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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张饶良．009．

凡例删．

概述．啪．

大事记．删．
’

第一章机构设置．魄．

第一节机构编制．082．

第二节办公室．083．

第三节提案法制委员会．085．

第四节 民族宗教华侨联络委员会．086．

第五节经济环境委员会．087．

第六节教科文卫体委员会．088．

第七节乡镇政协联谊组．089． ．

第二章中共组织、民主党派、社团组织．舰．

第一节中共腾冲县政协党组织．092．

第二节致公党腾冲支部．095．

第三节 民盟保山市总支腾冲盟员．096．

第四节农工党保山市支部腾冲党员．097．

第五节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098．

第三章历届会议删．

第一节政协腾冲县第一届委员会．101．

第二节政协腾冲县第二届委员会．102．

第三节政协腾冲县第三届委员会．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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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政协腾冲县第四届委员会．106．

第五节政协腾冲县第五届委员会．108．

第六节政协腾冲县第六届委员会．III．

第七节政协腾冲县第七届委员会．114．

第八节政协腾冲县第八届委员会Ⅲs．

第九节政协腾冲县第九届委员会也，．

第四章提案工作恤．

第一节提案组织．z32．

第二节提案办理．133．

第五章 民族、宗教、华侨、海外联谊活动Ⅲo．

第一节民族．136．

第二节宗教．，招．

第三节华侨．161．

第四节海外联谊活动．，州．

第六章社会、经济、文史资料工作删．

第一节社会．，韶。

第二节经济．197．

第三节文史资料工作．搿．

第七章视察、考察、调研．搿．

第一节对农业和扶贫工作的视察、调研．236．

第二节对教育工作的视察、调研．243．

第三节对边境贸易和企业的视察、调研．260．

第四节对重大建设项目的视察、调研．：舛．

第五节对旅游、文化和宗教的视察、调研．306．

第六节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视察．315．

第七节对计划生育和环境卫生的视察．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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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对省内外及国外的考察．330．

第八章人物．谢．

第一节主席、副主席简介．336．

第二节受各级政协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委员

及优秀提案名录．345．

第九章文献资料选辑．跏．‘

一、文件选录．350．

关于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腾冲县委员会”的

方案报告．350．

批转县委统战部《关于恢复我县政协》和《关于建立

我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的通知．351．

关于恢复我县政协的请示报告．352．

转发中共保山地委党组字[1980]142号文件关于政

协腾冲县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批复．352．

中共腾冲县委腾冲县人民政府关于合并县委、政府

招待所，搬迁党校，恢复国殇墓园的决定．353．

中共腾冲县委关于加强政协工作的规定．356．

关于大力开展“来风山文笔塔”重建募捐活动的

通知．358，

关于筹建槟榔江万千瓦级电站的建议案．359．

关于开发腾冲铁矿资源的建议案．361．

关于将腾冲县城关镇更名为腾冲县腾越镇的建

议案．363．

关于表彰云南省民族散杂居地区经济工作先进

县(市)政协的决定．363．

关于在我县严厉打击零星贩毒和加强戒毒工作的几

点建议．364．

政协腾冲县委员会关于培植银杏产业的建议·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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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县政协党组2000年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工作考核的反馈意见．369．

腾冲县海外联谊会章程．371．

二，提案选录．375．

加强《专利法》和专利知识的普及．375．

大力发展珠宝玉器的经营加工，发挥我县传统

优势．376．

请恢复国殇墓园内的美军阵亡将士14人纪念碑及

倭冢．377．

请求追回梁正中先生的皇家勋章．379．

建议县委成立老干局．381．

国殇墓园倭冢应修复．383．

建议在国殇墓园竖立张问德县长“答田岛书”碑．383．

旅游事业应成为腾冲经济和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

部分．384． ．

恢复重建文明古城标志——文星楼、文笔塔．386．

关于恢复重建文笔塔的建议．387．

根据我县能源结构和下步电力发展规划，须从现在开

始做好新电源点的前期准备工作．389．

建议建立公墓群．391．

滇滩口岸建设必须加强．391．

《关于请修建滇西铁路采用北线途经腾冲》提案的

答复．393．

对珠宝玉器市场应加以培育、引导和管理．393．

请求县政府继续加强对固板弹石公路建设的领导，尽

快筹措资金，促使工程能善始善终，以改善我县北

部边境贸易的交通条件．395．

对北海湿地的重点保护应抓紧启动．396．

《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提高履行基本职能的能力的几

点建议》提案的答复．398．

—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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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善县城至热海公路的建设和管理．398．

建议开发名特优茶，使茶叶真正成为我县一大支柱

产业．400．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云南省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845

号提案的答复．402．

建议把腾冲槟榔江的水电开发列入省经济发展战略

规划，作为“九五”期间的重点前期开发项目抓紧

实施．403．

关于尽快铺筑保腾公路柏油路面的建议．40J．

请求省政府加大对滇西边境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修

建腾冲旅游飞机场．406．

关于尽快通过外交途径促使缅甸政府签署开通腾冲

至缅甸克钦邦首府密支那旅游线的建议．407．

《关于给予腾冲个体私营经济园区扶持资金的请求》

提案的答复．409．

《关于将修建腾龙路保腾线腾龙桥段二级公路柏油路

面工程纳入云南省2000年旅游公路建设项目的

建议》提案的答复．彻．

《打开一条国际大通道，落实“西下南亚”战略》提案

的答复．410．

关于《建设腾冲旅游机场是发展我省旅游业，强化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案的答复．411．

《关于开发槟榔江流域电力资源的提案》的答复．412．

关于《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建设“腾北大型灌区”》

提案的答复．413．

关于《将盈江东路建成一条反映腾冲历史文化名城风

貌的集文化、购物、餐饮于一体的步行街》提案的

答复．413．

关于要求解决边、远、贫困地区邮政服务造成企业亏

损请予扶持的建议．414．



关于把腾冲作为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申报的

建议．416．

关于将腾冲县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纳入我省西

部国债项目予以立项建设的建议．418．

关于新建腾冲县第八中学的建议．420．

关于加快滇西旅游环线建设的建议．425．

关于将腾冲北海湿地退耕还湖工程列入全省重点旅

游项目的建议．428．

对加快落实我省人口较少民族脱贫发展政策措施的

建议的答复．431．

关于建议电力公司解决高压线穿过固东中学危险问

题的提案．433．

三、视察考察调研报告选录．433．

关于对龙江二级电站安全生产的视察报告．433．

关于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的视察报告．436．

关于对县城和部分旅游景点、宗教场所环境卫生情况

的视察报告．441．

腾冲县政协赴瑞丽、盈江学习有关海外联谊会经验的

考察报告．444．

关于对腾冲县旅游建设工程的视察报告．447．

关于对相邻缅甸华文教育的考察报告．449．

关于对腾冲县戒毒所视察的情况报告．453．

关于对腾冲县城网吧活动情况的视察报告．456．

关于对我县旅游景区发展现状的视察报告．459．

腾冲县海外联谊会第一期赴缅考察团考察报告．463．

四、政协会议交流材料选录．47"2．

在云南省政协民族宗教工作联系会议上的交流

材料．472．

在云南省15州市县(区)政协第九次横向联系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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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材料．4．80．

在全国11省区政协提案工作联席会议上的交流

材料．486．

在云南省18州市县(区)政协横向联系(呈贡)会议

上的交流材料．491．

在政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第一届一次全

体会议上的发言．495．

在县政协八届二次全会上的发言·497·

在县政协八届三次全会上的发言(3篇)·499·

在县政协八届四次全会上的发言·514·

在县政协八届五次全会上的发言(2篇)．517·

在县政协九届一次全会上的发言(3篇)·522．

五、政协委员心声录．．532．

荣任政协委员的十九年／张兆兴·532·

路，在每一个人的脚下延伸／P彩文·53J·

、 拍手／刘正龙·537．

责任／段培东．M8．

回想／张文才．539。

农村委员看政协／马子云．541·

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尹女el国·544·

我怎样写提案和大会发言稿／张尊贤·545·

附 录．尉，．

腾冲文史资料1～4辑目录．547．

关于继续征集地方文史资料的启事．556．

后记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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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

《腾冲县政协志》是一部实事求是的记录腾冲县政协

40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志书，也是腾冲县政协成

立40年来的一件大喜事。编写该书，其目的和意义

在于以史为鉴，为后人留下一份可供借鉴参考的宝贵

资料，为历史文化名城腾冲增添一份历史文化积淀，

同时也是为我们正在从事和将来从事政协工作的同

志留下一份历史档案。因此，这不仅是我们的光荣，

也是我们应尽的历史责任。

政协腾冲县委员会自1963年12月成立以来，在

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省、市政协的指导下，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路线，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长期共

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始终高举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认真组

织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调查、考察、视察，体察社情，反

映民意，做到抓大事、议大事、办实事，团结各族各界

有识之士，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腾冲的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献计出

力，为腾冲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腾冲县政协志》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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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是腾冲县政协40年工作的历史写照，也是腾

冲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的集中展示和集体智慧

的结晶。该书的出版，必将发挥资政、教化和存史的

重要作用。值此该书出版之际，谨向关心、支持和参

与编纂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人民

政协是我国人民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

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而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机遇，为

人民政协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同时也使我们

感到人民政协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惟有加倍努力和

勤奋工作，才能不负人民的期望和历史的重托。

进入新世纪，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

史新时期。我县和全国一样，各方面的工作都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蓬勤发展的大好局面，而我县的政协工

作，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在今后的政

协工作中，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履行好政协的职能，继

续协助县委、县政府做好各阶段的各项工作，在我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中发挥人民政协应有的作用。随着《腾冲县政协

志》的问世，社会各界对人民政协的认识将会得到进

一步提高，政协工作必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

创工作新局面。

2003年10月30日

(序文作者系政协腾冲县第九届委员会主席)

1耀砖。镯翎弱蕊涮Ⅷ潮



凡 例

一、《腾冲县政协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云南省腾冲县委员会志”的简称。本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把握团结、民主两大主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的修志原则，实事求是

地记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腾冲县委员会

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和发挥人

民政协优势，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献计出力的历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史实性的

统一，以起到存史、资政的作用。

二、本志上限从1963年(大事记从1949年新中

国成立起)，下限截至2003年12月，少数图片延至

2004年。

三、本志编纂体例曾参考《云南政协通志》、《云

南省志·政协志》和部分县市政协志并结合腾冲政协

活动特点，在章节结构中既注意恰切规范又突出自己

特色。本志记述形式采用记、志、述、图、表、录综合

体。行文用现代语体，详近略远，述而不议，力求简明

扼要。大事记用编年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的形式，纵述

始末。

四、本志记述人名一般直书姓名，如需点明身份，

在姓名前冠以职务。机构名称采用全称和简称相结

合的写法，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腾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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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或“政协腾冲县委员会”或者“腾冲县政协”。

“中国共产党腾冲县委员会”简写成“中共腾冲县委”

或者“县委”。

五、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局、本会档案和会

议记录等，凡入志资料经本志编委会审核，不实者不

入志。

六、本志“人物”部分的“简介”，仅限于腾冲县政

协各届任职的主席、副主席，行文客观，不搞主观褒

贬。各界政协常委、委员名录按姓名笔画先后排序。

七、本志专列“文献资料选辑”一章，分为文件选

录、提案选录、视察考察调研报告选录、政协会议交流

材料选录和政协委员心声录5类，其目的是为保存史

料的历史面目，因此依样录存。

八、本志附录政协腾冲县委员会成立以来所编辑

出版的《腾冲文史资料选辑》1～4辑目录，以便读者

和研究者索查。同时附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

南省腾冲县委员会“关于继续征集地方文史资料的启

事”，热忱欢迎县内外各界人士赐稿，共同为我县的文

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甏∞z暴《《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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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县位于云南省西部边陲，保山市西北部，北纬24。28’一25。52’，

东径98。05’～98046’。东以高黎贡山山脊与保山为界，东北与泸水县接

壤，西南与梁河县、盈江县相连，东南以龙川江与龙陵县相隔，西北与缅

甸毗邻，国境线长148．075公里，境内东西横距69公里，南北纵距137公

里。地理面积5692．86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84％，河谷、

坝子占16％。境内最高海拔为3780．2米，最低海拔为930米。据2002

年底统计，全县总人口为603479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

腾冲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凰古代为
越人即傣族先民活动的区域。西汉时腾冲称滇越，属益州郡管辖。东汉

时腾冲属永昌郡管辖。隋唐时置羁縻州，o南诏时为越赕地，属永昌节

度。大理国时置软化府和藤充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改为滕越

州，置藤越县。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改称为腾冲府。至正十五年

(公元1355年)，设腾冲平缅宣慰使司。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

年)，隶属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明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改腾冲守御

千户所，属金齿(保山)卫。明朝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九月，仍置腾

冲守御千户所，隶属金齿军民司。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置腾

冲土州，仍属金齿司，明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三月，筑腾冲城，改为腾

冲军民指挥使司，隶属云南都指挥使司。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复

置腾越州，隶属永昌府。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改称为腾冲卫。

清代仍置腾越州。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置腾越州以守备

领腾冲卫。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改腾越州为直隶厅，隶属迤

西道。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改腾越直隶厅为腾越厅，属永昌府。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3月，改腾冲府。公元1913年(民国二年)

5月，改腾冲府为腾冲县(一等县)，设县公署，隶属迤西道。公元1914

年(民国三年)，迤西道改为腾越道，设道尹。公元1928年(民国十七

年)11月，改县公署为县政府。公元1930年(民国十九年)底，在腾冲设

云南第一殖边督办署。公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改第一殖边督办

署为腾龙边区行政监督署。公元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腾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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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在曲石江苴成立腾冲临时县务委员会。同年7月，在界头成

立腾冲县抗日政府，隶属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在保山)。公元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9月14日，腾冲光复。lO月，恢复腾冲县政府，

仍隶属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元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12月

30日，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为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所

在腾冲)，腾冲县隶属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9年12月15日，腾冲宣告解放，12月23日成立腾冲县临时解放

委员会。1950年2月，成立腾冲县人民政府，隶属保山人民行政专员公

署。1954年6月，腾冲县人民政府改称腾冲县人民委员会。1956年4

月，保山专区并入德宏自治州，腾冲县隶属德宏州。1963年8月，恢复保

山专区专员公署建制，腾冲县隶属保山专区专员公署。1967年3月至

1968年11月，为“文革”军管时期，设立腾冲县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

年11月，成立腾冲县革命委员会，隶属保山专区革命委员会。1971年1

月1日，保山专区改保山地区，腾冲县隶属保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80

年9月，恢复腾冲县人民政府，隶属保山地区行政公署。2001年保山地

区撤地设市，腾冲县隶属保山市。

腾冲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历史上开发较早，在秦汉时期就开辟

了通往缅甸、印度的古商道，因此，历史以来腾冲就是西南的一个商贸重

镇和商贾云集之地，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陆上交通线“蜀(四川)身毒(印

度古名)道”的必经之地。早在西汉时，腾冲土著民族培育的优良种马

“越赕马”，就作为大宗商品被四川商贾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并备受内地

民间和军队青睐。唐朝南诏大理国时期，腾冲金属矿产的开采冶炼和加

工行业已很兴盛，促进了腾冲商贸的发展。而当时大理国与蒲甘国(缅

甸中部)国交密切，腾冲一地为交通必经之路，因此更加推动了腾冲经贸

的繁荣。元朝以后，产于缅北的珠宝、玉石、琥珀之类，因往来交通逐渐

发展，致使商贾增多，而腾冲地处中介，成为了珠宝玉石的聚散地和主要

市场。进入明清后，腾冲的珠宝、玉石市场更加繁荣，明王朝为此在云南

设太监，始创镇守之制，专门从事缅甸珠宝、玉石等商品的采购，凡采办

先输官，然后与商贾贸易。当时，“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

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塞路道”。腾冲城内解玉坊甚多，

磨玉之声昼夜不歇。县城八保街被称之为百宝街，诗咏叹道：“昔日繁华

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而腾冲商务在乾(隆)、嘉(庆)、道光间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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