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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共临沧地委书记 段金堂

永德县各级党政和广大修志工作者，以大海捞针、沙里淘金的顽强精神，潜心尽意，

锲而不舍，对永德进行全面再认识。经8年呕心沥血的艰苦探索，终于向社会交出了关于

永德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时代性标准答卷《永德县志》。这是永德当代思想文化领

域的开拓性建树，也是临沧地区方志事业蓬勃发展的又一重要标记，对于认识边疆、开发

边疆、振兴边疆，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凤采。

古人云：县官上任三件事，收税、审案、修县志。可见中国历史上历来把修志视为重

要政务之一。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我以为县官仍有3件事，那就是把握地情，科学

决策、为人民办实事。其中把握地情就包括修志这一软科学的基础建设。1986年lO月，

我奉命就任中共永德县委书记，并在那里供职3年零3个月。记得初到永德，人地生疏，

我多么希望有一本县志带我入门，以便尽快进入角色。但非常遗憾，那时永德尚无出版县

志，无从找到系统的地情指南；新县志的编修工作，也因为换届选举、人事变迁等原因，

陷入低潮之中。这对我这个新来新到的第一把手展开工作，增加了新的难度。一方面我不

得不跋山涉水，深入基层，亲自体察地理民情，填补自己对永德的认识空白，另一方面我

又得尽快协调疏通，重整修志，争取早日拿出县志，服务来今。在调查研究．’统一认识的

基础上，我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题讨论修志工作，正式决定调整修志领导班子，完

善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政协支持的修志领导机制，并充实了编写班子，给志

办分配了办公用房子，增拨了款子，力争快出稿子。当时，我们喻此为“五子登科‰这样

一来，大家的积极性上来了，很快打破了徘徊局面，修志之举与其他事业同步升温，向纵

深发展。基层专志资料陆续成稿上报，县志初稹分纂随之拉开序幕。1990年春，志稿尚

未纂成，我已奉令将调离永德。但有一件事，始终萦于心头，那就是志书未成。因此，交

接工作时，我一再叮嘱：希望继任的领导同志，要关注县志编修这项容易被忽略但却影响

深远的复杂文化工程，确保善始善终。此后，经新任领导的继续精心运筹及县志总纂组的

艰苦拼搏，又用了两年时间，《永德县志》终于总纂、评审、修改及脱稿，现在即将与广

大读者见面，永德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县志，我愿遂矣!

修志难，但我们终归跨越了这一历史的难关。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连锁课题是如何

积极开发利用志书这一文化成果。我诚恳希望永德各族各界及一切关心永德事业的人们，

珍惜《永德县志》这一来之不易的精神财富，读志书、用志书，认识永德、热爱永德、宣

传永德、建设永德；打掉自卑，克服盲目，不断完善和发展振兴永德的战略思想；广开县

门，面向世界，发掘优势，再展宏图，使永德自立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之林。

遵嘱志序，谨祝永德繁荣昌盛1

1992年12只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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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永德县委书记 杨廷义

原永德县长 郭绍唐

永德有地方行政设治已千余年，其中路、府．、州、县建置为七百余年，堪称中国西南

古老郡县之一。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地方历史文献保留甚少，地方史志撰著更是屈指

可数，仅有1920年成稿的万字地志资料细目清折和1936年成稿的8万字县志初稿抄件收

藏。因此，县内至今尚无一本刊印出版的县志。这无疑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空白，也是

全县各族人民心理上的一筹遗憾，给新修县志增加了困难。

1950年县人民政权建立，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泰民安，百业振兴，为纂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识地知情，辨古鉴今，因地制宜，科学决

策，越来越成为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先导。有一部统揽全县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

新县志，以达资治、教化、存史之功，已经成为各族各界人民共同的愿望。同时，永德需

要了解外界，外界也希望了解永德；时代的发展不仅需要现实的信息，也需要历史的信

息，修志已势在必行。

中共永德县委、县人民政府，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于1984年6月组建县志

编纂委员会及其常设办事机构县志办公室。各乡镇、县直各部门，也相应建立修志领导小

组，’确定基层专志资料编写人员。并以此为基础，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展开了空前规模

的修志工程。 ·

根据《新编地方志暂行规定》，县内本届修志，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实施，县志为中

心，基层专志为基础，专业工作牵头、依靠众手成书的总体方案，统一思想，统一计划，

统一篇目，分级负责，分段实施。在各级党政和修志机关的关怀下，通过主编鲁成旺等

200多名修志人员的8年勤奋笔耕，《永德县志》终于脱稿出版，这是永德乡土文化历史

上的又一里程碑，也是永德两个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

《永德县志》，上溯不同事物在县内的发端，下限1988年底；既泼墨自然地缘，又跟

踪人文千秋。记下了昨天，展示了今天，寓意了明天。是一部横排百科，贯通古今的县情

县史综合大全。它疑聚着各级党政的精心运筹及社会各界的关注扶持，荟萃了广大修志工

作者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它广纳永德县古今天地人文于一册，成就永德史地千古之缩

影。对了解永德，认识永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荣幸遵嘱志序，并借此向一切为本届修志付出辛劳的志士仁人，表示崇高的敬

意!对《永德县志》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厚望来令补缺纠谬，继往开来，使

修志之业相沿传袭，流芳不衰。使人们对永德的认识，逐渐由自然王国步入自由王国，日

趋符合永德的实际。

关键在于开拓，希望在于未来。

1992年J『2月31日



凡例

凡 例

一断限lo鉴于县内尚无出版县志，因此，原则上坚持贯通古今。上溯，服从不同事

物在县内可考的发端；下限，一律断在1988年底。断限后至成书前4年(1989--1992)，

县党政人事及垒县大事，略记于附录。

二原则。以可考史实作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南，力求公正、

客观，实事求是地记述永德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着意资治、教化、存史，立足可

信，可靠、可用。

三体例。为篇、章、节、目体，．述、记、传、图、表、录并举，交叉运用。按先自

然后人文，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概略后详述等传统，以概述、大事记为卷首，下设

地理、民族人口、宏观经济、农业、工业、交通，商业、粮油、财税、金融保险、城乡建

设、卫生、教育、文化、党派社团、政权，政法、军事，劳动民政、人物20篇，卷末有

附录。

四用词。名词术语，首次出现全称，之后简称。如原镇康及今永德，一般简称县；

"3c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50年县人民政权建立，简称解放；至1988年底，简称至

今等。

五记年。清代及其之前，使用汉字传统记年，括洼公历；民国，使用阿拉伯数字传

统记年括注公历；1950年起，使用阿拉伯数字公历记年。

六．数据。除传统记年、传统计量、成语术语外，原则上以阿拉伯数字表达。其定

量，解放前，服从文史档案及金石口碑考证’．解放后，原则上服从国家统计。其计量单

位，解放前，遵其传统；解放后，原则上使用公制。

七称谓。原则上遵其历史传统和习惯。

八资料。史料来源主要有国家和省地县馆藏档案文献、各乡镇和部门专志，以及实

地考察和金石，口碑资料等。

九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入传人物以本地籍为主，同时兼顾在县内有过作为的外籍

人士；其排列以卒年为序。

缪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

、 ·1·一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9)

第一篇地理⋯⋯⋯⋯⋯⋯⋯⋯⋯(62)

第一章位置面积000000000000000·QO(62)

第一节方位””··⋯⋯⋯一···”··(62)

第二节面积⋯·⋯⋯⋯⋯⋯···”(63)

第三节地名·⋯⋯”·”⋯⋯”·⋯(65)

第二章建置沿革⋯⋯⋯⋯⋯⋯(65)

第一节 县设治”··一“⋯oQ4[to·⋯·····(65)
第二节乡设治⋯⋯””⋯⋯⋯⋯”(68)

第三章 自然环境000000@000@0·ooooo(76)

第一节地质．⋯··⋯⋯···⋯⋯····(76)

第二节地貌，．一”””⋯⋯一”·“·(8 1)

第三节气候””⋯”⋯”一一一⋯·(87)

第四章自然资源⋯⋯⋯⋯⋯⋯(96)

+第一节土地⋯“⋯””⋯一”·””(96)

第二节植物””””“””⋯””⋯(96)

第三节动物⋯·⋯”““⋯”“””(98)

第四节矿藏”””””一“⋯”一”·(98)

第五节水⋯·⋯⋯···⋯⋯·⋯·一·(101)

第六节景观·一”·”··⋯⋯⋯⋯··(1 02)

第五章 自然灾害⋯⋯⋯⋯一⋯(102)

第一节旱··”n·”······⋯⋯·”···(1 02)

第二节洪··“·⋯···一⋯⋯⋯⋯··(103)

第三节风⋯．．．·⋯⋯⋯⋯⋯⋯”(103)

第四节低温·⋯⋯⋯⋯⋯⋯⋯··(1 04)

第五节病虫··⋯⋯··⋯⋯⋯⋯-·(1 04)

第六节冰雹⋯⋯··”·”⋯⋯⋯··(1 05)

第七节兽害 ⋯⋯⋯···⋯⋯⋯···(1 05)

第八节雷击⋯⋯·⋯⋯⋯⋯⋯”(105)

第九节1地震⋯·m···⋯⋯⋯·””(1 05)

第六章大雪山自然保护区QBLI@BB(106)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位置面积⋯······”····”一··(106)

山势河流··”“”··⋯”“·”·(1 06)

气候”””一⋯””””··⋯(107)

土壤植被·”·”···”··⋯·····(1 07)

动植物种·⋯OQBB·····⋯·一··(107)

专家评价011．”⋯””⋯··⋯··(108)

保护管理⋯·⋯”⋯·⋯⋯··(108)

第二篇民族人口⋯⋯⋯⋯⋯⋯⋯(1 1 1)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十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民族⋯⋯⋯⋯⋯⋯⋯⋯(“1)

汉族·”⋯··”⋯⋯··”一一(1 11)

彝族”⋯”⋯⋯·⋯⋯⋯·(1 14)

佤族··：·⋯·⋯一⋯⋯⋯··(1 1 7)

布朗族···一······”·”···“···(1 19)

傣族⋯····⋯····⋯⋯⋯·(121)

拉祜族⋯一”··⋯一”·⋯⋯·(1 23)

傈僳族··⋯”⋯·⋯·⋯⋯一·(124)

德昂族·⋯⋯····”··⋯⋯···(126)

其他民族一”⋯一⋯⋯⋯”·(127)

民族宗教管理 (130)

人口·⋯······⋯···⋯⋯··(133)

数量⋯⋯⋯⋯⋯⋯⋯···(1 33)

分布⋯⋯···⋯·一··⋯⋯·(1 35)

变动⋯⋯·⋯·”··”⋯··“(1 36)

构成”·⋯···⋯⋯···一·”·(1 40)

第三篇宏观经济⋯⋯⋯⋯⋯⋯⋯(145)

第一章经济制度⋯⋯⋯⋯⋯⋯(145)

第一节封建领主制一”””””“““046)

第二节封建私有制·⋯⋯一···⋯···(146)

第三节社会主义公有制····⋯⋯··047)

第二章产业产值．．⋯⋯⋯⋯⋯”(147)

第一节产业构成一”一一””····⋯··(147)



·2·
’

永德县志

第二节产值收入⋯⋯⋯；⋯⋯⋯··(149) 第六节蔬菜 ⋯⋯⋯·．．．···⋯⋯··(198)

第三章经济生活⋯⋯⋯⋯⋯⋯(1 53) 、第七节其他⋯⋯⋯⋯⋯⋯．．．⋯(199)

第一节食粮⋯⋯⋯⋯⋯⋯⋯⋯(153) 第五章农业机具⋯⋯⋯⋯⋯．．．(200)

第二节衣着 ””⋯⋯⋯⋯⋯⋯”1(154) 第一节传统农具⋯·⋯⋯···⋯一⋯(201)

第三节住房⋯⋯⋯⋯⋯⋯⋯⋯(155) 第二节农业机械⋯·⋯⋯⋯···⋯··(203)

第四节交通⋯⋯⋯⋯⋯⋯⋯⋯(155) 第六章畜牧兽医⋯⋯⋯””⋯”(205)

第五节用具 “·”⋯”⋯”8m·”⋯·(1 55) 第一节家畜 ”⋯”⋯8000··”·⋯··(205)

第四章综合管理OO···OQOOgO·0001··(157) 第二节家禽及其他⋯··⋯·⋯···⋯(208)

第一节计划统计⋯⋯⋯⋯⋯⋯⋯(1 57) 第三节疫病防治⋯⋯⋯⋯⋯⋯⋯(209)

第二节物资统筹⋯⋯⋯⋯⋯⋯⋯(1 57) 第七章林业⋯⋯⋯⋯⋯⋯⋯⋯(212)

第三节物价调控⋯⋯⋯⋯⋯⋯⋯(1 58) 第一节林地⋯⋯⋯”⋯⋯⋯·41．0·(212)

第四节标准计量⋯”⋯⋯⋯⋯⋯·(1 59) 第二节林权 ⋯⋯·000LVOdp··000aPOO·04b(215)”

第五节工商行政⋯⋯⋯”·”””···(1 59) 第三节护林’⋯⋯·⋯··”··⋯··”·(216)

： 第六节经济协作一⋯⋯⋯⋯⋯⋯·(160) 第四节造林⋯⋯⋯····⋯⋯⋯··(218)

第七节乡镇企业⋯⋯·．．．0@000060000，(160) 第五节林产 ⋯⋯0000410·⋯⋯⋯”(219)

第四篇农业⋯⋯⋯⋯⋯⋯⋯⋯⋯(162)

第一章土地制度oooo·Q00000I10060@O(1 62)

第一节领主所有制⋯·⋯⋯⋯⋯··(163)

第二节地主所有制00000·0Q@08@@0@．·0(1 64)

第三节农民所有制⋯·⋯⋯⋯⋯··(1 68)

第四节社会主义公有制⋯000··””(1 72)

第二章农田水利000000@@@000@·0@00(173)

第一节旱地⋯⋯”·“⋯··⋯⋯”～(174)

第二节水田 ⋯·⋯··“⋯····⋯···(175)

第三节水利建设····0008@00(I··””···(177)

第三章粮食作物Olla088@800@．@0000B(184)

第一节品种 ·”⋯”····⋯⋯·⋯··(184)

第二节耕作 ⋯·⋯····一··⋯·⋯··(187)

第三节栽培””“⋯”“⋯”一⋯·(1 88)

第四节植保·⋯”···⋯···”⋯”··(1 89)

第五节肥料⋯⋯⋯⋯”⋯⋯⋯·(190)

第六节面积产量⋯··”⋯⋯“···”·(191)

第四章经济作物0@80-00000080800．0(194)

第一节茶叶?⋯⋯⋯⋯⋯··”·⋯(194)

第二节甘蔗 ⋯⋯··”⋯⋯⋯”·-·(1 96)

第三节棉花 ⋯一⋯一一⋯⋯0000··(1 97)

第四节油菜·⋯⋯⋯”·””⋯····(197)

第五节果类 ”⋯⋯⋯⋯⋯⋯····(1 98)

第八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经营管理000QOdl0000000000@0(220)

管理体制””·····⋯··⋯····(220)

计划管理·····⋯··”··”·一··(222)，

劳动管理··”···⋯·”··”·”·(223)

收益分配··一··”·······””··(224)

第五篇工业⋯⋯⋯⋯⋯⋯⋯⋯⋯(226)

第一章‘所有制⋯⋯二⋯⋯⋯⋯”(227)

第一节个体工业·00000000·”·”⋯⋯(227)

第二节集体工业·”⋯”····⋯······(228)

第三节国营工业”·ooooe00000··”····(230)

第四节工业管理··”···“··一········(233)

第二章轻工⋯⋯⋯⋯⋯⋯⋯⋯(234)

第一节制茶”“”””””···⋯⋯·(234)

第二节制糖””⋯··”“·····”···“(240)

第三节粮油加工·⋯···?”·”·····”·(243)

第四节酿造 ··”·····“⋯·“·······(249)

第五节其他 ·”···””⋯·····”··”(253)

第三章重工⋯⋯⋯⋯⋯⋯⋯⋯(259)

第一节电力 ···”·······”··········(260)

第二节煤炭⋯·一”···-···”········(264)

第三节建材·⋯·”·”·⋯··⋯·····(265)

第四节矿冶⋯⋯⋯⋯·⋯·”⋯··(268)

第五节农具 ·”·····⋯·⋯⋯·”···(269)



～’
目录 ·3-

第六节t-r_⋯⋯⋯⋯⋯⋯⋯?··(271) 第九篇财税⋯⋯⋯⋯⋯⋯⋯⋯⋯(366)

第六篇交通⋯⋯⋯⋯⋯⋯⋯⋯⋯(276)

第一章驿道交通⋯⋯⋯⋯⋯⋯(276)

第一节驿道⋯一·⋯⋯⋯⋯⋯⋯(276)

第二节驿运⋯⋯⋯···⋯⋯⋯⋯(282)

第三节管理·⋯⋯”·⋯⋯⋯⋯··(286)

第二章公路交通⋯⋯⋯一⋯⋯·(288)

第一节公路建设⋯⋯⋯⋯⋯”⋯·(288)

第二节公路运输⋯··”⋯⋯⋯⋯··(299)

第三节路政管理⋯···⋯⋯⋯⋯⋯(305)

第三章邮政电信⋯⋯⋯⋯⋯⋯(309)

第一节邮政·⋯···⋯⋯一······”·(310)

第二节电信⋯⋯⋯⋯··⋯⋯⋯·(3 13)

第三节机构⋯⋯⋯·⋯·⋯⋯⋯·(3 1 8)

第七篇商业⋯⋯⋯⋯⋯⋯⋯⋯⋯(321)

第一章传统集市⋯⋯⋯⋯⋯⋯(321)-

．第一节赶会⋯··?····⋯⋯⋯⋯··(322)

第二节赶街⋯⋯·”⋯·⋯⋯⋯··(323)

第二章商业体制⋯⋯⋯⋯⋯⋯(327)

第一节个体商业·⋯⋯⋯⋯⋯⋯··(327)

第二节合作商业⋯··⋯··”·⋯⋯··(329)

第三节国营商业⋯·⋯⋯⋯⋯⋯··(332)

第三章’商品购销⋯⋯⋯⋯⋯⋯(335)

第一书采购⋯⋯·⋯⋯⋯⋯⋯“(335)

第二节销售·⋯⋯·一⋯⋯⋯⋯··(340)

第三节服务行业⋯⋯⋯·⋯⋯··⋯(345)

第八篇粮油⋯⋯⋯⋯⋯⋯⋯⋯⋯(347)

第一章征购⋯⋯⋯⋯⋯⋯⋯厶(347)

第一节征收 ·⋯⋯⋯·⋯···⋯⋯·(347)

第二节收购···⋯⋯⋯·一··”···”(348)

，第二章销售⋯⋯⋯⋯⋯⋯⋯⋯(353)

第一节议销·⋯⋯⋯⋯·⋯⋯⋯·(354)

第二节统销·⋯⋯“···t·一⋯·····(355)

第三章调存·叩⋯⋯⋯⋯⋯⋯⋯(358)

第一节调出调入”·”··⋯⋯⋯⋯”(358)

第二节粮食储存⋯····⋯⋯⋯··-··(359)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收入

第二节支出

第三节管理

第二章税务

第一节税源

第二节税种

第三节征管

·⋯···⋯·············(367)
⋯⋯···············!··(367)

·⋯·⋯⋯⋯⋯·······(374)

⋯⋯⋯⋯⋯⋯··⋯·(380)

⋯⋯⋯⋯⋯⋯⋯⋯(382)

⋯⋯⋯一··⋯⋯⋯···(382)

⋯⋯⋯⋯⋯⋯⋯⋯(384)

··⋯⋯··⋯⋯⋯·····(390)

第十篇金融保险⋯⋯⋯⋯⋯⋯⋯(393)

第一章货币⋯⋯⋯⋯⋯⋯⋯⋯(393)

第一节流通币种⋯⋯⋯⋯”⋯····(393)

第二节货币管理·⋯··”⋯⋯⋯·⋯(395)

第二章存贷⋯⋯⋯⋯⋯⋯一⋯(398)

第一节存款“”⋯一””””””··(398)

第二节贷款⋯⋯⋯·⋯·一·”··⋯(401)

第三节其他业务·····，⋯⋯”一”⋯(405)

第四节信用合作⋯⋯⋯⋯⋯”””(407)

第五节金融网点····””⋯···”·····(408)

第三章保险⋯⋯⋯⋯⋯⋯⋯·一“lo)

第一节承保000··0·0·00··oo⋯⋯⋯“lo)

第二节理赔 ····⋯⋯⋯⋯”一·”(411)

第十一篇

第一章

第·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城乡建设⋯⋯⋯⋯⋯⋯(414)

县城建设⋯⋯一⋯⋯⋯“15)

位置⋯·⋯⋯⋯·一⋯·⋯·(415)

城郭⋯⋯⋯⋯“⋯⋯·⋯“15)

房屋⋯”⋯”一⋯”””⋯(4l7)

街道·⋯⋯⋯⋯”···””··(420)

服务设施⋯⋯·⋯⋯⋯⋯··(421)

集镇村寨⋯⋯⋯⋯⋯⋯(428)

集镇⋯⋯⋯⋯⋯⋯···⋯(429)

村寨·；··”···””⋯⋯···一(442)

行业管理⋯⋯⋯⋯⋯⋯(446)

房地产⋯⋯⋯⋯⋯··．．⋯··(446)

建筑业⋯⋯⋯⋯·⋯⋯··”·(448)

环境保护⋯··⋯”一⋯⋯”·(452)



·4· 永德县志

——————————————1

-·---—．-．．．；．．．．．．．．．．．．．．．—--—-——-----------—．．．．．．-

文化····”⋯····”·⋯···”(s1 2)

文化艺采⋯⋯⋯⋯⋯⋯(512) 1
第四节管理机构·”·⋯⋯⋯⋯⋯··(454) 第十四篇

第十二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十三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卫生⋯⋯⋯⋯⋯⋯⋯⋯“55)

医疗机构⋯⋯⋯⋯⋯⋯“55)

公办⋯⋯⋯⋯·⋯⋯⋯··“56)

集体⋯·：⋯⋯⋯⋯⋯·⋯“59)

个体····一⋯⋯····”·”···(461)

医疗服务⋯⋯⋯⋯⋯⋯(462)

方式⋯⋯⋯····⋯⋯··⋯(462)

技术⋯⋯⋯⋯“⋯⋯⋯·(465)

队伍⋯⋯⋯····⋯⋯⋯”(467)

设备⋯⋯⋯⋯⋯”···”··(469)

经费⋯⋯⋯⋯⋯⋯⋯⋯“71)

防疫保健⋯⋯⋯⋯⋯⋯(473)

防疫”⋯⋯⋯⋯⋯·“⋯·(473)

保健⋯····⋯···⋯⋯·⋯·(483)

计划生育⋯⋯⋯⋯⋯⋯(485)

机构⋯·⋯·⋯”⋯⋯·⋯·(485)

实施 ⋯·0000·；·⋯0000⋯⋯(486)
教育⋯⋯⋯⋯⋯⋯·⋯··(489)

学校教育⋯⋯⋯⋯⋯⋯“89)

私垫“⋯⋯⋯⋯⋯”⋯一“89)

幼儿班⋯⋯⋯”⋯·⋯⋯⋯(490)

小学··⋯⋯··⋯···········(491)

中学⋯⋯··”·⋯”一⋯⋯(495)

职业学校⋯⋯⋯······⋯⋯(498)

业余教育⋯⋯⋯⋯⋯⋯(500)

职工教育⋯·······⋯··⋯⋯(500)

农民教育··⋯“⋯⋯⋯⋯”(501)

教职工⋯⋯⋯⋯⋯⋯⋯(502)

队伍··⋯⋯⋯⋯⋯⋯⋯·(502)

培训：考核⋯⋯⋯⋯⋯⋯⋯(506)

教研·⋯⋯·⋯⋯⋯⋯⋯·(507)

教学设施⋯⋯⋯⋯⋯⋯(508)

校舍·”⋯”·“⋯··⋯·····(508)

{，殳备··”····⋯⋯⋯⋯⋯·(509)

经费⋯⋯⋯⋯⋯”··⋯”(51 1)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五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文艺⋯⋯···⋯·······⋯··(5 1 2)

图书·⋯⋯·”·⋯⋯··⋯“(5 1 8)

文史档案⋯⋯⋯⋯⋯”⋯·(520)

新闻 ⋯⋯·⋯⋯⋯····”··(522)

电影⋯⋯⋯⋯·····”⋯··(524)

广播电视录像⋯⋯⋯⋯⋯(525)

名胜古迹⋯⋯⋯⋯⋯‰(527)

自然景观⋯··⋯⋯⋯⋯””(527)

文化遗迹⋯·⋯⋯⋯···⋯”(528)

文物管理⋯⋯⋯·⋯··⋯···(53 1)

体育⋯⋯⋯⋯⋯⋯⋯⋯(532)

设施⋯⋯·⋯⋯⋯⋯⋯”(532)

项目 ⋯·⋯⋯⋯⋯⋯⋯··(533)

竞赛”···””⋯⋯··”··”·(536)

教师裁判····⋯⋯·⋯·······(537)

科技·····⋯⋯⋯⋯⋯⋯·(537)

科技单位⋯⋯⋯⋯⋯⋯⋯(538)

科技队伍⋯⋯·”·⋯⋯··⋯(539)

科技应用···”⋯⋯⋯··⋯··(542)

党派社团⋯⋯⋯⋯⋯⋯(548)

国民党⋯⋯⋯⋯⋯⋯⋯(548)

县党部⋯·⋯⋯⋯⋯⋯⋯”(548)

区党部⋯·⋯·····”··”··⋯·(548)

共产党⋯⋯⋯⋯⋯⋯⋯(549)

县委一⋯⋯”·⋯⋯⋯··一(549)

基层党委⋯⋯”⋯⋯”·⋯·(553)

县党代会·”·······”·⋯⋯··(555)

党9弘⋯⋯⋯···⋯⋯⋯⋯(558)’

社团⋯⋯⋯⋯⋯⋯⋯⋯(563)

共青团⋯⋯⋯··⋯⋯⋯⋯·(564)

农会···⋯⋯·⋯⋯⋯”⋯(567)

工会⋯⋯⋯⋯⋯⋯⋯⋯(568)

妇联·⋯⋯⋯⋯⋯··⋯⋯(570)

少先队⋯⋯⋯··⋯⋯⋯⋯·(27 1)

其他组织⋯”⋯⋯⋯·-⋯··(571)



目录 ·5·

第十六篇政权‘⋯⋯⋯⋯．．．⋯⋯⋯(575)

第一章权力机构OOOOOQOOOOOOOOOOOO(575)

’第一节人民代表大会⋯⋯⋯⋯···(575)

第二节县人大常委会·⋯⋯⋯⋯··(579)

第二章行政机构0001000000e0000e00(580)

第一节土司政权··⋯⋯⋯⋯·⋯·”(580)

第二节清末流官政权⋯⋯⋯·⋯··(581)．

第三节 民国政权⋯QO⋯·⋯·”·一···(58 1)

第四节人民政府⋯···”·····”⋯⋯(585)

第三章参政议政00····00000010·000(595)

第一节州咨议局”···⋯⋯⋯·······(595)

第二节国民选举⋯⋯⋯·⋯⋯·”··(596)

第三节县参议会·⋯⋯⋯⋯·“·⋯·-(597)

第四节人民政协”⋯·”⋯“⋯··”·(598)

第十七篇政法⋯⋯⋯⋯⋯⋯⋯⋯(600)

一第一章治安⋯⋯⋯⋯⋯⋯⋯⋯(600)

第一节明清警务00⋯·”⋯⋯⋯⋯(600)

第二节民国警务⋯⋯··一⋯⋯··”·(600)

第三节人民公安⋯⋯·⋯··⋯⋯·”(601)

第二章检察⋯⋯⋯⋯⋯⋯⋯⋯(605)

第一节机构-⋯··””··”⋯··⋯··(605)、

第二节业务 ·一””””⋯“⋯··⋯(606)

第三章审判⋯⋯⋯一⋯⋯⋯⋯·(607)

第一节机构 ”⋯⋯⋯⋯⋯⋯··“(607)

第二节制度 ·⋯⋯···O··000000⋯··(608)

第三节业务0000·”··”⋯⋯⋯····(608)

第四章司法行政00·OOO··0·00000000(61 1)

第一节．民事调解·⋯⋯⋯··⋯⋯⋯(61 1)

第二节律师公证·⋯·⋯”⋯⋯·⋯·(612)

第三节法制教育·⋯?⋯⋯⋯⋯⋯·(612)

第十八篇军事⋯⋯⋯⋯⋯⋯⋯⋯(6 1 3)

第一章+兵役⋯⋯⋯⋯⋯⋯⋯⋯(613)

第一节制度一⋯⋯⋯⋯⋯一·⋯·(614)

第二苇兵额一⋯”“⋯”⋯””·”(614)

第二章武装⋯⋯⋯⋯⋯⋯⋯⋯(616)

第一节驻军·⋯·一··0000000000·····(616)

第二节地方武装···⋯⋯”·”·”····(617)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十九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i第三节

第四节

’
●

第二十篇

第一章．

安文玉

． 鲁光荣

马玉堂

覃善祥

罗金

蒋世芳

张文清

李华甫

何耀然

张至刚

， 鲁效周

杨应甲

杨必昌

段有明

字文科

罗绍文

张子刚

张云

纳汝珍

民兵⋯·⋯···⋯⋯⋯⋯··(620)

战事⋯⋯⋯⋯⋯⋯⋯⋯(622)

明清时期⋯··⋯⋯⋯⋯⋯·(622)

民国时期⋯⋯⋯”····”··一(625)

解放以来·⋯···⋯⋯⋯·”··(629)

劳动民政000·OOOOOOOOOOOBOO(633)

劳动人事⋯⋯⋯⋯⋯⋯(633)

就业”“””⋯⋯⋯··⋯”(633)

干部⋯⋯⋯··一·⋯”⋯··(634)

工人 ⋯⋯···”····⋯······(637)

工资福利”⋯·⋯·······⋯··(638)

民政事业000000000000000000(643)

拥军支前””·⋯””·”··”··(643)

拥军优属·t⋯”····””····”(645)

救济赈灾00m00·,,··⋯⋯⋯-·(647)

社会民事··⋯一⋯···⋯·0,0··(650)

人物·⋯⋯⋯⋯⋯⋯⋯一(652)

人物传⋯⋯⋯⋯⋯⋯．．．(652)

二·”⋯⋯·一·”⋯””·⋯·一(652)

···⋯⋯·⋯⋯···⋯⋯⋯··(652)

·⋯⋯⋯⋯···-····⋯⋯··(653)
·⋯⋯⋯⋯··⋯······⋯···(653)

··⋯⋯⋯⋯·⋯···⋯⋯···(654)

·j··⋯······⋯··⋯···⋯···(654)

····⋯·⋯⋯················(655)

··········“·⋯⋯⋯·⋯··”邸55)
··⋯⋯⋯⋯⋯·⋯⋯⋯···(656)

·⋯·····⋯⋯⋯············(656)

···⋯⋯⋯···········⋯····(657)

······⋯⋯···⋯⋯··⋯⋯·(658)

······⋯⋯⋯···············(659)

······⋯⋯-·····⋯·········(659)

··⋯⋯⋯··⋯··⋯⋯⋯⋯(659)

·⋯⋯······⋯·⋯⋯·⋯···(660)

·········⋯⋯···············(66 1)

⋯⋯·⋯·············⋯····(662)



·6· 永德县志

张天恩⋯⋯⋯⋯⋯⋯⋯⋯⋯⋯(663)

杨在渭⋯⋯⋯⋯⋯⋯m⋯⋯⋯(663)

杨耀南⋯⋯⋯⋯⋯⋯⋯⋯⋯⋯(664)

张俊澄⋯⋯⋯⋯⋯⋯⋯⋯⋯⋯(665)

张浩．⋯·“···””···⋯··⋯⋯⋯(665)

杨华芳⋯⋯⋯⋯⋯⋯⋯⋯“⋯(667)

李金良⋯⋯⋯⋯⋯⋯⋯⋯⋯⋯(668)

鲁德栋⋯⋯⋯⋯⋯⋯⋯⋯⋯⋯(669)

赵国昌⋯⋯⋯⋯⋯⋯⋯⋯⋯⋯(669)

第二章英烈表⋯⋯⋯⋯⋯⋯⋯(671)

附录⋯⋯⋯⋯⋯⋯⋯⋯⋯⋯⋯⋯(675)

一碑记⋯⋯⋯⋯⋯⋯⋯⋯⋯⋯(675)

’修建楚郡公所公德碑·⋯⋯⋯⋯”(675)

土州免验骡马碑··?·⋯⋯⋯⋯⋯··(675)

改土归流诗碑”⋯⋯·?⋯⋯⋯··⋯(676)

．
永康州长陈文光夫妇殉难碑 ⋯···(676)

县烈士塔献词碑···”⋯⋯⋯⋯·⋯(677)

县烈士墓纪念碑⋯⋯⋯···一⋯⋯·(678)

二文献⋯⋯⋯⋯⋯⋯⋯⋯⋯⋯(679)

丁未边防策(节录)gOOOQIOOOQ·OOOBO OO(679)

禁止放债收烟布告⋯⋯⋯⋯⋯⋯(680)

永康考察笔录⋯⋯⋯⋯·．．．⋯⋯··(681)

原镇康县志初稿序一··⋯⋯·⋯⋯(683)

原镇康县志初稿序二⋯”⋯⋯⋯-(683)

昆明行营委任张浩电⋯⋯⋯⋯⋯(684)

云宁守备区指挥工作大纲⋯⋯⋯(684)

罗绍文致王以中信⋯⋯⋯···⋯⋯(685)

原镇康县人民政府布告⋯⋯⋯⋯(685)

原镇康县人民政府呈文·⋯⋯⋯”(686)

原镇康县人民政府通令⋯⋯⋯·一(686)

原镇康县人民委员会通知⋯·⋯··(687)

十四军党委批示(节录) 一⋯⋯””(687)

关于农村几个问题的规定⋯⋯···(688)

关于农村干部职责和社员义务的规定

⋯⋯·⋯⋯⋯⋯⋯⋯··⋯·⋯··(689)

三编后⋯⋯⋯⋯⋯二⋯⋯⋯⋯”(691)

县志资料征集启事⋯··”··”””⋯(691)

志书断限后四年(1989--1992) 1

永德大事记⋯··””⋯⋯”·”·(692)

志书断限后四年(1989--1992)

永德县党政领导名录·⋯⋯”(697)

参与永德本届修志名录⋯“”⋯··(698)

修志始末”··⋯”····”⋯⋯”····(704)

《永德县志》出版捐资表⋯·一“·(708)

一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概 述

打开中国地图，大西南沧、怒两江，纵切康滇古陆千里，一揽滇西横断山区。永德，

天生地就于这两江之间的怒山纵谷南端，濒临怒江急拐弯东岸。东屏永德大雪山，西障怒

江咽喉天险。地当西南丝绸古道江东走廊，势居滇缅跨国地缘缓冲。曾是中国西南边陲古

老郡县原镇康城、路、府j州、县历史设治中心之所在，今为云南省临沧地区8县之一。

雪山之涵养，怒江之滋润，滇缅之唇齿，构成永德地要之大观。

永德，素号“山国％又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全境主体为怒江水系及怒山尾梢的老

别山脉所控制。遥指县地东南，控南汀一河，大雪山百里陪伴。远眺幅员西北，扼怒江天

堑，三宝山绵延江东。+鸟瞰古赕中域，永康、赛米两水，南北分道，纵灌腹地，拱起棠梨

长峰。天生地成三山四水六面坡、十四小坝嵌其间的多元性立体地盘。地势东南西高，向

北倾斜。地域轮廓，椭圆北缺，形如桑叶。东来西往，向斜成谷，背斜成山，层岭夹涧，

坡坝相连。南出北进，纵断成槽，沿河就谷，峪势游龙，自成通途。四围周边，与凤庆、

云县、耿马、镇康、龙陵、施甸及昌宁等7县为邻，方圆3 208平方公里，山地占

95％。囊括12乡镇、115个行政村、l 286个自然村、1 633个合作社及1个国营农场。

居住着汉、彝、佤、布朗、傣，傈僳、拉祜、德昂，回、苗、白等22个民族，总人口

29．5万人，少数民族占2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2人。还有两千游子，客居台湾和海

外。可谓山连东南亚，水系两大洋；千秋边隅地，人缘结五洲。

县城德党镇，座落县地偏西德党坝。头枕棠梨一梁，足涉德党一河。左牵松山，右挽

忙岗。睡佛充案桌，百里远眺大雪山。开阔通透，水土适中。自然环境之优良，历来为世

人所称道。德党，本为傣语地名，意为大路下边寨子。古代仅是永昌府通往果敢、孟定，

木邦的一个驿站。清末1908年辟为县治所，·渐成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60年

通车，并逐渐与县内各乡镇及滇缅各干道沟通。东至省会昆明787公里，东南达行署临沧

226公里，北抵保山225公里，西北去龙陵238公里，西南出缅甸果敢106公里。今已成

为滇缅公路交通的近边一站及初具现代综合服务功能的万人边镇。

溯古往，先人曾将永德一隅i视为“内地之藩篱■通往“四夷八莫的夷方边塞‰蜀汉

诸葛南征遗址炮楼山，唐代南诏经略拓南城，元代戍边军民总管府，明代中官徐亮出使西

南滞留永康，壬骥三征调兵守江隘，邓子龙提兵设伏逐木邦，巡抚儆介遣人入境征御象，

白文选率军过境趋耿沧，史迹依稀，口碑载道，并非化外与不毛。

考近今，世人则把永德一县，作为滇缅边境的战略缓冲。清同治年间杜文秀所属义

军，以县境作抗清的最后据点而南迁，辛亥举义的李根源、张文光，曾派兵平息境内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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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复土之变及驱逐果敢土兵；滇军将领余建勋，曾率营入境请剿流窜老别山区的黄杨二

匪；历史学家方国瑜跋涉千里入境考察，而实西南记行，远征军将领宋希濂调兵驻境，与

日军隔江对峙以待反攻；张浩统帅昆明行营云宁守备指挥部，协调周边各属军民救亡；曾

养甫督办的未成滇缅铁路，穿越县地南汀河西岸；远征军二军军长壬凌云起降德党简易机

场，以部署抗日江防，1949年西剿特派杨华调停共革盟之乱：曾铸成罗、张、段三分江

东，国民党中统局特派滇缅泰调查专员，驻县罗织情报网；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副司令员

朱家璧，曾率部西进南击过境而分兵明朗；1950年边纵7支队3l团团长杨锡夔，率部进

驻县境而实现和平解放；溃逃境外的李弥残部武装袭扰县地，全县军民奋起反击，捍卫人

民政权。百年风云，血雨腥风，犹如在昨。又因邻邦缅甸近代曾一度沦为英属殖民地，县

境曾成为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陆路通道，进而变为“云土’’的生产地之一。解放

后，．境内罂粟被禁绝，但因地近泰、缅、老交界的金三角，山路歧多，且无江河之阻，至

今铤而走险的国际毒品犯罪分子，往往视此为捷径通道。因此，县地又成为当今打击毒品

犯罪的热线，为时人所刮目。 ． 。。

永德有过地要的历史闪光，也有过地要的历史悲凉。同样，仍然有着地要的历史局

限。地处边陲，但1964年之后不再有直接的国际口岸，且远离港口和中心城市；虽是滇

缅传统走廊，但现代交通手段单一，短期内还难以摆脱相对闭塞的阴影。

永德，年轻的名字。海内外对其历史沿革，往往有陌生之感。其中古郡改新名的阴差

阳错，难免增添了历史的茫然。 。．

考古证明，永德是古人类栖息地之一。勐汞新石器遗址，永康古岩画残存，南汀河与

赛米河流域青铜器及古铸犁出土，怒江东岸原始贝币的发现等，说明这块土地有过早期文

化的历史繁荣。
’

国史方志确认，县地是中国西南古老郡县之一。秦汉时代，属哀牢国地，名石赕

(旬)，“夷语赕若州”，为“黑熨濮部所居’’。东汉永平十二年(69)，内附中原王朝，隶属永

昌郡。从此，县内行政随中央政权的变迁而演绎。已知三国蜀汉建兴三年(225)，分别上

隶永昌郡的不韦及永寿县。隋朝改属濮部。唐代南诏国，在县境筑拓南城，上隶永昌节

度；土产桐华布，开始进贡朝廷。宋代大理国，改拓南为棣赕镇康城，仍归隶永昌节度；

永康大白棉纸，随之名传中原。元代改设镇康路，以军民总管府行政，上隶大理金齿宣抚

司；已知永昌郡世宦苏智隆的后裔苏庆，曾出任同知。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改置镇

康府，上隶云南布政司；两年后(1384)改名镇康御夷州，旋即被裁撒，划归湾旬属地行

政25年，永乐七年(1409)，重置镇康御夷州，．上隶云南布政司，正统年间(1441～

1448)，因土官刀闷光随王骥征麓川，功授世袭镇康土州，相传20代，延续460余年，史

跨明清两朝，始终上隶永昌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末代土司刀闷纯兴病故绝嗣，

次年(1907)，奉部复文，正式废除土司世袭制，由省府改派流官执政，习称“改土归

流’’，仍上隶永昌府；光绪三十四年(1908)，流官当局迁治所于德党I宣统二年(1909)

改名永康州，‘覃善祥首任州长。民国元年(1912)，辛亥军定县境，省军政当局委和朝选

首任州长，民国2年(1913)奉全国通令，改名镇康县；曾先后上隶迤西道、腾越厅、第



概述 ·3·

一殖边督办、第五及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0年4月5日，县地为中国共产党及其

人民武装边纵7支队3l团所解放，开创县人民政权，壬凤首任县长，县名袭称镇康县，

上隶保山专区；1953年春，奉令划归缅宁即今临沧地区j 1964年元旦，县境西部沿边地

区正式被划出，另建新县。为维系边界地名的相对稳定，由新县沿袭故名，即今镇康县。

故郡因此改称永德，治所则仍然沿袭德党而至今。永德，系取永康、德党两地名首组合而

成，寓意德化永昭。其基层行政，已知有过赕，里、圈户，区、公社、乡镇等11次更

名。 ．· ．i．c

从赕、城、路到府、州、县，永德已三立其城，即永康旧城、永康新城及今德党县

城；已11次易名，即石赕、拓南、棣赕镇康城、镇康路、镇康府、镇康御夷州、镇康土

州、镇康州、永康州、镇康县、永德县。可谓千秋沿革，如过烟云；江东古旬，胜迹依

稀。一
’

永德，以怒江断裂沉降及怒山褶皱隆起造就的地质水文作地舆，以孟加拉海风东来及

青藏冷气流南下混合的大气环流为天盖，这一生存的宏观地理空间，左右县内自然环境，

孕育县地自然资源，也难免渗透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荣枯。纵观古今自然大势，可以说不

愁环境恶劣，不愁资源匮乏。 一 ·：
’‘

’全县幅员481万亩，人均拥有土地16亩。海拔至高点为大雪山仙宿平掌3 504米， ．．

最低点为南汀河谷户等坝540米，相对高差2 964米。热区与15一度以下平地缓坡各占

1／3，待开发荒山荒地占27％。其土壤以红壤为主，计lO类18亚类58属149种，呈偏

酸缺磷氮不均状态。1虽不能与平原三角洲的沃土相比，但小区环境导致的宜耕适生性广泛

多元，’足以弥补先天之不足。． ：‘’．．

县境有流程5公里以上的河流84条，‘总长800余公里，每平方公里有河流0．25公

里，水资源总量18．5亿立方米，人均6 500立方米，高于全国人均水准。水能蕴藏量58

万千瓦，待开发者占99％。主要矿藏有煤、锡、锑、铅，锌、铜、铁，金、银、汞、硫

磺、石膏、大理石、‘石灰石等。已探明小石城、户乃两处褐煤储量2 000万吨。多数矿藏
。

尚处于待勘探，待开发状态。县内气候含北热、南亚热i中亚热、北亚热、暖温、中温、

寒温7个带，大致则可分为山顶凉湿、半山温热，谷底湿热3大类型，主体属南亚热带河

谷季风气候。通常海拔每升高百米，气温下降0．58℃，降水增加52毫米。小区切割突

出，垂直分布明显，迎凤背风有别。年平均气候值为：气温17．412，降水l 283毫米，

‘日照2 196小时，霜期46天。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两季，，春秋常住。县境植物种

属众多，已知高等植物3千余种。有海南岛的三叶橡胶，又有黑龙江的冷杉，有西双版纳

的蒲葵，又有青藏高原的雪莲。特别是野生南药诃子，资源，产量位居全国第一。今森林。

覆盖率为21．43％，活立木蓄积量为500万立方米。还有方圆23万亩的省级大雪山自然

保护区，被人称为南亚热带天然动植物园。其现存野生动物有孟加拉虎、金钱豹、长臂

猿、金丝猴、蜂猴、水鹿、黑麂、黑熊、大灵猫、岩羊、苏门羚、蟒蛇、穿山甲、鳄蜥、 j

猴面鹰、绿孔雀、原鸡、白鹇、褐尾雉、画眉，犀鸟等千余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30
’

’r

余种。 -
，

。
‘，

～一，工．-一“．
j～ t

，． '，’、卜 ．

， ．一、．
、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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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岩溶山地过半，伏流暗河、悬崖洞窟、温泉热水、古树名竹，资源荟萃。已知县

内地下洞窟百余处，出露温泉16处，野生竹类9种。永德土林、地下彩虹，万丈岩瀑

布、怒江峡谷、雪山林海等，更是潜在的旅游资源。但是，永德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也

有先天缺陷及后夭的弊端，如地表倾斜，地块破碎，不陡即洼，建设开发难度大。雨季湿

到滥，干季千到燥，甚至成为困扰。江河不少，暴涨暴迭，水头虽高，河床落洼，没有天

然舟楫之便，水利水能开发维艰。动植物资源广泛，但已被人为活动排挤到深山峡谷。特

别是近现代盲目开发，森林覆盖锐减，水土流失加重，难免潜伏着生态失衡的危机。

四

永德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同中原内地有共通之处，但又具有“边山少穷”的独特身

世和现状。

当中原内地进入封建社会千年之后的元明清时代，永德还在封建领主专制下蹒跚趑

趄。清末改土归流及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意在推进社会经济制度向中原内地靠拢，但始

终未能摆脱兵匪动荡与贫困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直到1950年4月获得解放以

后，才逐步走向与全国划一。这种历史距离，客观上决定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差

异。

纵观县内经济文化进程，有过茹毛饮血的原始公有制，勐汞新石器、永康岩画，是当

时经济文化形态的缩影；马鹿塘、猴子圈、牛火塘、野猪沟、象圈坝、赶羊箐，也因史得

名。同样，永德也有过青铜器时代与铁工具启蒙，导致原始社会解体与奴隶社会的诞生，

忙况山铜镭、莱弄铜斧、大忙兑铜钺、梅子寨青铜器皿、小勐统锹形古铸犁等，是当时社

会生产力的标志；土城山、老缅城、大营盘、千家寨，是奴隶制下征战残杀的遗址；逃鞍

鲁、逃鞍李等世族家传，则是奴隶反抗，争取自由的历史印记。但是，由于特定的史地局

限。直到14世纪中期的明代正统年间，县境才从奴隶制转变为半农奴半封建的土司领主

制。从此，封建朝廷的羁縻与土司藩篱割据，溶为一体，一行就是460余年。虽然也出现

过一批叱咤风云的乡土人物，如回民起义将领安文玉、安国祥、马二等，如顺应改土归流

的头面人物马玉堂、罗金、鲁效周等，但是，直到清代末叶，县内居民依然不过6万人，

耕地开发不足3万亩。除永康弯桥，班卡石洞寺、镇衙石狮，堪称古典之外，未见一幢民

居瓦屋，未立一所公学，只有充军落难走“夷方"的部分汉族移民、冬来春去的手工艺人及

小商小贩，带来过有限的中土文化，促成了五日一市的4条草皮街，班控银厂与大山纸厂

遗址、大明宣德炉的传世等，成为可见的历史标记。

清末改土归流及辛亥革命，打破了半农奴半封建的土司领主制。流官政权的建立及民

田私有的确立，内地辗转而来的工匠商贩逐步成批落籍，人口民族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生

产力获得相应的解放。如钻山洞西水东调工程的开发、蚕桑学堂及县立高等小学的创办、

云南大叶茶引种推广等，成为改流开化的象征。但是，20世纪初期的时代风云变幻，没

有留给永德步入传统封建社会的余欲，也没有给永德造就尝试资本主义的环境，因为很快

就随着母体一道，陷入了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漩涡，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门槛。

民国的建立，不仅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的煎熬，相反，更加陷入动

荡与不安。县内尽管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如纳汝珍、程焕文，杨应甲、曾国才等，倡导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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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油麻、丝茶糖菜的农业商品生产，进行康宁矿务、平民工艺、兴边协作、富康信贷等工

商业的资本主义尝试，创办中学、小学、卫生院、民众教育馆、三等邮局，提倡烧窑盖

瓦、整理驿道、规划街场等，并涌现了一批闯荡社会的先驱，如早年东渡日本求学，投奔

孙中山，参加北伐，进而倒蒋及抗战的爱国将领张浩，热心乡土事业，倡导新文化，后因

抵制国民党当局苛捐杂税而身陷囹圄，被迫避难异邦的杨文谷；不甘民族沦亡，率领乡土

青年，深入敌后，参加滇缅抗日游击战争的段国政；率部血战台几庄，晋升中将副师长，

后因倒蒋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滇军将领张至刚；毕业于昆华中学，热心科技开发，回

县首创小水电的吴相文，安心立命，矢志不移，潜心县内教育事业的毕金山；追求光明，

追求进步，毅然率部投奔人民解放军的爱国军人张子刚等。但是，在帝国主义掠夺、封建

官僚垄断，地租高利盘剥、苛撒滥派吞噬之下，加之刀上达复土之变、大包头之侵、黄杨

二匪之劫、入缅溃军之扰、八年抗战之徭、共革盟之乱等，兵匪交加；还有现代交通闭

塞、瘴疠瘟疫盛行、封建迷信笼罩、毒蛇猛兽肆虐等，往往善始而难得善终。因此，动荡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40年，县内经济文化，没有可比中土的封建成就，也没有可比沿海

的资本拿来。相反，还蕴育了一批占山为王、欺压地方、鱼肉人民的绿林草莽，如李太

兴、杨志春、吴乔元等。至1949年，县内人口虽然增至12万，但99％是文盲，70％是

嗷嗷待哺的贫寒。当时全县耕地虽扩展至20万亩，但将近半数，被少数地富官绅所垄

断；半数耕地，长期为罂粟覆盖。当时粮食总产2．8万吨，但多数为地富官绅所占有。八

成居民粮食青黄不接，两成人口无衣遮羞，七成农户缺盐而被迫淡食，99％的人家住在、

茅屋中。更没有一寸公路，内外交通运输，完全依赖人挑畜驮。民国中期兴起一时的教育

文化事业，至1949年几乎化为乌有。为避世乱，许多住民被迫躲进深山老林；还有不少

住民，被迫背井离乡，流亡异邦，充当苦役。就连民国末任县长罗绍文，也不得不惊呼：

“职县已不堪收拾!’’ ．

1950年永德和平解放，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确立了工人阶级为领

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拯救人民

于水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废墟之上，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

运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安定社会。就在这场血与火、新与旧的斗争中，李

清瑞、王安邦、高建文等200多位先烈，为永德的新生献出了生命，成为永远活在永德各

族人民心中的英烈。还涌现了鲁朝卿，张召娣、．李抓地等一大批剿匪支前的英模。1955

年开始至1957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并展开

了大规模的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首次解除了千百年来的饥饿。39年来，尽管有敌

对势力内外勾结的骚扰，有帝国主义的长期经济封锁，并发生过“大跃进”的冒进和“文革，，。

动乱，还有过照搬他人模式导致的挫折等，但总体是：所得多于所失，光明多于阴暗，前．

进多于徘徊，幸福多于痛楚。特别是社会生产力解放的广度，经济建设开发的规模，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社会事业建设的成就，实属不世之功。特别是1978年实行拨乱反

正、改革开放之后，更给县内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的生机。

宏观永德当今，党委领导，政府行政，人大监督，政协参议，县乡村社，上下一体，

有统有属；有制有约，民主法制，日趋完备，地方安定，桑梓升平，百业在兴，已经进入

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方针指引

下，农业为基础，工业、商业、服务行业，同时并举；国营为主导，集体、个体经济同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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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的地方经济休系，日趋完备。三大产业的社会化分工已经成型，并在继续深化改革，

不断增强活力与实力。1988年垒县国民经济主要指数以及与1949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

8 683万元，增长6倍，人均工农业总产值296元，增长2倍，社会总产值1．5亿元，增

长8倍；国民收入9 433万元，增长14倍，人均国民收入322元，增长5倍；国民生产

总值1．1f乙元，增长1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71元，增长6倍，地方经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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