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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名单

， 红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普照

副主任委员 黄维彬 杨远莉 陈柱国

(按姓氏笔画排列，下同)

王立群 刘占云 张文纲 张纯和

张家相‘匿盈林孟循 戚家聪

黄泽治 喻秉棠 樊广义 ．

自J9静年5月红河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曾任过副主

任委员的还有：圈、王正芳。‘曾任过委员的还有： 马国强，孙

官生、刘秉毅、张继伟、高祖兴、谢仙舟、黎恩第。



凡例

’凡例

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志》简称《红河州志》，以J9舾年底的行政-

区划(2市JJ县)为记述范围。为记述方便，J鲂7年J『J月虹河州建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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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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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9笱年。．中共红河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卞限延至换届的J9船年，
少数J鳃5年后成立的新机构，下限延至J9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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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记纵贯古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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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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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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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十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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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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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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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五、各专志中的政区j机关名称、地理名称和货币单位，均用当时名

称，必要时加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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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概述二‘。’一一“。一o，，一．，；+!：
：：。．■√? ， ，。，：，。·，e 。’。‘ 。t：： ：一：■．．， 、t

红河州自然条件优厚。红河、藤条河沿岸，气候炎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是种植

双季稻和香蕉，菠萝等热带作物的好地方。红河以北各市，县有平坦的坝子，土地肥美，

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是州内粮食和烤烟、甘蔗等经济作物主产区．红河南岸各县则是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山高水长，鱼米之乡●；气温、、日照、：雨量、土壤很适宜稻谷、玉

米、木薯、：茶叶等多种作物生长；还有许多牧草常青的山梁，适合畜牧业发展。著名的勐

拉水牛、小耳朵猪，就出产在这些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主

要是全州每年的雨量分布不匀，水利化程度低，经常出现干旱、，淫雨、冰雹、霜冻等灾

害，限制着农业的发展。“
：4

，‘，、，
’。 ：，。t． ，‘f．’ ’：t⋯·；

√红河州的农业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更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清代，．境内红河北岸称丸

江内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红河南岸称为江外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占统治地
位。民国时期，江内地区的土地进一步集中于地主，富农手中；江外地区部分土司。改土

归流”。封建领主经济开始瓦解．．在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下，红河地区的农业长期停留在

手工劳动阶段，耕作技术落后0农作物产量低。广大农民生活贫困，上无片瓦，’：下无棉

毡．。头冷蓑衣盖，‘脚冷灶灰埋”，。衣裳穿成莲花片，裤子穿成马笼头”．这些民谚就是当时

贫苦农民生活的写照。t无田少地的贫苦农民，。穷走江外富走厂’。。走江外”，那里有“江外

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死”的。烟瘴地区”，·还有。要到勐拉坝，·先把老婆

嫁”，。十个到勐拉，九个不回家”等民谚，许多人有去无还．。走厂”就是到个1日当砂丁+(矿

工)，日子也很凄惨。：¨ ， 1 i一- !．，． ：㈡：．?，：：?-，，

新中国建立后，红河北岸地区称为内地，红河南岸地区称为边疆。’内地1951年开展

减租退押，1952年进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到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期，。边

疆民族团结逐步加强，剿匪斗争取得胜利，人民政府发放救济衣、救济粮，生产得到恢复

和发展．1952年境内粮食产量达到40 992万公斤，大牲畜达到32．13万头，生猪存栏

30．79万头，都比1949年有较大增长．农民生活初步改善。i． f．’．ij’ ：-．．．o’

一’1953年后，内地农民逐年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互助合作，t推广。泥水选种”、“温汤浸

种”等农业技术，学会使用农药扑灭虫灾，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时。农业连年丰收，+农民

生活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边疆各族农民团结生产，兴修小型水利，并于1956年完成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各族农民干劲倍增，普遍多犁多耙。增施肥料促进粮食增产．到

1957年，全州粮食产量达49 624万公斤i大牲畜发展到42．84万头，生猪存栏59．06万

头，比1952年分别增长21％，33．3％、91．8％．农村里展现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

象。这是州内农民的一个“黄金时代”． ’。，j，．． ’。，： 。∥；
， 1958年春，全州掀起以水利，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农村实行组织

军事化，行动战斗化，追求高指标，要求亩产万斤粮．10月，全州实现人民公社化，边

疆大量的单干户，互助组一概纳入公社。农民的土地、牲畜全归集体所有，大牲畜由集体‘

公养，生猪以公养为主．公社下设管理区、’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四五百人，．办起公共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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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农民都到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样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造成

农业生产的极大混乱．1959年后，尽管人民公社大力推行拖拉机耕地，推广氨水、普

钙，碳铵等化肥，推广敌百虫、敌敌畏等农药灭虫，但粮食仍然连年减产，牲畜存栏数逐

年下降。1960年，全州粮食总产43 224万公斤，”大牲畜有35．13万头，生猪存栏45．77

万头，分别比1957年下降13％、18％、22．5％．由于粮食困难，泸西、元阳等县先后出

现肿病死人现象。； 二：A：。!．， jj．岁 。’?i‘：‘r，h．，、 一．。 一一．．，：j

-1961年，全州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核算单

’位由管理区调整到生产队；百户以上的大生产队也调整为二三十户或四五十户的小生产

队；划给社员自留地；生猪下放给社员，以私养为主；公共食堂纷纷解散。；1962年边疆

进一步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除保留10％左右的农户办一些小合作社外，1其余农户退社

单干．于是，又调动了各族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内地县扩大机耕面

积，推广施用化肥，·一种植绿肥，．引进和推广水稻台北八号、，南特号f、西南175、加南二号

等高产品种，粮食连年增产，牲畜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全州粮食产量达55 543万

公斤，：大牲畜达42．58万头，生猪存栏83．6l万头．分别比1960年增长28．5％、．21．2％、

82．7％。这年水产品上市量增加；、总产达476吨。农民再次过上好日子。。㈤，：： -，一‘7

r’：。，+?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批判。三自二包”、“四大自由”，，推行大寨式的。政治工分”，

一些小生产队又合并为大生产队，社员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去，边疆的互

助组、，单干户被纳入合作社，并于：1970年再次办起人民公社。1同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

命令农民在70％的田里栽粳稻，70％的耕地种小春作物，+边疆二些坚决执行命令的社，?

队造成粮食减产，但多数社、‘队未认真执行此命令j’1970年，全州粮食产量65 019万公

。一斤，j大牲畜达48．89万头，水产品521吨，分别比1965年增长17％、．’14．8％、9％。但生．

猪存栏只有78．96万头，比1965年减少5．6％．·{0‰∥i 1、：；f；，，’。■。一!j。；}’，如+

1971年后，全州农业学大寨，造大寨田，引进和推广水稻京引134、加陵粳2号等高

产良种，逐年扩大双季稻和杂交玉米的种植面积。一一同时，：农村停止评。政治工分’一推行小’t-
段包工：’定额管理，调动了一部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1972年后，’牲畜防疫治病工作有7+

所加强．‘因此，粮j猪都有所发展．1975年，全州粮食产量80 245万公斤，大牲畜

52．35万头，生猪存栏，113．59万头f分别比1970年增长23．4％、7％、。17．2％．j但水产品

产量只509吨，比1970年减2．3％‘。、一。一‘ ；}1 ．一■：n。!．，j，_。。’r：弦

j’，、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农民消除了精神上的压力，积极探索增产的途径：‘1978

年后国家调减公余粮负担，，1、让农民休养生息。．、1979年全州推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

初步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r 1980年边疆和内地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高．i’．j

涨．但是，1979～1980年；全州遇到特大干旱，致使粮食减产，牲畜下降。1980年，全
州粮食产量61．768万公斤，生猪存栏101．37万头，分别比1975年减少23％：10．8％／；

仅大牲畜达53．46万头，t水产品达614吨，分别比1975年增2．1％，1．20．6％．r j r!{’I一∥’：

1981年后，全州从山区到坝区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

。力．农民掌握了生产自主权，，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积极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多翻犁

田地，增施化学肥料，扩大复种面积，推广薄膜覆盖，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施用农

药扑灭病虫害，认真搞好田间管理．同时，牲畜防疫、7鱼病防治也得到加强。因此，农业

‘连年丰收’。到19客5年，：全州粮食产量达77 433万公斤，’大牲畜72．3万头，生猪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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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8万头，，水产品产量l 923吨，农业总产值66 043．8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26

元。分别比1980年增长25．4％、35．2％、33．3％，213．2％、134％、283％。广大农村基

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进人又一个。黄金时代”。一广大农民已从单一生产粮食转向开展多种

经营，i发展商品经济．河口县的香蕉，金平县的草果，销往全国各地。‘建水县团葱销往东

北，开远市的甜葚头销往日本，泸西县的辣椒销往东南亚．农民收入增加后，又增加了对

农业的投入．农村新出现的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积极购买农业机械。从事多种经营．
1985年全州拥有拖拉机g 817台，‘机耕面积204 104亩，’虽只占总耕地面积的5．8％，但

拖拉机的主要用途还在于搞运输和带动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当年全州有各种加工机械2．8

万台，从而解放了大批人背马驮、舂米、．磨面的劳动力。 一 2 。‘‘i，，{r。，．

然而，红河州在农业生产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土地面积虽大，r但耕地面积

不多。1985年全州4 823万亩土地上，。只有耕地354万余亩，只占总面积的7％。每个农

业人口平均只有1．25亩。’土地潜力尚未充分开发利用。还有个别地方乱砍滥伐森林进行

掠夺性经营，破坏了生态平衡．二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素质较差．，1985年全州

有农业劳动力l 321 200人，-占农业入口的46．33％，每个劳动力平均只有耕地2．64亩。

农业劳动力有剩余，但文化水平低，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很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不适应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1985年i全州平均每个劳动力产值只有499．88

元，同国内先进地区或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远。因此，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完善农

业生产责任制，认真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开发热区资源，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

平，搞好科学种田，发展第三产业，．才能促使农业生产走向一个新台阶。 ．一。．⋯

一’ 、’

iJ： 一一4‘缝j邑
’弟●覃
．j j 。)o‘

j

．_ 。、、

r， ●

生产条件
： ．一h

己 、j? ：

_第二节 农业气候，一 ■j
” ～

：

红河州地处低纬(北纬24。左右)高原(相对高度l 500～3 000米)，境内山峦重

叠，河谷幽渊，地形错综复杂．南部多雨湿润，中部坝区干旱少雨。一水平分布，除南部的

红河河谷、藤条江河谷和李仙江河谷等地区接近北热带气候外，绝大多数地区均属亚热带

气候区范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立体气候十分明显，。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往

往一县、一区、_乡就包括了热带、亚热带、温带气候的特征．农业季节性长j多种作物

从一、。．二月至九月都可以播种，蚕豆可以吃青七八个月；弥勒东山阳春三月种小麦，长的

很好；河口县八月十五可种花生；山区荞麦、洋芋可种三季，众多的蔬菜冬季可以露地栽

培． 一’ f、j ．∥ 。j o 一r ‘一 ：‘一

一、光能 ，红河州日照北部多于南部、西部多于东部，坝区多于山区；冬，春多于

夏，秋，干季多于雨季。年平均日照总时数，从南部边缘区的l 065小时到中北部坝区的

2 700小时。4 j “小．’⋯～{．1一√，■’．0．o’．i”一．7■i，．!■。。i■，：
‘北回归线以南多数地区，一年中太阳两次通过天顶，太阳高度角大：辐射量为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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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125～138千卡，最少的金平县为每平方厘米112．5千卡．全州太阳辐射可利用的时

间长，农作物终年都能生长。 。√ 7．
．， ； ：7}⋯?■、‘；1，H‘∥_t

-‘太阳幅射量最大值出现在春季。夏季雨水集中，空气中水气含量多，j天空经常云层密

布，太阳辐射被云层和水气所吸收、反射、散射而削弱，春季晴天多，日照长，大气透明

度好。见表l·，一‘。，：，．‘∥‘一 ；川，，· ‘，。“-’{’：∥i，一：‘+：'

『_一。．，‘．．。≯0．j不同季节目照时数(小时)和日照百分率!，’；二，。’：，0
，表彳。 ～。．-：．．； ，，。～．． 。。{ 一。，．．|．、。·h

．：，．' ，；。．i1

心式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干季 雨季
全年

名＼戋，
(3～5月) (6～8月)、 (9～11月) (12—2月) (1l～4月) (5～lO月)

j；’： ．一．

：+石屏一
，， 716．7 、，447．O ：，{‘486．8 ．666．7 1 342．6 ．．974．6 2 317．2．

：：7、 i? r‘
3l‘ ‘：。“’19。： ‘21 29 58 ‘‘；42

+’

53 ：·

709．8 479．8 482．7 ·， 632．4 I 289．6 ．1 015．1． ．7 2 304．7

。建水，
’。

31。 ：‘2l 、、 21 27 56 44 ‘5置

．， 706．7 ，489．3 — 472．9 490．8 l 226．9 ．1 032．5 t．2 259．4
’7‘开远

3l。 c， ：22 。 21 26： 。54 ， 46 52

675．9 i 443．2 t．。475．9 ：．． 627．O ，l 263．4 。一 958．6 、2 222．O
。蒙自‘。k

30 20
‘

22 。·28 57 ，43一 _·51

681．2 458．5 474．O 556．9 l 182．6 988．1 2 170．7

弥勒
3l 22 2l 26 54 46 50

693．1 442．6 417．7 554．7 l 191．6 916．5 2 108．1

泸西
33 2l ’：’⋯‘20'- ；芝6⋯ “t·j 57 43 48

634．1 454．7 467．5 536．8 l 122．2 970．9 2 093．1
红河

30 22 22 26 ‘54 46 48

651．2 340．8 ．422．7 。612．1 ，l 233．2 793．6 2 026．8
绿春

32 17 ’．2l 30 61 39 47

658．6 357．2 396．6 556．2 l 157．2 811．4 l 968．6

，二个旧’。
“。34 18

j ‘。

20 28 59 4l
’

-： p
45

583．5 363．9 一371．3 451．5 ，970．5 799．7 l 770．2

元阳，、
。 。’

33 ， 2l ? 2l一 。一25 {‘55’I
：_“‘

45。 ，40

；459．9 。 534．6 。’ 439．4 283．O 。667．2 l 049．7 ，r l 716．9

河口
7，

27 3l ， 26
’

16 ，。 39’ 61 38

≯’ 522．1 403．5 ．324．3 319．5 755．8 813．6 l 569．4

屏边
．+33 26 0’ 2l 20 ：·’48 52 “．：35 j

476．2 290．2 386．1 419．5 ·862．9 709．1 l 572．O
金平

30
‘

18 一”’．、25 27 ’； 55 ．一 45 -． +36

J、’c‘ 一‘：· ， I 、 i
1

’。 { 。{
“1

“二，。热量 全州多数地区处于热带和亚热带气候范围，地形地貌错综复杂，海拔高

差悬殊大，形成立体型气候．热量空间分布，北高南低，西暖东凉，干热河谷高于湿热河
j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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