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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发展，振兴实业
 

陈钧，字鹤亭，1874 年出生在石屏县

宝秀镇郑营村的一个书香世家。陈鹤亭年少

即聪慧过人，15岁中举，清光绪二十九年（公

元 1903 年）赴京，参加次年举行的最后一

次科举考试。在云南 7 个考中进士的人中，

有 3 人来自石屏，分别是袁嘉谷、陈鹤亭和

胡商弈，史称“石屏末科三进士”，3 人后

来也为石屏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考中进士后，陈鹤亭被派往日本考察。

回国后，曾在湖北省多地担任县令，颇得民

心。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陈

鹤亭回到家乡，立即得到时任云南都督蔡锷

的重用。1914 年，陈鹤亭出任个碧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总理，果断废除久议未决的官修方

2023 年，云南大学喜迎百年华诞。在相距 200 余公里的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石屏县第一中学也迎来百岁生日。百年间，无数石屏县乃至红河

州的青年学子从这里起航，迈向更高学府进德修业，而校内标志性建筑企鹤

楼也于 2006 年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这座楼的故事，要

从学校的倡建者、著名实业家陈鹤亭讲起。

陈鹤亭的石屏往事

案，创设个碧铁路银行，使个碧铁路的修筑资

金得到保障。这条轨距为 600 毫米的铁路，不

仅促进了个旧锡产业发展，打通了当地与外界

的联系，还有效遏制了外国势力对中国铁路的

觊觎。1936 年，个碧铁路修抵石屏，为石屏人

出行提供了便利。

在积极修建个碧铁路的同时，陈鹤亭还

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个旧锡务公司。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锡业衰落，产品以外贸出口为主的

个旧锡务公司出现较大亏空，资不抵债。1922

年，陈鹤亭被任命为个旧锡务公司总理后，一

方面积极筹措资金，保证锡矿稳定开采。另一

方面，大力整顿内务，将外包的产业收回公司

自行管理，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加公司

收益。不到三年，该公司就还清所有债务，还

盈余 200 万余元。

“无论是主持修建铁路，还是管理锡务

公司，以及后来担任蒙自地方长官，多年来，

陈鹤亭廉洁自持，除正常的薪水外一无所取。”

在石屏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主任李

浩看来，陈鹤亭一生都在探索如何建设更加强

大的国家，他发展工业、注重教育，无论在当

年还是现在，都颇具影响力。

 

 心系乡学，重视文化
 

在陈鹤亭的家乡郑营村，创办于 1906 年

的郑营小学已延续 100 多年的办学史。尽管如陈氏宗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