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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思想。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始终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

战略地位，把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做得实而又实”o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位于云南最南端的勐腊，是古老而又神奇的绿州，是西双版纳的明珠，茫茫

亘古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延绵不断的群山。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珍稀动植源

远流长，许多全国性、世界性的珍稀濒危物种受到重点保护。勐腊是生物物种最

丰富和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基因库、资源库和自然博物馆。这一切都有赖于优越

的气候条件和优质多样的土地资源。7 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养育着19．8万人

口，傣、彝、汉、哈尼、瑶等13种世居民族，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了璀灿的

历史文化。西双版纳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居住在勐腊北部山区的傣、汉、

彝等民族，开创和发展了茶经济，形成了与农耕生产相适应的独特的茶文化，体

现了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有效保护和持续发展的原则，古“六大茶山”

生产的“普洱茶”名扬天下。以易武为起点通内地连南亚的茶马古道，带动了当

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勐腊是我国西南部向中南半岛延伸最突出的一个地 ．

方，东、南、西三面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旧时有通往国外的驿道4条，今有国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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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贯穿东西南北，连接国际通道。位于昆曼公路国内终点站的国家级口岸磨

憨，是连通国际路线的起点站；位于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国内航段出口处

的关累，是国际商船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港口。水陆交通方便，是云南、大西南乃

至全国走向南亚、东南亚的通道、窗口和前沿基地。

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勐腊的经济社会，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深刻认识自然和

社会、认识县情。要在州情及更大环境中去把握县情，向外界更全面地推销自

己、展示县情，才能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和开放度，携手开发，共谋发展。

为了增强全县人民“十分珍惜、切实保护和节约用地”的国策意识，更好地

依法管理和使用国土资源，勐腊县国土资源局于2003年9月开展《勐腊县国土

资源志》的编修工作，经过一年的艰辛耕耘，纂成这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适用价

值和学术价值的志书，意义深远。这是我州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国土资源专志，是

编撰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是国土资源部门全体干部职工和全县各族人民共

同耕耘和浇灌的硕果，也是勐腊县地方志文化的重要成果。我相信，《勐腊县国

土资源志》的出版发行，将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欢迎；全县人民将十分珍

视和广泛读用《勐腊县国土资源志》以志为鉴，再铸辉煌业绩。

珍惜国土资源，深入贯彻基本国策，已成为千帆竞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

设新征程主旋律中的强音，勐腊县人民高唱凯歌，在奔向小康的大道上奋进。

(作者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副书记、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州长、西双版纳州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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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陈启忠

《勐腊县国土资源志》的编纂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它是在全县上

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广泛开展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适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适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的需要，适应各行各业对信息资料日益强烈需求应运而生的。这说明我县各

行业、各条战线的领导和同志们，越来越重视基础资料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使

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这是一种值得倡导和发展的地方文化事业。在

此，谨向为志书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者和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勐腊县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缅甸山水相连，历史上为云南南部茶马

古道内通外连的枢纽。今天是昆曼国际大通道和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必

经之地。是云南、大西南乃至全国走向东南亚对外开放的地缘桥头堡。勐腊县

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举世闻名的“植物宝库”和“动物王国”o全县国土面积

7 083．87平方公里，辖区土壤类型齐全，土地资源丰富，加上优越的气候条件，具

有发展热带作物种植的良好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来，勐腊县成立了土地管理局，全面贯彻落实

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强土地保护和

开发利用，使全县土地管理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确保了农民安

心，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造就

了一望无垠的粮田，一碧万顷的胶林，连绵起伏的茶山，其中北部山区的“古茶

山”开创的“普洱茶”名扬天下，“古六大茶山”产品历经千年仍享誉海内外。

《勐腊县国土资源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勐腊县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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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

实，结构严谨，体裁得当、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国土资源专著。具有较强的实用

性和可读性。它是我们了解研究勐腊县国土资源历史和现状，深入贯彻基本国

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勐腊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参

考书。是我县地方志文化建设史上一项重要成果。

衷心希望全县各族人民珍惜和读用好《勐腊县国土资源志》，为勐腊县发展

再作贡献，在全面建设勐腊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让我们用理性和实干，求实和创

新继续开拓进取，去创造新的卓越，谱写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4——

(作者系中共勐腊县委书记)



序 三

张建方

《勐腊县国土资源志》是在中共勐腊县委、勐腊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

下，省、州地方志办公室、州国土资源局的关心支持下，县史志办和有关部门的配

合帮助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耕耘，精心编印成书。它是勐腊县第一部系统地

记载勐腊这块疆土上千百年沧桑巨变的历史画卷，是勐腊历史上第一部国土资

源专业志，是勐腊县国土资源部门的一件大事，它对我们认识勐腊基本县情，研

究勐腊国土资源，推动勐腊国土资源管理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

深远的影响。 ．

勐腊县是云南省最南端的一个边境县，隶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东、南、西

南部与老挝接壤，西部与缅甸一水相连，是中国通往老挝的唯一通道，历为滇南

边陲重镇，明、清以来为内通外连的滇南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勐腊县总面积为

7 083．87平方公里，山原山地占95．63％，山间盆地占4．37％，属北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立体气候突出，优良的气候资源适合于优质的多样的土地资源，创造发

展动植物繁多，生物多样化，是开展热带植物科学研究理想的基地。

勐腊是集边疆、山区、民族为特点的农业县。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在这块

土地上农耕劳作，繁衍生息，上下几千年，世居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

辉煌的业绩。经历了多少次土地变革的洗礼，勤劳、智慧的祖先在这里演绎了一

幕又一幕惊天地震人间的人-9土地、人与资源、人与社会的壮举，由于自然条件

复杂，交通不便，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形成历史上土地

所有制的多样化的特点。特殊的地理、社会因素带来了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利

用和治理中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管理活动形式的多样性。1986年国家颁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确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5月成立勐腊县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工作进入依法、

统一、全面、科学管理的轨道，依法管理国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土地，强化“十分
， 一5一 仁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勐腊县国土资源志》是勐腊县国土资源局一次开创性的工作。编修

一部反映全县国土资源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书，是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服务勐腊县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是勐腊县国土资源部门共同的夙愿，是国土

资源局本届领导班子的历史责任。纵观全书，这部志书以翔实的资料，详今略

古，立足当代，客观地反映了勐腊县历史上土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

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土地管理局成立以后国土资源管理事业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实事求是地记载了国土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教训。它融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为一体，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在成

书之时，谨向为编纂此书付出艰辛劳动的编纂者，各部门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同仁，各方面人士及编务、工作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以志为鉴，承前启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勐腊县委、勐腊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艰苦创

业，不断探索国土资源管理的新领域，开创新业绩，为勐腊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作不懈的努力。

——6～

(作者系勐腊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凡 例

一、《勐腊县国土资源志》是西双版纳地方志丛书之一，记述勐腊县国土资

源保护开发建设的专业志。上朔有史料记载为据，下限至2003年12月底，有的

事物按其需要适当顺延。

二、《勐腊县国土资源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照国

家国土资源有关法律、法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

是地记述勐腊县国土资源保护开发建设管理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按横排门类、横陈纵写、分类记述、以时为序、经纬交织、贯通古今的

方法，采用述、记、志、传、录为主的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各类目之中，按章、

节、目层次排列。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准确、严谨、朴实、简洁，大事记以编年

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使用资料，主要采用县统计部门、档案馆(室)、《勐腊县志》、《勐腊

县地名志》、《勐腊县交通志》及有关部门资料、报刊和实地考察、勘测、调查、采

访资料，有关人士提供的专题资料、口碑资料。

六、历代、纪年、中华民国及以前沿用通称(加注公元纪年)，以后直书公元

纪年，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书中所称“建国前后”是指1949年lO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后。机关单位第一次用全称，后用简称。人物第一次

出现时，根据需要冠以职务，后一律直书其名。

七、计量单位，中华民国及以前按当时通用计量单位书写，1949年以后，按

法定计量单位记载。

八、志书所涉及地名，一律使用《勐腊县地名志》中的名称，古地名按记述对

象用当时名称加注今地名。

九、土地面积使用历来统计部门公布数据，反映“土地详查”，“土壤普查”，

“土地规划”等各类区划成果时，使用详查、普查和规划的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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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矿产资源调查⋯⋯⋯⋯⋯⋯⋯⋯⋯⋯⋯⋯⋯⋯⋯⋯⋯⋯⋯⋯

第三节土地等级和地价⋯⋯⋯⋯⋯⋯⋯⋯⋯⋯⋯⋯⋯⋯⋯⋯⋯⋯⋯

一农村土地评级和地价评估⋯⋯⋯⋯⋯⋯⋯⋯⋯⋯⋯⋯⋯⋯⋯⋯

二城镇土地评级和地价评估⋯⋯⋯⋯⋯⋯⋯⋯⋯⋯⋯⋯⋯⋯⋯⋯

第四节国土资源利用⋯⋯⋯⋯⋯⋯⋯⋯⋯⋯⋯⋯⋯⋯⋯⋯⋯⋯⋯⋯

一土地利用现状⋯⋯⋯⋯⋯⋯⋯⋯⋯⋯⋯⋯⋯⋯⋯⋯⋯⋯⋯⋯⋯

二土地利用特点⋯⋯⋯⋯⋯⋯⋯⋯⋯⋯⋯⋯⋯⋯⋯⋯⋯⋯⋯⋯⋯

三矿产资源利用现状⋯⋯⋯⋯⋯⋯⋯⋯⋯⋯⋯⋯⋯⋯⋯⋯⋯⋯⋯

第三章土地制度⋯⋯⋯⋯⋯⋯⋯⋯⋯⋯⋯·．⋯⋯⋯⋯⋯⋯⋯⋯⋯⋯⋯一

第一节土地所有制⋯⋯⋯⋯⋯⋯⋯⋯⋯⋯⋯⋯⋯⋯⋯⋯⋯⋯⋯⋯⋯

一清朝、民国时期⋯⋯⋯⋯⋯⋯⋯⋯⋯⋯⋯⋯⋯⋯⋯⋯⋯⋯⋯⋯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所有制⋯⋯⋯⋯⋯⋯⋯⋯⋯⋯⋯⋯⋯⋯⋯

第二节土地使用制⋯⋯⋯⋯⋯⋯⋯⋯⋯⋯⋯⋯⋯⋯⋯⋯⋯⋯⋯⋯⋯

一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三林业“三定”、“两山”政策⋯⋯⋯⋯⋯⋯⋯⋯⋯⋯⋯⋯⋯⋯⋯⋯

四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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