逻路和

乡村路，再一次在全省创造了“干线模式”和“乡村路模式”，推动了

德宏交通快速发展，这在全省都是独树一帜的。另外，德宏州交通

部门还积极配合省里做好中缅陆水联运通道的前期工作，对陆路、

水道、码头等进行了勘测设计，为陆水联运通道工程早日启动做好

充分的准备，这种超前意识是值得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德宏州交通部门在狠抓交通建设的同时，也把

精神文明建设放到突出的位置，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

发展目标。近年来，德宏交通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组织出

版了<德宏州乡镇“九五”交通发展战略>、<古道雄风>、<德宏大交

通的建构>等书籍，既展现了德宏交通现状，又规划了德宏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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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丰富了交通文化。

近悉，<德宏州交通志>即将出版，这是值得祝贺的。古人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德宏州交通志>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必

要的事情。昔日古道与现代交通的今昔对比，是我们总结经验，激

活当代，启迪后人的钥匙，也是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法宝。追古

知今，服务当代，惠及子孙，受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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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 管国忠

<德宏州交通志>是德宏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交通专业志。它

的出版，是全州交通系统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州文化建设的一大成

果。借此，谨表祝贺! ．

交通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的推进器。发达的交通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文明进步的标

志，也是人类社会从贫困落后通向富裕强盛的桥梁。

德宏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区位优势十分显著，历

史上曾经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道，古“西南丝

路”就是由德宏出境经缅甸进入南亚。抗战时期抢修的“滇缅公

路”是外援物资运往内地的主干道，被称为抗战的“输血管道”，为

抗战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原

因，解放前，德宏社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交通厅

及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德宏交通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修建了环

州公路及出州公路，使德宏州交通向多层次、多类型的立体交通网

络发展。进入90年代，德宏交通着重在公路等级上做文章，320

国道德宏段二级路的成功改造，使德宏交通进入超常发展时期。

“九五”计划实施以来，德宏州先后改造了潞盈路、盈昔路平原段、

瑞章路瑞丽过境线、畹江干线、保瑞路梁河过境线、遮陇公路等六

条经济干线，新建、改建了龙江西线扶贫公路、平卡路、大小厂路等

县乡公路以及那邦口岸公路、4条旅游公路、40个乡镇过境线文明

·3。

l套



路、26个行政村公路，使德宏交通逐步向州县公路油路化、县乡公

路弹石化发展，实现了乡乡有文明路，村村(行政村)能通公路的目

标。

1998年末，德宏州共实现通车里程3838．4公里，公路等级、

通过能力、抗灾能力等各项技术指标明显提高；全州共有机动车

64 641辆，开通客运线路163条，日发客运班次157班，年客运量

288万人，客运周转量32 896万人公里；年货运量971．96万吨，货

运周转量59999．34万吨公里。德宏交通的改善，为地区经济发展

创造了条件，使处予三大经济区域接合部的德宏再次确立了新的

支点，使昆明至仰光陆水联运通道建设时机日趋成熟，区位优势的

潜能再次显示其不可替代性，德宏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

史时期。

<德宏州交通志)充分记述了德宏交通事业从无到有、从落后

到先进、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展示了交通精神，丰

————音了交通文化，树立了交通形象。希望德宏州交通部门再接再厉，
开拓进取，建设好德宏大交通，为德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

结做出新的贡献，让德宏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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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德宏州交通局局长柳五三

记述德宏边疆交通发展史实与现状的专业志一德宏州交
通志>，在编纂领导小组、编纂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年

的艰苦工作，六易其稿，并通过专家评审，终于脱稿，即将付梓出

版。在此，我谨代表局党委、行政领导及编纂领导小组对有关编纂

人员以及对编纂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的各位领导、有关人士

致以衷心的感谢!
‘

’

修志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州交通局党委、行政领导

经过召开专题会议认真研究，决定编纂<德宏州交通志>，并成立了

志书编纂领导小组、编委会。编纂工作开始于1996年9月，编纂

人员蹲档案馆，跑相关部门，走访了30多位老交通，查找摘录档案

资料200多万字，在此基础上开展编纂工作。二稿完成后，分送有

关部门和人员审阅，提出许多修改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中肯

如实，编纂人员逐一进行了修改，六易其稿，历时三年，最后送州史

志办审查，认为该志体例得当，资料翔实，观点正确，文风朴实，已

达到出书标准。这是对该志及参与本书编纂、审阅工作者辛勤努

力的充分肯定。

专业志是地方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关于一定区域内某一专

项事业或专项事物历史与现状基本情况的记述。它具有明显的区

域性、专业性、广泛(全面)性、资料性和时代性。其中“专业性”是

专业志的主要特征。因此，我们编纂<德宏州交通志>十分强调在

“专”字上作文章，充分记述本行业的历史史实及发展现状，反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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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个性”特点，避免交叉重复。同时，在编纂中注意从四个方

面人手，即：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搞“有闻必录”；二、追根溯

源，探求规律；三、纵横比较，求异求特，注重专业性；四、弄清现象

与本质，区别个别与一般，以求本志书的质量。

<德宏州交通志>肇自秦汉，迄于现今，如实记载了德宏州原始 e

交通、“丝绸古道”、“滇缅公路”和建国以来德宏州公路、桥涵、运

输、航渡、航空以及管道、路政、运政等的建设发展史实，也详尽记

述了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全书分“概述”、“大事

记”、“道路”、“航渡”、“运输”、“交通企业”、“公路养护”、“运政管

理”、“交通管理”、“机构”、“人物”、“附录”等13个部分，全面、系

统、如实地记载了德宏州交通历史与现状，展现了行业起源、发展

的脉络。

<德宏州交通志>是记述德宏交通事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书

籍，它的主要作用是资治，是为发展德宏交通事业提供历史的借鉴

／与拨撮现状调查的科学依据。“经世致雕我们编写该志葡狗首～”——
要宗旨。“当代为志，后世为史”，这本志书的存史作用也是显而易

见的。同时，该志书通过记述德宏交通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映

今昔问的巨大变化，并通过今昔的鲜明对比，激发本行业的广大干

部职工更加热爱本职工作，继续发扬前人艰苦创业、不屈不挠、勇

于进取的精神，为推动德宏交通事业的更大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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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交通志>(简称<德宏州交通志>)

是记述德宏州域内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原专业志

书。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至1997年止。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记述德宏交通运输事业的产生、发展

与变化，力求体现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三、本志亘贯古今，详今略古，以现今行政区划(三县三市)为

记述范围，历史上的区划在行业发展史实记述中亦作必要追溯；凡

本州域内交通运输事业、单位不受隶属关系限制，均纳入记述。

四、本志体裁由“述”、“记”、“志”、“图”、“表”、“录”等种类构

成。“述”指概述，“记”为“大事记”，“志”系“道路、桥梁、运输⋯⋯”

等专业分章，“图”指交通历史各类图片，“表”系人物表以及各种汇

总资料表格(图、表不单独成体，穿插于其他体裁中的有关篇章

间)，“录”为“附录”历史文献资料。

五、本志书编排采用“章节体”结构，以章统节，节下设若干目

为记述基本之单元，章节下视情形设无题小序或简述内容。全志

继“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后，设有“道路”、“桥梁”⋯⋯

“人物”等章节，“附录”殿后。

六、本志除书首的“概述”、“大事记”外，其他专章方法依据交

通部门的社会分工、领属关系，依志记其经纬。“大事记”的记述以

编年体为主，辅之以纪事本末体。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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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历史纪年一律采用历史年号加括号注明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用公元纪年。地名除记述历史称谓

外，用括号加注现代标准地名。学术名称和俗名统一用标准称谓。

八、本志采用现代文体记述。文中涉及的外文、拼音文字用标

准文体；涉及的数字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

用语、词组、缩略语、专用名称涉及的数字用汉字记述。

九、本志数据资料一律以政府档案资料、统计部门和国家统一

出版物所记载的为准；口碑资料、个人笔录、遗墨经考证后使用。

十、本志涉及工程术语、机件型号、图表按国家和专业部门规
●

定的记述。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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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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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寸一f

概述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西部，高黎贡山西南麓。

位处东经97031’-----98043’，北纬23050’——25020’之间。西南和西
北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503．8公里。东和东北面与保山地区

的龙陵县、腾冲县毗邻。州境辖陇川、盈江、梁河等三县和潞西、畹

町、瑞丽等三市，总面积11 526平方公里，最大纵距170公里，最大

横距122公里。境内聚居有傣、景颇、阿昌、傈僳、德昂、汉等多种

民族，总人口96．6l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0．5l％。全州共

有“个乡镇、339个行政村、3 706个农业合作社。州府所在地潞

西市芒市镇，陆距省会昆明785公里，空距427公里。

德宏位于云贵高原西部边缘，为横断山脉南延部分，地势自东

北向西南倾斜。其特点是东北高而险峻，西南低而宽缓；峻岭峡谷

相间排列，高山大河平行急下。境内的“三江四河”即大盈江、瑞丽

江、怒江、芒市河、南畹河、户撒河、萝卜坝河分属伊洛瓦底江水系

和怒江水系。全州至高点为盈江大娘山，海拔3404．6米；最低点

是盈江羯羊河谷，海拔210米；大多数地区海拔800米。2100米之

问。

全州属南亚热带低纬雨林湿热气候。瑞丽江、大盈江两岸风

光旖旎，土壤肥沃，气温适宜，芒市坝、陇川坝、遮放坝、梁河坝一年

四季均适宜各类亚热带作物生长，丰产作物主要有粮、蔗、胶、茶。

州内资源丰富，矿藏主要有煤、锡、铁、铜、金、银、铅、锌、镍、磷、云

母、水晶石、绿柱石等；有高等植物13科、103属195种；珍贵树种

有柚木、云南石梓、铁力木、龙脑香、阿萨姆婆罗双、毛芽羯菠罗香、

苏铁等；珍稀动物有华南虎、亚洲象、野牛、孔雀等1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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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德宏是大象出没和孔雀生栖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祖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五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这里的人们用自已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为人类历史

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被世人盛赞为神话的

故乡和“歌舞之乡”。其建制沿革始于汉武帝开西南夷时，为益州

哀牢县地；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后属永昌郡领地；魏晋南北朝

时期为西城县(今盈江内)；唐南诏时属永昌节度和丽水节度；宋大

理国时属永昌、腾冲二府金齿部地；元朝时属金齿六路的“三宣六

慰”，历经明、清至民国土流并治。

生活在这片神奇美丽土地上的人们为了改善生活环境，发展

与外界的交通，自古以来就开始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早在公元

前4～公元前2世纪，他们就开始与印缅等国进行经贸往来。开

辟了“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秦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的

经营探寻，“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被发扬光大，后经唐代南诏西开

——⋯寻黼通骠国，宋代大理节度拓展，至元已形成通缅三道：—亩天———～
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金齿阿郭(或阿禾)地(今盈江境内)。元明清

时期，中印缅交通日臻繁荣，交通设施也趋完备，使节军旅，络绎于

途，成为中西交通的走廊，清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

道：由永昌经蒲缥经屋床山，箐险路狭，马不得行。过山至潞江，江

外有高黎贡山⋯⋯，过腾冲卫，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

⋯⋯陇州之外，一望千里，绝无山谷，陇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宝

井，又十日至缅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摆古(白古)”。这便是

清末民初“迤西道”通缅主干线和南段里程。

历史上的德宏交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这里发生的著名战事有元御蒲甘、明三征麓川、清乾隆征缅。历

次战事必开辟交通运输，遍设驿传，从而使德宏与内地之交通日渐

完善，特别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74年)云南巡抚陈用宾营造了著

名的“八关九隘”，为维护边疆安宁，保证交通畅通作出了突出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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