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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交通达，腾越荣，这是古之佐证o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言：“臣从大夏来，见蜀布⋯⋯’’，四

川丝帛竟跑到今天的阿富汗、印度一带，令汉武帝瞠目。这“蜀

帛"本身已告知了我们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西南和南亚的崇山峻

岭中，有一条崎岖的五尺小道绵延连接，它从四川汉源出发，经

邛崃、雅安、西昌、渡口、叶榆、永昌、跨腾越，越缅甸，达印

度，成为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印巴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枢纽，它

就是著名的“西南丝绸古道”o ·

正是这条横穿腾越的古道，人流马帮穿梭往返，它驮去了丝

帛、石腊，驮来了玉石、棉花；它驮去了中国人民对印缅人民的

友谊，驮来了腾冲的几度繁荣：边境贸易的璀灿闪烁；工商业的
发祥崛起；文化教育的昌盛繁荣⋯⋯o于是便有了英国在此设领

事馆，清政府在此设“腾越海关”；于是便有了“金腾冲、银思

茅"的美称；于是便有了“小上海”、“小香港"之盛誉。

交通塞，地方衰，这是腾冲人民尝够的苦果。抗日战争胜利

后，滇缅新线通畅，其他各地相继通路，腾冲古丝绸之路优势不

复存焉，于是乎金融机构撤走，商号大贾走人，腾冲各种优势相

继丧失，辉煌告别腾冲人民，一去便是五十多年。虽在本世纪上

半叶的前后四五十年中，腾越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仁人志士为在

腾冲修公路、筑铁路，奔走策划，拼搏奋斗，广大人民群众曾为

之付出辛劳，付出血汗，付出牺牲，但原因种种，使他们雄心壮

志被高黎贡山的险难所阻断，他们美好的宏愿也随着怒江、龙川

江汹涌波涛的冲刷而化为泡影。

交通畅，腾冲兴，这是六十万人的夙愿o

“道路不少、质量不高、通而不畅"是腾冲大地的交通写实。

在饱尝苦头，备受冷落之余，腾冲县委、政府痛下决心，以交通
1



腾冲县交通志

为先行，倾全县之力，促交通之畅达。保腾线三改二工程、油路

工程、毛黑线弹石路工程、滇板线弹石路工程、城大路工程、县

城出口路工程相继动工或完工，以及众多的县、乡、村、社公路

的修筑，正是腾冲各族人民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实证。腾冲旅

游机场、腾龙路、腾梁路、腾固路柏油路面争取列项，腾密路早

El开工，倾注了腾冲人民的希冀。

此时，《腾冲县交通志》的编纂有着特别之意义：启示我们，

告诫我们，同时也鼓舞着我们，让我们品味前天的成就，咀嚼昨

天的冷落，珍视今天的发展，展望明天的辉煌，从而脚踏实地，

在前人没有走过的地方，探索出_条条属于腾冲人民自己的金光

大道。

是为序。

注：沈培平，施甸县人，时任中共腾冲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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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交通之于社会经济，犹如人体之血脉，身体赖以营养，生命

赖以存活，大至国家的兴衰治乱，小至一地百业的发达兴旺，莫

不与交通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上，由于“蜀身毒道”的内外沟

通，使腾冲成为祖国西南边陲的重镇；发达的驿道和马帮运输，

使腾冲一度繁荣，成为一颗璀灿的明珠。然而，进入近现代，由

于没有先进的交通运输设施，腾冲迅速地衰落了。本世纪二三十

年代，腾冲一批富有远见卓识的志士仁人曾经为在腾冲修筑公路

铁路而奔走，而呼号，而策划，而拼搏奋斗；广大人民群众曾为
之付出辛劳，付出血汗，付出牺牲。然而，在山川阻隔，僻处高

山恶水间的腾冲，如果没有进步的社会制度，没有先进的科学工

程技术，没有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要想构筑现代化的交通设施，

谈何容易!．这些志士仁人们的雄心壮志最终被巍峨的高黎贡山

所摧残，他们的美好宏愿随着潞江、龙川江汹涌的江水而流逝，

只落得“长使英雄泪满襟”。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很快修通了腾

冲至保山的公路，实现了腾冲几代人的心愿。以后又修筑了通往

邻县的公路，并在县内修筑了大量县、乡、村公路。但由于道路

等级低，路况差，腾冲交通落后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善。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在腾冲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县人民的艰苦奋斗，

新修了保腾公路和一大批县、乡、村公路，改造了所有的干线公

路，腾冲的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

入，随着对外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腾冲的交通仍然无法

适应现实和今后的需要，差距越来越大，成为制约腾冲发展的最

大因素，为此，腾冲县委、县政府和交通部门制定了根本改善腾

冲交通的建设规划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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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交通志

正当腾冲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为彻底改变腾冲交通的

落后状况而努力拼搏的时候，《腾冲县交通志》的编纂，有着特别

重要的意义。它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准确地记载了千百年来腾冲
交通发展变革的历史，热情讴歌了勤劳、智慧、勇敢的腾冲人民

为改变落后的交通状况，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天斗地，

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不朽精神。它是一面明镜，为我们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它是一支号角，鼓舞

着我们为建设繁荣富强的腾冲而奋勇前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经过干百年的追求探

索，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并正在努
力开辟着一条使腾冲通往繁荣昌盛的金光大道。

注：李定权，腾冲人，时任腾冲县人民政府县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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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根据保山地区行署交通局的部署，在县交通局《腾冲县交通

志》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历时一

年多编写出了《腾冲县交通志》o该志的编写，全面真实地再现了

腾冲县交通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它对于世人了解腾冲，宣传

腾冲，推动腾冲交通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腾冲古代为滇西门户，是通往缅甸、印度的要道。腾冲的驿

道、渡口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就开始存在。公路交通初创至今已历

经了半个多世纪，但由于地理位置及地利条件的限制，腾冲历来

交通险阻闭塞，从明代开始至解放前，全县的工商贸易主要在中

缅一带开展，以三条一千多千米的人行驿道为主要交通道路，运

输全靠人背马驮。1942年由于抗Et战争的需要，开始修筑了中

印、中缅两条简易军用公路，经腾冲境内的仅有129千米。但抗

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地方政府腐败无能，已通的公路多年失修、

失养，公路交通基本中断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交通事业

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腾冲各族劳动群众，技术人员及爱国爱

乡的社会贤达，国外侨胞和党、政、军各界开明人士，为适应社

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出钱出力倡修省道、县道、乡

道及各种专用公路。在修筑公路中，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与人物

值得纪念，修路中的丰富历史经验足以给人以启迪。但是，长期

以来，腾冲没有一部记载腾冲交通发展的史书，这次编《腾冲县

交通志》，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是前慰祖先，后启来者的好事。

这部志书，因民国时期腾冲公路甚少，加之历史社会条件的

原因，现存的史料不多。自腾冲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经

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腾冲交通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县一

个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联线，以村社为结点，东联内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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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交通志

南接德宏，西北通向缅甸、南亚的交通网络已开始形成，基本改

变了人背马驮的局面。但是交通不发达，公路等级低，路面质量
差仍是腾冲的一大劣势。编写这部志书，目的是以史资治，回顾

既往，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策励将来，把腾冲的交通事业办得

更好。

注：赵家永，梁河县人，时任腾冲县交通局局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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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

求反映党和国家在交通事业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达到思想
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为腾冲县第一部交通事业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论述

史料力求贯通古今，每一事物从有可靠史料记载的发端起始，下

限断至1999年。

三、本志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详今略古，记清事物的发生

发展，功过并书，成败俱录。除概述外，均述而不作，寓观点于
记述之中。

四、本志体例，主要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首设序、

概述、次设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记述，横排纵述，

下设章、节、目，最后为附录。为突出地域特色，对个别事物作

适当升格。

五、本志体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

主体，图表分别插于各章中，力求图文并茂。

六、本志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

简洁、流畅。

七、本志文字，一律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颁布的

《简化字总表》和国家出版局等7个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试行规定》执行。各种统计数据小数点前5位数以万为单位折

计，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两位数。

八、本志纪年，民国年号及其以前历代年号在同节目中首次

出现时加注公元纪年，其后不再加注；解放后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计量单位，民国及其以前的保留当时名称；解放后

一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十、本志称名，均直书其名，不加褒贬。古地名，一般沿用
1

、



腾冲县交通志

当时名称。专用名词在同节目中首次出现用全称，后作简称。

十一、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需立传的以卒

年为序。人物收录历史上对腾冲交通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以及各

个时期的革命烈士、受地级以上表彰的劳模、先进人物、中职以

上科技人员。

十二、本志统计资料，1950年前的采用经考证核定的档案、

史志资料，1950年后的采用县统计资料或部门经考核无误的统计

资料。

十三、本志中的“解放前"、“解放后”，指1949年12月15

日腾冲解放以前和以后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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