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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业兴，路好民富。纵观古今中外经济社会发展史，每一个繁荣昌盛时

代，每一个飞速发展国家，均依赖着交通事业的振兴。在当前新形势新条件下，

思茅市正处在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加快交通

事业发展，对推动思茅市文明和社会进步，促进全市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新跨

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按照思茅市委、市政府部署，市交通局精心组织

编纂《思茅市交通志》，经过编纂人员辛勤耕耘，历时一年终于编纂完成，是第

一部全面记载思茅市交通发展的行业志书，总结过去，积累经验，开辟未来，是

一件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大事。

《思茅市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遵从志书求真求实的原

则，集知识性、可读性、参考性为一体，较好地发挥志书“资治、存史、教化”

的功能。 ～

《思茅市交通志》对思茅市交通事业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力地促进

了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目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加大，西部大开

发实施，昆明至曼谷国际大通道逐步贯通，《思茅市交通志》将对思茅市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思茅市交通志》分类科学，结构合理，资料翔实，详今略古，层次清晰，

文风端正。反映了全市交通事业的发展和交通对思茅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项领域所作的贡献。

《思茅市交通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市地方

志办公室给予大力帮助，在此向各位关心支持修志工作的领导和直接或间接参与

修志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编 雷朝荣 游 伟

二oo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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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青铜马铃敲碎深林寂静，在意象上也许是很诗意的定格，然而，这种从远古

走来的声音和马蹄撞击石板的忧郁沉重一样，使一些人寝食难安，因为这意味着

崎岖山道依然是一些地方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少年的梦想，青春的希望，老

人的期待，都会被苍茫的大山，湍急的河流涂抹上一层无奈的灰色。因此，交通

人，一代又一代的交通人，灵魂深处已经被这凝重的铃声镌刻上了沉重而庄严的

责任，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一t7智和着錾子、铁锹的坚定，挖机、桩机的轰鸣，

楔进了一座座雄浑的大山，一条条激越的河流，把图纸上清晰优美的线条，变成

了大地江河上流畅的玉带、和谐的音符：至2006年，普洱市公路总里程达

32 918．1公里，纳入统计里程19 036．3I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33公里；二级公

路100．8公里；三级公路737．523公路；四级4 629．75公里，等外13 435．237公

里)，公路网密度达48．7l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共有运输车辆16 515辆，其中

客运车辆2 799辆；通航水域464．9公里，共有船舶246艘。以此来为一个时期

的交通工作划个句号，庶几可乎。

用干净严谨的文字，有序真实的数字组成一本不大不小，内容涉及公路、航

空、水路的《思茅市交通志》，使许多鲜活多彩、可歌可泣的东西变得苍白和遥

远．可我想书中每一个数据和符号都跳跃着交通人倾注的生命，只要我们把这本

不轻不重的书与普洱的大地合在一起时，我们就能感到交通人坚韧有力的脉搏不

仅成了书本的灵魂而且融入了莽莽大地浩浩江河。以此来为交通人的生命作个注

释，幸甚至哉。

本书由前任交通局长雷朝荣任总编而动笔，以现任普洱市交通局局长游伟任

总编而成书，其中得益于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尤其是地方志办同志

的艰辛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时间、能力、水平等诸多条件因素限制，或有不足，或存疏漏，恳请各

级领导和同仁同行不吝指正。
’

执行主编 陶小平

二oo七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思茅市交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实事求是记述了思

茅市交通运输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按大交通结构，凡市内交通运输单位，不受隶属关系限制，均纳入

记述，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采用通志模式，上限从有文字资料记载开始记述，

下限至2005年。

三、本志大事记主要采用编年体，兼用纪事本末体。志中记述力求追本溯

源、中记沿革、下呈现状，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交通运输发展兴衰

起伏，力求突出地方特点、专业特点和时代特点。

四、本志篇目设置按照横排竖写与纵横结合的原则，篇目结构以章、节、目

排列，体裁形式有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使用语体文、记述体及简

化汉字。

．五、本志由序言、凡例、大事记、概述、道路、公路、水路、机场、运输、

公路养护、管理机构、党群社团、人物、附录等部分组成，共50万字。

六、本志人物部份用传、表、录三种形式给逝世人物立传，给先进人物列表

记述，其中人物传排列顺序均以出生年月为序。

七、本志货币单位为元、万元，重量单位为公斤、吨、万公斤，面积单位为

平方米、平方公里、亩，长度单位为厘米、米、公里，体积单位为立方米。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计量单位，以当时计量标注记述。

八、本志资料，以市、县(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及市、县(区)交通、

运输、公路养护、运政管理、机场、海事等部门提供资料为主，其次是省属部门

保存的档案资料；数据资料以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为准，若统计局未作统计，以部

门统计资料为准。

九、本志公路名称，以当时历史称谓为准；2001年公路普查后，公路名称以

普查后的统一名称为准。地名以各县(区)地名志标注为准。

十、本志历史纪年，清代前用汉字数字，中华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表述，

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使用公元纪年。本志中所记述年代，凡未

加界定的，均指20世纪。



2 思茅市交通志

十一、2003年lo月30日，国务院(国函[2003]1 13号)发出，同意云南

省撤销思茅地区设立思茅市的批复。本志中此前记述仍然称思茅地区，此后记述

为思茅市。在一个自然段记述中第一次使用全称，再次出现时可简称为“全市

(全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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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信渡口 ⋯⋯⋯⋯⋯

勐俄渡口 ⋯⋯⋯⋯⋯⋯

大蚌江渡12 ⋯⋯⋯⋯⋯

第四章机场⋯⋯⋯⋯⋯⋯⋯⋯

第一节曼连机场⋯⋯⋯⋯⋯⋯

第二节思茅机场⋯⋯⋯⋯⋯⋯

一 机场建设 ⋯⋯⋯⋯⋯⋯⋯

二机场安全管理⋯⋯⋯⋯⋯

第五章运输⋯⋯⋯⋯⋯⋯⋯⋯

第一节人力运输⋯⋯⋯⋯⋯⋯

一 人力挑背运输⋯⋯⋯⋯⋯

二 人力手推车运输 ⋯⋯⋯⋯

·第二节蓄力运输⋯⋯⋯⋯⋯⋯

一．牛帮马帮运输 ⋯⋯⋯⋯⋯

二 牛车马车运输 ⋯⋯⋯⋯⋯

第三节拖拉机运输⋯?⋯⋯⋯··

第四节汽车运输⋯⋯⋯⋯⋯⋯

一 运输机构 ⋯⋯⋯⋯⋯⋯⋯

二 客 运 ⋯⋯⋯⋯⋯⋯⋯⋯

三 货 运 ⋯⋯⋯⋯⋯⋯⋯⋯

四 汽车维修⋯⋯⋯⋯⋯⋯⋯

第五节船舶运输⋯⋯⋯⋯⋯⋯

一 澜沧江一湄公河航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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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I

l

l

l

I

l

l

l

1

l

l

l

1

1

1

1

l

l

l

1

1

l

1

1

l

1

1

1

1

l

l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