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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普照

副主任委员 王正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下同)

刘占云 张文纲I高文华l高祖兴
黎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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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马国强 刘占--Z-张文纲 张继伟

‘巨圈戚家聪 谢仙舟 黎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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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l高文华J王正芳 陈柱国
委 员 马国强 孙官生 刘占--z-刘秉毅

张文纲 张继伟f者春福i戚家聪
谢仙舟喻秉棠黎恩第

第四届(1 987年6月～1 991年1月)

主任委员 普照

副主任委员 杨远莉王正芳 陈柱国

委 员 马国强 孙官生 刘占云 刘秉毅
张文纲 张纯和 张继伟l者春福l
林孟循 戚家聪谢仙舟喻秉棠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第五届(1 991年2月～1 993年5月)
善 昭
}， ¨·、

黄维彬杨远莉 陈柱国

王立群刘占云张文纲 张纯和张家相圈林孟循 戚家聪

黄泽治 喻秉棠 樊广义



凡例

凡例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简称《红河州志》，以1985年底的行政
区划(2市JJ县)为记述范围。，为记述方便，1957年JJ月红河州建立前，简

称“境内”。志中所谓“边疆县”指河口、金平、绿春。元阳、红河五县，其余称
为内地市、县。

二、本志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州各方面

的历史和现状，功过并书，成败皆录，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三、本志基本按事物门类平头立志，志首设序、总概述、大事记，中间设

专志，志末设人物、附录和跋；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

四、本志为红河州第一部州志，上限追溯到有记载的年代，下限断至

1985年。中共红河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下限延至换届的1988年，
少数1985年后成立的新机构，下限延至1990年。

五、本志设总概述，各篇之首设概述。有的章，设无标题引言。

六、大事记纵贯古今，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结合的方法，记述全州的
大事要事。

七、本志《人物》分人物传、人物传略、烈士统计表、英模名录四部分。

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也载对本州事业卓有建树的客籍人士，以卒年先后

排列。谨遵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英模名录系省委、省政府以上机关授予
者。

八、本志贯彻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注意详主略次和详独略同。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正式出版的文献和省、州、市、县档案馆及图书

馆，少数口碑资料已进行了考证。

十、本志除少数历史资料引用原文外，均采用语体文记述。

十一、本志数据，新中国建立前的以档案、图书资料为准；新中国建立后
的一般使用州统计局的数据；统计局没有的，采用各部门的数据。1955年2

月以前的旧人民币已折为新人民币。

十二、本志以大类为序编成七册出书，第一册设总目录，各分册之首设所

含诸专志的目录。

十三、为节约文字，常用语用简称，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简称“红

河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简称“新中国建立前(后)”；“发展国民经

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时期”。余类推。

十四、金融志中，固定资产投资拨款与贷款的数字，使用实际发生额；其

它存款(含储蓄)、贷款数字，使用年末余额。 ，

十五、各专志中的政区、机关名称、地理名称和货币单位，均用"-3时名
称，必要时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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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业篇

概述

红河州地处云岭南延的哀牢山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个旧锡矿是一个以锡为主，

铜、铅、锌、钨等20多种金属共生和伴生的大型有色金属矿区，个旧市因而被誉为中国

的。锡都”。此外，在境内的建水、石屏、蒙自、金平等县也有零星锡矿分布。据统计，

1985年个旧矿区累计探明锡、铜、铅、锌、钨、铋、钼、铍、铟、银、锗、镓、镉、

铌、锆等15种金属表内储量371万吨，其中锡储量165万吨，居全国第一位；保有锡储

量86万余吨，占云南省锡储量的86．81％，仅次于广西而居全国第二位。

个旧锡矿开发历史悠久，据《汉书·地理志》载：“武帝改滇王国为益州郡，中有贲古

县，其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南乌山出锡”，《后汉书·郡国志》亦有类似记载。

所谓贲古，即为今红河州的蒙自县、个旧市一带。魏晋至宋代，境内锡矿开采缺乏史料记

载。明正德五年(1510)《云南志》有“锡，蒙自个旧村出”之说，并以采银为主，铅锡次

之。清乾隆以后，银矿渐竭，遂以采锡为主。乾隆五年(1740)，云南铸币局用板锡配合

鼓铸铜币?锡业逐渐兴盛起来。矿区。商贾辐辏，烟火繁稠”。自雍正二年到嘉庆十七年

(1724～1812)，个旧矿区以年均产锡150万斤(约750吨)行销各省。光绪九年(1883)

云南当局提拨官款设厂务招商局，首次开办官办锡矿．光绪十一年临安双水塘同知移驻个

旧，称个旧厅，专管矿务和收解锡课事宜，旋即，厂务招商局被裁，锡业统归商办。光绪

十五年，蒙自辟为商埠，并在县城设立海关，征收出口商品税，个旧出口的锡始有统计数

字。光绪三十一年，个旧厅丞雷元澍、士绅李文山为抵制英法隆兴公司开发七府矿产，经

矿务大臣唐炯、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成立个旧厂锡务股份有限公司。自光绪十五至三十

四年(1889--1908)的20年间，个旧共产锡52427吨，年均锡产量从2 000多吨提高到

3 000多吨，个旧遂成为世界主要锡产地之一而闻名中外。宣统元年(1909)，云贵总督锡

良将个旧厂锡务股份有限公司改组为个旧锡务公司，任命王庚虞为总理，并以50万银元

(合108万德国马克)向德国礼和洋行订购洗选、冶炼，化验、动力及索道等设备，于民

国2年(1913)安装投产，揭开了云南冶金工业使用机器生产的序幕。随后云南炼锡公

司、云南矿业公司、云南锡矿工程处等几家中央、地方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相继成立，私

营企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产量增长幅度更大。自宣统元年至民国28年(1909～1939)，

由于滇越铁路通车和世界工业发展的刺激，个旧锡业出现鼎盛时期，锡产量年均达到

7 840吨，其中有5年的产量突破万吨；出口量达238 221吨，占全国同期出口量的

89．2％；锡产量占全国同期的90％，其中个旧私矿产量占个旧锡产量的90％左右；锡出

口值占云南省外贸总值的70％左右；锡业税收占云南省税收的20--25％。个旧锡业已成

为云南省财政的重要支柱。民国2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商定，

将个旧锡务公司，云南炼锡公司和云南锡矿工程处合组为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云南

省政府主席龙云任董事长，缪云台(嘉铭)任总经理，个旧锡业被官僚资本所控制。云南

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由于国民政府推行大锡统制政策，设立云南出口矿产品运销

处，禁止自由买卖大锡，产品统由运销处低价收购，私人矿山、炉号严重亏损，因而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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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闭。私矿、炉号的倒闭又影响了运销处的收购，经营日趋艰难。加之1941年日本侵略

军占领越南、缅甸，切断了云南与国外的交通线，直接影响着锡业生产，产量逐年下降。

民国35年中美两国政府签订金锡协定和滇越铁路管理协定，从此美国控制了个旧锡的运

销。民国37年(1948)，美国停发九九锡进口执照，切断了个旧锡的销路。同时，美国又

在个旧收购锡砂，从蒙自机场空运回国，更加打击了个旧锡业，锡产量从1941年的5 094

吨直线下降，1949年个旧仅产锡l 124吨(其中云锡公司产锡610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个旧锡业生产，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途中，中共中央领导就下达了锡的生产任务．1950年3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部接管云南锡业公司，改为全民所有制中央企

业，直属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管辖。由于个旧矿区历史上形成了私矿大于公

矿的客观事实，1950年公私比重为22：78，严重影响锡生产任务的完成，便提出。四万人

上山，十人一吨锡，人多多出锡”的口号，主张依靠私矿完成任务。1951年7月，云锡公

司经理兼军事代表、中共个旧市委书记郑岳胜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生产经营、公私比

重、职工生活等情况的基础上，认真执行。发展公营经济，扶植私人经济”的方针，组织

500余人的工作队，分头督促私矿老板将国家贷款用到搞好生产上，提出“发动职工，搞

好生产，监督老板，执行集体合同”的私矿工作方针，将数以千计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

创造就业条件，发展锡业生产．至1952年底，云锡公司采选生产已从1950年初的300吨

／日提高到l 500吨／日，锡产量从1949年的610吨提高到3 331吨。境内公私比重改变

为64：36，确立了国营锡业的领导地位。

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云锡公司列为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随后又经过数十

年的艰苦努力，至1985年止的36年间，国家对云锡公司累计投资57 853万元，经过新

建、改建和扩建，公司共拥有5个坑内脉锡矿山，7个露天砂锡矿山，10个选矿厂，3个

冶炼厂；形成年采矿750万吨，年选矿900万吨，年冶炼精、焊锡2万多吨的生产能力。

公司设有机修、运输、供水、供电、设计、建筑安装、科研、教育、医疗等部门，固定资

产净值达57699万元。1985年末，云锡公司职工人数由接管时的4000余人，发展到
41 521人。在企业职工中，有彝、回、哈尼、苗、纳西、白、满、壮、蒙古、傣、瑶、傈

僳等20余种少数民族职工3 870人，占职工总数的9．3％。36年累计生产精锡42．2万

吨，占全国锡产量的55％，提供给国家的统配锡约占全国统配锡的90％左右。36年来云

南锡业公司为国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科学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冶金工

业和红河州地方国营锡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电力、冶金、机械以及工农商各业的兴旺，

繁荣了民族经济。

在发展中央国营锡业的同时，红河州各级政府贯彻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方针，陆续办起

一批地方国营锡矿和锡加工企业。个旧市建有6个地方国营锡矿和2个锡加工厂。1985

年，红河州共有地方国营锡企业9个，职工28 697人，固定资产原值达7 835万元，产精

锡50吨，锡精矿含锡量3 353吨。完成工业产值10917万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锡工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的方

针，红河州又办起一批乡镇锡企业．锡业形成以云南锡业公司为主体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

营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同时并存，大中小结合，技术水平多层次的生产格局，锡都个

旧成为以锡为主的有色冶金工业城市，全州锡工业得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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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85年，全州累计产精锡496 950吨，比民国时期的38年(1912～1949)增

加一倍多。锡的生产工艺和设备逐步完善，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利用回收铜、铅、锌

及其他有色和稀有金属19．4万吨，上缴国家利税19亿余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2倍，同

期出口锡207 200吨，出口创汇约9亿美元。
。+

36年来，红河州锡工业得到巨大发展，也曾走过一些曲折的道路，受到过。文化大革

命”的严重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锡业生产经营经过转轨变型，企业活力增

强，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水平有明显进步。云南锡业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一级计量单位和

国家二级企业，主产品精锡两届(1978、1984年)获国家金质奖，1989年精锡又获第三

届金奖，云南锡业公司和个旧市的锡铅焊料首次双获国家金奖。云南锡业公司在11个系

列、54种产品中，有焊锡条、焊锡丝、精铋、白砷、白钨精矿、漆面摇床、锡酸钠、锡

基合金、玻璃钢摇床面等9个产品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个旧市的三氧化二砷、白钨精

矿、银鸟牌锡工艺品等7种产品也获得部、省优质产品称号。

红河州锡工业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是开采多年的个旧矿区露天砂锡矿急剧消失，

原矿品位大幅度降低，采矿由露天的浅、近，易、富矿体转入坑内的深、远、贫、杂矿

体，接替工作跟不上，一技术难度大，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经济效益下降，企业的经营机制

还远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云南锡业公司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逐步深化改革”的方针；结合企业实际，提出。持续锡产量求生存，开发铜

铅锌求发展，发展深加工增效益，多种经营添活力”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地方国营和乡镇

锡业企业也制订出相应的措施，以求扭转企业的被动局面，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

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为振兴锡业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章锡资源弟一早 场贯源

境内锡矿资源丰富，产锡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即有产锡记载，但锡矿地质工作却起

步较晚。

清末，国外先后有10余名地质、矿业专家到境内作矿产考察，但未做深入的地质勘

探工作。民国时期，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于1914年2月19日首次到个旧矿区作深入的地

质普查，历时50天，测得《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地质图》、《老厂大沟地质分图》、

《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各一幅，编写出《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一份，是中国

地质工作者在境内从事锡矿地质普查的第一批成果。1934年10月，地质学家孟宪民、陈

恺到个旧矿区调查地质矿产资源，历时一年，作完个旧矿区三角网测量，填制出矿区1：

10000地形地质图220平方公里，还采集岩矿标本5吨。1937年孟宪民在老厂背阴山冲

组建云南锡矿工程处，并任工程处主任，历时三年半，填制出1／50 000的《云南个旧锡

矿地质图》，提交《云南个旧矿区地质图说明书》，撰写《个旧地质述略》、《云南之锡》等

10篇地质论文。1936--1950年初，先后有袁丕济等20余名地质矿业专家到个旧矿区从事

地质、矿产调查，其中熊秉信、邓玉书、刘锦新、周泰昕等为个旧锡资源的地质研究，找

矿勘探作过大量工作，成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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