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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商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部门，在陇J1l

这块宝地上生长，已经超过四十个春秋了。值此之际，四十

年国营商业活动史实已编纂成志，并将付梓。我们仅以此书

奉献给陇川国营商业的创建者、参与者和关心者，也留给一

代又一代的未来者。

在陇川千年开发史册上，我们可以毫不矜夸地宣称i解

放后的四十年是辉煌的篇章。国营商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事业组成部分。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各族

人民的生产生活甘艮务为己任，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边疆民族

工作的一个方面开展经营活动，在慎重稳进方针指导下，坚

持民族团结，坚持爱国生产，保障军需民食，从事边疆建设，

繁荣民族经济，并以此巩固祖国边防。

陇川国营商业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刨建和发展起来
的。商业工作之所以艰苦，在于解放初期社会情况十分复杂，

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并不融洽。经济各部门气息奄奄，口

岸早已萧条，各项事业无不具有开创的性质。为此，商业工

作者，尤其是称得起“老边疆”的前辈，，宥挑货郎担，踏遍

了陇jll的山山箐警，付出了青春年华，经历了严峻考验，把

一个初具规模的国营商业体系献给今天，提供给未来。走过

的四十年道路并不平坦。在坎坷的历程中，有过失误，有过

挫折，同时也从中吸取了有益于继续前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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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为陇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及整个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革开放，进到九十年

代，国营商业踏上了新的征程，投入到竞争的行列之中，迎

接着未来的挑战。国营商业必将在广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舞台上表演得威武雄壮l必将为陇川的经济腾飞做出新的贡

献!

《陇川县商业志》记载我们工作的历史和现状，是撰者、

编者、领导者和各个方面支持者付出近三年辛勤劳动的成果。

他们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所用资料

都是真实可靠的信史。志书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具有多方面

功能，书中的资料，既可为领导者借鉴，叉可供研究者选取，

对商界也不无裨益。“志者记也”。我们的这本书，既不是挂

录流水帐式的资料汇编，又不对史料加以抽象的概括和升华；

既包畲着史料内在的错综复杂的丰富关系；又不直接探求其

．规律，没有总结出理论化了的结论条文。《陇川县商业志》是

一本将大量珍贵史料分门别类有机地串缀起来的整体，尽管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但作为资料工具书是够格了的。

陇川旧貌换新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气势磅礴的

改革航程已经起锚，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将崛起，
新的征途等待凌们再去谱写新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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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例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愚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三者之统一。

二、本志定名《陇川县商业志》，实为商业局部门志，记

载范围以国营商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主，同时涉及相关部门。

三、本志断限上限不限，下限断于公元1990年，部分内

容视需要下延。
。

四、本志遵循方志通例的一般原则，框架结构和文体剪

裁，依内容而定。

五、本志从县属商业局系统国营商业最基层活动的实际

出发，内容以商业经营及其管理活动为重点。

六、本县史无旧志，商业史料尤为稀罕。本志略重于存

史，对于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尽可能订正收录。

七、边境贸易历来为本县商业活动之重要方面，本志涉

及较多，但据行政归属变动，全貌反映由《边贸志》承担。

八、本志以语体文客观记载为主，不忌讳于恰当之处有

顺理成章的点剖或升华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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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南

部。地处东经97度39分至98度17分、北纬24度零8分至

24度39分之间。东、东北接潞西、梁河，南、二|匕连瑞丽、盈

江，西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50．899公里。县境国土总面积

1 875．83平方公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版图呈蕉叶状。河

谷盆地称坝子：’优川坝面积399平方公里，户撒坝70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26．5％。南碗河、户撒河，自东向西纵贯

两坝，分别转南汇瑞丽江，折北注入大盈江。山区为高黎贡

山西麓南沿余脉组成，占县境总面积73．5％。山脉有东山，南

段古称莫利、马鞍，莫利山顶即古之邦中。西山末端突起处

为板凳山，又名雷龙，史称罗木山，亦郎武侯寄箭山，通铁

壁关(今属缅)；户撤山，西北坡属盈江，中上段分水岭为陇

盈两县分界线。东北有著名关隘所在之杉木笼山，自北向南

至王子树，成为东山之首。海拔最高春花塘2 618米，最低陇

川江河谷约岛坝780米。气候属低纬度南亚热带气候，年平

均气温18．9摄氏度。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l 560毫米。

旱、雨季区分明显，每年6月底至10月末雨水集中，11月至

次年5月多为干旱天气。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这块宝地上，生息

繁衍着团结和睦的许多种民族。据1990年末的统计，全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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