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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商业志

(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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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商业志》是由巍山商业志征集编篡委员会领导，编写小组执

笔编写的商业局部门志。

本志遵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布署、在省、州，县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

下，在大理州志办，巍山县志办，大理州商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在档案馆和有关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在许多商业行家知情者和关心商业志的同志们热情帮助下、匆匆写

成。。 ＼逸
本志是由局机关抽调那泽远、朱鸿恩、姚国玺三同志为编写小组并由那潭避同志主

编。编写小组的同志们自1 9 8 6年5月2 1日接受任务以后就不辞辛苦，不计工作时

间，日以继夜地认真负责热情积极工作，广泛收集约上千万字的材料，整理达上百万字

的素材，历时八个月的时间三易其稿，编写出五十多万字的初稿，并打印成十一篇(册

)请有关同志审定。经过精雕缃刻定稿约二十余万宇，共分凡例、目录、大事年表、及

正文九篇。

本志以翔实的材料、记录了从汉、唐以来巍山商业的产生和发展、比较全面具体地

记述了本县国营商业，商办工业、局系统所属集体工商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企业调整、整顿、改革、发展商品经济的成就，也如实记载了

一些历史事件和教训。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戴空帽而以事实说话，达到“存真求实”。

在存史、资政、教育等方而、无疑地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有参考价值。

但是由于编写同志的水平有限、编写时问短促，有的资料不全，个别数字难以考

证，编写的文字加工也不够严谨细密，缺点在所难免。特请广大商业职jT：和广大读者同

志们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一定虚心接受，以便再版时更正。

谢永龄一九八七年七月二H



凡 例

一、本志定名为“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商业志》是商业局系统的部门志，不包括其

它商业单位，区别于专志，文内范围以现属商业局系统为主，并以企业单位划分，与专

业分类不尽相同。

二、本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坚持实事求是、 “不唯书、

不唯上、要唯实”，反对华而不实，达到“存真求实”。

三、本志上限虽然提到“古代探索”，但除总述以外，一般是从1 9 5 0年到l 9

8 7年3月为限。山于资料有限，难以包罗万象，只如实记录总结本县商业活动，并以

史实说话，一分为二地反映出历史事件，不乱戴帽子。

四、县商业局是工商科的延续，1 9 5 6年6月前工商都管，但本志对--E』L不细

写，对商办工业则另有专篇。

五、本志为了叙述与商业关联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特写总述篇。历史有联到古代

工商交通等，直到本局系统国营商业建立时为止，且以本系统归属为主，其他系统从

略。

六、文内对本县称谓有“巍ill”“蒙化”“永建”，还有“彝族自治县”， “回族

自治县"“彝族回族自治县”等称号、各有区别，一律直写不加解释，详情见《大事年

表》。

七、本志文内所提名词“党的领导”系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建国”前后，系指

l 9 4 9年l 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或后； “解放"前后，系指在中共领导

下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前后，时问各地不一， “文革”“文化大革命"指l 9 6 6年至

1 9 7 6年的十年内乱， “三中全会”即1 9 7 8年1 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 “大跃进”即l 9 5 8年至1 9 6 1年的运动。

八、文内所指新、旧人民币、币值为一比一万元。1 9 5 O年至1 9 5 5年3月用

旧币，以后发行新币、为了方便统计、凡人民币不分新旧，一律以新币值计算。1 9 5

0年前的银元、半开、纸币直写币名、不加折算。

九、文内计量单位：分别公斤、斤，斤即市斤、不再加“市’’字。 “老斤，，即l 6

两称、直写不再折算。相等的“公尺”“米”“M”统一叫“米”。

十、文内为了省略文字，对公元年号除公元前照写外、公元后的年号，一律省去“

公元”二字、称X X X年。文内除特别需用外，对人的称呼，一律直书姓名，不加官

衔、不加“同志"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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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年 表

公元前1 0 9年汉武帝时， (西汉元封二年)设置的益州郡所属洱海地区四县：叶

榆(大理)、云南(祥云)、比苏(云龙)、邪龙(巍山)等，与先进地区交往。
6 5 0年(唐高宗庚戍永徽元年)。南诏建都蒙舍川龙子山，筑龙于城，即今庙街

区龙予村右侧的火把山遗址，后迁都至庙街的古城村。
7 4 1年(唐玄宗开元辛巳2 9年)，南诏从古城村迁都至大理太和城，以古城为

旧都。

7 8 4年(唐德宗兴元元年)，异牟寻迁居史城，国号失礼，自称日东王⋯⋯分理

则有九爽， “禾爽主商贾"，说明南诏设立商业都，与国内外各地有商品交换。
+7 9 4年(唐德宗贞元l O年)，南诏蒙异牟寻向唐王进献一块琥珀，大者重2 6

斤。这种琥珀是南诏通过贸易关系向缅甸进口的。
9 3 7年(南唐升元元年)，段恩义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银生城和开南从景

东迁移至巍山。银生节度使的治所设在巍山。因银生又称开南，巍山改邪龙为开南县。
1 2 6 4一一1 2 9 4年(元世祖时)后，回族就来巍山，大多数从事“染皂”的

手工业和经商。

1 3 8 2年起明代的“屯田"制，从“军屯’’发展到实行商业资本经营的“商屯”，

共五十多年，促进云南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1 3 6 8一一1 3 9 8年(明太祖洪武年间)和1 4 O 3一～1 4 2 4年(明成祖

永乐年间)，实行对商业的轻税保护措施。

l 6 3 9年8月l 7日(明崇桢末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游巍山时，说当时的蒙化

城不但名人胜过大理，而且商业行市很热闹，所做的糕饼与先进地区一样。
1 7 9 5年(清高宗乾隆末年)以后，腾冲、保山到下关的道路打通，原在巍山的

“花行"移至下关。在此之前国际贸易的“花行"在巍山。

1 8 6 O一一1 8 7 3年间，有回族马名魁在巍山曾拥有石磺厂。近代的巍山县小

围埂人马维良，在石磺山开办石磺广，销往缅甸等地。
l 8 7 5一一l 9 0 8年(清光绪年间)全县每年收铁税白银l 0 O两，在此之

前(约1 8 l O’年左右)巍山县马鞍山就有炼铁了。

1 9 O 4年(清光绪3 0年)蒙化县属种大烟2 1 6 7 1户，l 0 3 8 5 O人，．为

种大烟有害于民， 《蒙化志稿》作者梁友忆写道：种大烟是“阳食其利，阴受其祸”。

1 9 2 O年前后，梁子和在巍山城原龙泉寺开办阴头火柴厂，后因火灾而停办。

1 9 2 O年蒙化县知事李瑗呈文称“遵于九年(1 9 2 0年)．2月1 5日就实业所

召集全县商人，组织创设商会，”选举商会会长花遇春。同时证明1 9 2 0年前就有实

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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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姚逵九家用柴油机带动，办碾米厂。刘剑涵在东狱宫创办制革厂等。

同时在县城的私营商号有：《酒宝生》、 “永顺祥》、 《康记》、 《永和公》等。

l 9 2 3年商会试办各种捐率统计，巍山的商品输出香菌l 7驮，牛皮5 O驮，羊

皮6 0驮，输入洋纱2 0 0驮，棉花l 2 O驮，茶叶l 0 O驮，锭6 O驮，自冰糖l 0 O

驮，砂糖1 3 3驮，特货(即鸦片烟)5 6．6万两。

1 9 2 3年和1 9 2 4年巍山县城的《蒙化县实业所》。经营蚕桑和商业。

l 9 3 O年前后在县城兴起商号《福利和》，以及昆明来的《隆兴公司》，下关号

家《茂怛》、《鸿兴元》、 《义协祥》(后期由徐捷三等开办《猪毛公司》)等。外来

商号都经营大烟。

同时外商英美烟草公司，派推销员到巍山县城推销香烟， 先赠送后销售， 吸引顾

客。

1 9 3 4年l 1月统计县城有布店约3 O家，杂货铺八、九家。

1 9 3 8年至l 9 4 1年，在巍山执政三年的县长宋嘉晋，虽有贪污剥削行为，但

是他重视选拔各类人才，大力发展“桑、麻、桐、茶"生产及水利建设， 轻负担重改

良，抓社会治安镇慑土匪，拆城墙建设新市场和大公园，使经济发展，商业活跃。

1 9 4 1年至1 9 4 5年前后，全县设立《食盐公卖店》，私人承包。1 9 4 5年

9月2 4日制订《食盐公卖店调控办法》。

l 9 4 3年8月2 5日，云南省民政厅给第五区督察专员薛之标的训令。 “令将蒙

乐镇长张光昭(即张灼生)， 南屏乡长李为坤(即李厚基)及各保甲长分别案情轻

重，应由该专员查明议拟报核由”。明文处罚张、李等种大烟者“一律撤职从严究办”。

实际是张、李等加倍摊派农民缴“烟亩罚金"。

l 9 4 5年9月2日，日本侵略者投降签字，物价大跌，不少商号倒闭，不久物价

猛然回升。因国民党乱发钞票，导至物价飞涨，巍山各地流行的革命歌曲“五块钱的钞

票没人要”等，要求改造社会。

1 9 4 6年张灼生等人往缅甸边界买回大量鸦片烟籽，欺骗胁迫农民大种鸦片烟。

l 9 4 8年省主席卢汉委派蒙化县长何少诚来禁烟，何委任张灼生，忽亮先分别为

南、北禁烟督导团团长， “种”“禁”双兼。从中渔利。

1 9 4 9年4月间，以张灼生、李厚基为首的种植贩卖鸦片烟集团，为了保护既得

利益，冒充“红军”武装暴动，进行敲榨勒索，为此城乡封锁，店铺关门，商业停顿。
l 9 4 9年1月，共产党蒙化县特别支部建立，继而在9月建立县委会，从此长期

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工商业。

1 9 5 O年4月间解放大军教二团进驻巍山县城，随后部队派工作队分赴各区。

1 9 5 O年1月1 0日建立县人民政府后、5月1日正式建立工商科。

1 9 5 O年5月中甸，建立了国营企业“云南省贸易公司蒙化县支公司”。同时发

行人民币。

8月间，执行国家禁烟法令，不久真正禁绝烟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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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1年2月9日成立蒙化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

’6至7月群力修通关蒙公路，有了汽车运输，促进商品流通。
1 2月间建立蒙化县专卖事业分处(后叫专卖所和专卖公司)。

l 9 5 1年的减租退押运动，初步打垮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增加农民收入，全县

农民减退总收入稻谷1 5 5 8 2 3 l O斤， 现金2 9 6 4 1 8元， 接着l 9 5 2年土

改，废除封建剿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更增加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购买力，促

进发展工商业。

1 9 5 2年2月，蒙化县粮食公司建立。 同时，蒙化县百货公司成立。 (1 2月

2 5日又撒销)

1 9 5 8年6月1日，正式改组成立“云南省蒙化县工商业联合会”。

1 9 6 4年公布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震动很大，有了剧烈变化。

4月正式成立“中国百货公司云南省公司下关商店蒙化支店"。后又改称支公司或

县公司。

1 9 5 4年6月3 0日，中央内务部急电批准蒙化县改为巍山县。9月l 4日宣布

自l 5日起实行棉布计划供应。 ．

1 9 5 5年3月，国家发行新人民币，废除旧人民币，每元新币值旧币一万元、
l 0月2目前成立县油船公司。

l 9 5 6年2月，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夥形势下，’全县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参加

公私合营。

4月1日县属各区改名；一区巍宝、二区盟石、三区大仓、四区南涧、五区浪沦、

六区无量、七区印江、八区马鞍山。

5月l 1日，巍山县食品公司开始营业。

6月1 5日，撤销县工商科，建立县“商业局”和“企业公司，，(后为工业局)。

7月1日中国医药公司云南省巍山县公司正式成立。

7月5日成立巍山县盐业公司。

8月3日中国纺织品公司云南省巍山县公司成立。

9月筹备“中国饮食业公司云南省巍山县公司"，9月2 9日开始办公。

l 0月中国文化用品公司云南省巍山县分公司成立。

l 1月5日巍山县针棉织品公司开业。‘
2

1 1月9日，巍山彝族自治县成立。

1 1月l 3日，永建回族自治县成立，随之成立商业局、贸易、百货、食品，专卖

等公司。

l 1月1 6日，巍山彝族自治县商业局成立，随之成立专卖、贸易、百货、食品、

医药药材、煤建：饮食、文化用品、纺织，针织品、盐业等公司。

l 9 5 6年l 1月成立自治县以后，上级每年都按上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拨给经

费，财政超收留本县使用，到l 9 6 4年在全省第二批中包括巍山县对商业实行民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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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三照顾政策(即：利润留成，贷款按低利息，购销价格执行补贴等照顾。》
1 2月巍山、永建两县贸易公司经理出席民贸会议后促进民贸工作，发展^了爵族的

牛、羊、鹅，鸭，加工彝族的银首饰。

1 9 5 7年的1月1目起；巍山、永建两县商业分别独立核算。 、．

3月2 2日永建县百货公司合并为商业局(政企合一)。

7月1日起， 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实行生猪派养派购要求“四户一母

猪，每户养两头半，推广大白猪’’。

9月1 1日永建回族自治县贸易、专卖、食品等公司合并建立政企合一的服务局，

同时撤销油脂公司，合并县粮食局。

9月1 4日中国油脂公司巍山彝族自治县公司与粮食局合并，撤销油脂公司机构。

9月2 1日，巍山彝族自治县将原百货、纺织、文化用品、，医药、 针织等公司撤

销，合并成立政企合一的商业局，又将原贸易，食品、专卖、饮服等公司撤销，合并成

立政企合一的服务局。
‘

l O月3 1日撤销巍山县盐业公司，交县供销社经营一·
1 9 5 8年8月1 7日，永建回族自治县宣布将商业局、服务局、供销社合并成立

大商业局。

8月间，巍山彝族自治县原贸易、煤建、盐业公司并为贸易公司，原百货、文具、

针织品、医药、纺织公司并为百货公司．，原食品公司不动’，原专卖公司不动，原药材公

司、县供销社、采购局并为县联社，撤销饮食公司，均归大商业局管理。

l 1月问合并巍山，．永建两县成立巍豳彝族回族自治县，必直到季9 jB O年9月1

3日才正式经国务院批准)。两县商业系统随着合并．。

1 9 5 9年一一1 9 6 1年间，大商业局下设各股各经理部外； 基层设大仓、 南

涧批发站，拥翠、南涧、乐秋、公郎，岔江、宝华、和平、沙罗、紫金、青华、新山、

金星、巍宝、青云、大仓、五印、幸福、永建、漾江等1 9个中心商店。．

1 9 6 O年l一一1 2月，全县2 9 6个管理区中，共由商业局发给公社农民工资

7 1 3，0 8 3元，以1 O 2，5 l 2个劳动力计算，平均每人发工资6。9 5元。

1 9 6 1年7月5日，大理州国合正式分开为两个商业系统。

1 0月1日，巍山、南涧两县正式分设办公。巍山县属’2 4个公社步3 2，9 9 5

户，1 3 9，1 2 8人，南涧县属2 O个公社，2 3，0 l 0户，9 5，5 9 4人。

1 9 6 2年6月1日，巍山县商业局国合分离， 政企分开， 成立商业局所属的贸

易、百货、食品公司。

‘1 9 6 3年7月1日，大理州成立民族贸易公司，负责巍山等八县民族商品韵批发

业务，成立县民贸门市部(属百货公司，l 9：6 4年挂县民贸公司脾子，对内一套人马)。

5月1 7日统计，商业系统自1 9 5 9午至’-6 3年的“三清秒运动，查明1 9 5 8

年及以后的耵大跃进一损失，有帐可查的有1 7 62 4 0 0．元。

l 9。6 4年3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煤建公司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抬县煤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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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召开局系统职代会。
”

1 9 6 5年1 0月1 5日，巍山县煤建商店合并贸易公司。
l 9 6 61年．王O月，?、巍山县商业厨与县供销社合署办公。

1 9 6 7年1月1 5日据省财办通知，商业局机构恢复到1 9 6 6年1 O月间以前

的廪状，局社正式分开办公。
‘‘

l 9 6 7年局系统建立各造反组织后，到1 9 6 8年1 2月6日，商业局下属各单

僦同时势别建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领导小组。

1 9 6 9年8月成立巍山县人民商业革命委员会，国合合并，下分若干站，同时建

立商业局制药厂。。 1‘

l 9 7 1年l 1月2 1日至2 5日，成立“中共巍山县商业局核心小组’’。

，l 9．7—2年1月2 1日前，建立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商业局革命委员会。

1 9 7 2年从县商业局外贸股基础上，成立巍山县对外贸易公司。

1 9 7 3年2月2 1日县革委通知，马光裕的父亲马学武是烈士。

o：l 9‘7 4．年县商业行政机构统称商业局。。
l 9 7 5年l 0月1日，成立商业局筹备组、局、社分开办公。同时商业局攀队成

立，恢复供销社。
+、 。

l 9 7 7年l 2月7日恢复蔗业局，撒铺原筹备组． 一．
～

’蕾9 7 8年1月1日起；?漾棘中；泠商店翔归县百货公司领导，-9月6日，漾林商店

移交漾江林业蜀。，原商店人员曲县商业局安排。

’1月l 8日撤销商业局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商业局党总支委员会。

1 9 7 9年，开办商业局系统托儿所。

1 9 7 9年市管工作从商业局划出去，‘成立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 7月7。日奎9+日，县商业局系统首次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恢复工会组织活动。

9月l 8日建立巍山县商业局石油煤建公司。

：‘；1．鲈_=8 0年1月县商业局系统召开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通过调整工资方案决

议≥，．‘ 、一 。“1

4月1日成立巍山县商业局职工学校，第一期开学。

4月2 2日蓟6’月，按中央[7 9]8 4号文件政策“把劳动者从工商必者中区别

出来咎。蓉区别i l 5户，全部l 2户资本家已，区别为劳动人民。

l 9 8 1年1月13日起，。巍山县商业局制药历划归大理州医药公司，改建成大理州

中药制药厂。
。! 一

‘

同年，、大理州各县市贸易公司改为商业局糖业烟酒蔬菜公司。

2‘月I 7日至2 1日召开县局系统第=届职代会，同时召开工会代表会，改选系统

工会委员，。；通过各种岗位责任制等决议。、 ㈠

．1 9 8‘2年2月18、日至l 3日，召开县局系统第三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修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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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规章制度，印发《商业职工手册》第一集。

7月撤销县商业局车队建制。同时撤销商业局系统托儿所。

9月l 6日成立县商业局大仓批发站。 j、：

1 1月因棉花增产，棉布供应能尽量满足，即停止使用布票。年底，医药公司划归

工交(即经委)系统。

1 9 8 3年3月7日至l 1日，召开县局系统第三届第三次职代会。印发((商业职

工手册》第二集。

3月问，马鞍山食品组采购员陈维栋被评为8 2年度大理州先进个人标兵和全省劳

动模范。。

1 9 8 4年1月1 8日，烟草公司成立，原贸易公司的烟草批发业务及人员，调给

烟草公司。

4月7日到9日，召开县局系统职代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决议支持改革，消除精

神污染等。

6月1日，县商业局五交化公司开业。

7月1日，建立农工商服务公司，由县商业局代管，后到8 5年1月交由县政府直

接管理。

本年内局机关及所属各单位领导人有大变动，实现年轻化。 ，；

l 9 8 4年实行棉布赊销。本县特产蜜饯，进入北京市场。，

1 9 7 9年下半年至l 9 8 4、年l 1月止，县局系统共培训文化、，政治、业务技术

等1 6 4 2人次，包括。l、脱产学习1 9期， 良3。9人次璐其中代外螭调l，7 1人

次，2、业余培训l O O 3人次。l 9 8 5年1月间，金县开放私人煮酒、卖酒，、实际

已放弃了专卖限制。

2月起恢复县贸易公司名称，取销糖业烟酒蔬菜公司。
“

4月底统计，职工的双补任务已完成，初中文化补课发给合格证7 O人，占7 4．4

％；初级业务技术补课已发给合格证1 1 5人，占7 2．7 8％。

l 9 7 9年至8 5年止，共落实起义人员4人，改正错划右派l 2人，收回右派株

连3人，平反冤、假、错案l 4人，处理历史遗留房产纠纷l 6件，查清六十年代退职

批准补助1 6人。

1．9 8 5 4年棉布赊销实际1 4 6 6 7 4人，金额4 1 5 8 7 7 5元。

1 9 8 5年间，饮食服务公司因不执行政策，轻信个体户，而被骗货款八万多元。

l 9 8 5年付食品厂比7 9年增长率是l总产值占1 9 1．5％。。税金占921．75

％，净利占4 8 0．9％，职工工资占2 8 9．7 l％，固定资产净值占6 9 0。．j 9 5

％。这是由于改革的成效，调动集体企业的积极性，使国家、企业、个人都有和。
l 9 8 5年全县商业系统国营有贸易、百货、食品、饮食服务、石油煤建、五交化

公司和大仓批发站、大仓饮食服务商店、酒厂、糖厂等企业，集体有土产百货、饮食、

理发等合作商店，以及付食品厂，粮制品厂，家属综合服务社等单位。食品公司下属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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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庙街、大仓、永建，青华、五印、马鞍山等食品小组。全系统共有中型企业4个，
小型企业2 2个。

1 9 8 6年1月问，石油公司业务已划出商业局系统，在行政、组织上由商业局代

管。6月，7州商业局委托县商校开办全州商业统计人员培训班。

3月2 2日，原农工商联合公司收回县商业局系统、称： 商业局国营综合服务商

店，到l 9 8 7年1月又升格为公司，专门向各省、区县横向联系。
1 9 8。7年3月，原大仓饮食服务商店脱离县公司’更改为大仓综合服务商店，直

属商业局。4月撤销漾林商店，资金归回商业局。

l 9 8 6年至1 9 8 7年县付食品厂同昆明市向阳糕点厂等三家联营，打开横向联
系局面，搞活经济。

第一篇 总 述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位于东经9 9度5 5分至l 0 O度2 6分，北纬2 4度5 6

分至2 6度3 3分。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县城离云南省会昆明西行4 6 O公里，滇西贸易中心下关南行6 O公里处。地形为

南北两端狭窄而中部宽广、有山有坝，土地面积2 2 6 6平方公里，其中坝区l 7 O平

方公里，耕地面积2 5 4 6 3 l亩，其中水田，雷响田有1 3 6 8 2 l亩。是一个多民

族县。l 9 8 6年统计，总人口5 l l 2 3户，2 5 9 3 6 4人。分别男1 3 O 2 9 8

人，女l 2 9 0 6 6人。包括农业4 7 8 9 5户，2 4 5 1 0 2人；非农业3 2 2 8户，

1 4 2 6 2人(两城镇占1 1 4 l 9人，农村占2 8 4 3人)。其中彝族占3 3．1 4

％，回族占6．7 9％，白族占1．9 4％，苗族占0．4 6％， 傈僳族占0．1 3

％，汉族占5 7．4 8％，其他藏，傣、纳西、蒙古、壮、满、拉祜、瑶，畲、普米、

布朗、瓦等各族占0．0 5％。

巍山历史悠久，自汉武帝时就设置邪龙县。又是古南诏国的发祥地，也是“第二条丝

稠之路”．；p的重镇之一。历史上建{立过蒙舍诏、蒙鸯诏等部落，设置过蒙化府、厅、县

地区专员公暑等，1 9 5 4年前长期叫蒙化县。历史上革命志士辈出，尤其是现代，众多

的革命同志，投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推进巍山地区生产关

系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作出贡献。

巍山自古就是“肥沃宜禾稻”，物产丰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在南诏时就有冶铁

技术，长期以来，巍山的熟铁、石磺和手工业中的土布9 “四丝”(面条、粉丝、

烟丝、 饵丝)、火炮、蜜饯、卜酱豆等产晶大量行销省内外，有的出国。古道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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