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潋江县人民政府文件’

潋政发字(1983)第30号

1983年7月2日

-——I——l—Ill————-★一关于颁发《潋江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乡、县级机关各单位、各厂、社、站：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如果地名的书写和称呼不标准化

和规范化，都会对工农业生产、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文教等各项工

作带来影响，它与国民经济、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项重要

的基础工作。我县的许多地名，在历史演变中变化较大，出现不少一地多名、多地一名、

一名多写、一名多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加之“文革"期间受极左影响，随

意更改了一些地名，造成不少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四化建设的发展，搞好地名普查工作，实现地

名标准化(正音、正形、正义)更显得重要。我县地名普查办公室，根据国务院国发

(1979)305号文件规定，从八一年冬季开始，以l：5万国家基本地形图为依据，对全

县656条各类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查阅考证历史资料，广泛听取了干部群众意见，反复查

证核实。遵照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的有关规定，对标准化处理后的地名、报经

县八届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在此基础上，从一九八二年六月起县地名

办公室编纂《潋江县地名志》，经多次修改，现颁发施行。从文到之日起，凡印鉴、行

文，书写、制图、称呼等，都应使用此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要命名更名

的，必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一九八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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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江县地名志》一书是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纂的，它是

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从地名普查工作开始至《地名志》一书编纂结束的全过程，

是在县委、县人大常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的。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及玉溪行署有关文件精神进

行。因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它与整个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又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
所以从一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一年六月，以l：5万地形图为依据，由专业人员配

合原公社、大队的文书，对全县范围内的村庄、山川、河流、湖泊以及各种人工建筑物等

共656条的各类地名，进行野外实地普查，搞准地名的基础材料，继而于一九八一年七月

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对各社队上报的地名基础材料，分图、文、表、卡四项成果，按《细

则》要求，分类进行室内资料整理，由于工作比较细致，资料的积累和整理都较为系统，

并经反复核对查实，可说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尤其经过地名普查中对地名

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清除了我县对地名名称在书写和称呼中存在的混乱现象，现已达到

有一标准名称、健康的含义和法定的书写要求。

为使这些资料更好地为实现四化建设和建设两个文明及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服务，编纂此《激江县地名志》一书。本志书以文、图、表、照片合订为其主要表

现形式，体现了“文义简明、图文并茂、表列醒目、照片精良、谋篇布局、脉络清楚、

穿插有序、版面紧凑、查阅方便”等要求。

从志书内容上 ．

1、收集有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20篇。

2、辑录了全县各类地名656条。其中：原大队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农点等459条；

山川、河流、湖泊等自然地理实体122条；独立存在的各专业部门、企事业、行政单位21

条；水库、电站、桥梁等人工建筑物43条，名胜、古迹、纪念地等儿条。所辑录的每条

地名，都进行过标准化名称处理，并加注汉语拼音，写出地名的名称来历，演变及其含

义等概况的简注。

3、有些地名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列出了新旧地名对照表，新增地名、更名及恢复

原名一览表。

4、选编地名普查办公室朱朝阳、刘儒、公孙蕙等同志供给的资料和刘体操、杨应康、

邹博儒等同志的历史材料征稿。

5、为了展示一些历史地名、历史文物、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等，以反映我

县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请赵继光、刘体操、龚惠卿、杨志华、张群成、赵兴春等同

志摄影59幅照片，请朱正荣、陈玲芳两同志绘制县地图。



6、本书在附录中辑有我县历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资料记录。

7、就行政区划及内容的排列、是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规定》程序排列的，如

我县行政区划即先风麓、再阳宗、龙街、右所、九村、新村等一个镇五个区。

志书中所引用的各种数据，是我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底提供的年报表统计数。

本书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正芳、人民政府县长赵继光、付县长雷望春三位同志审

定，最后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经云南省地名领导小组认可。

在编纂中得到了县科委、图书馆、文教局、民政局、工交局、统计局、农业局、农

业经营管理财务辅导组、土壤普查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农业银行等单位的有

关同志给予紧密的配合与大力支持，在此特向上列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没有经验，也没有借鉴，加之我们的水平较低，因此，本《地

名志》在编纂内容、编排秩序、文字简炼、用辞用语及校对核实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

和错误，恳请各级党委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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潋江县概况

潋江县，位于云南省中部，总面积750平方公里。东与路南县隔南盘江相望，西与晋

宁、呈贡两县接壤，南跨抚仙湖，与江川、华宁两县为邻，北含阳宗海，与宜良县毗连。

县城位于舞风山下，海拔1755米，距省会昆明63公里。 (以公路里程计)全县有一个镇，

五个区(原称公社)，三十七个乡(大队)，四百零四个生产队，三百七十个自然村，

一个居民委员会。一九八O年，全县总户数2．3650户，119286人；全县有汉占95．05％、回

占3．15％，彝占1．55％，苗占o．17％，其他民族占O．08％。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总

数的4．95％。

据史料记载：潋江县历史上为路、府、郡、县的所在地。汉为俞元县，属益州郡。

晋属建宁郡、兴古郡。隋属益州。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南宁州，武德七年(公元

624年)置西宁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更名黎州，置梁水县。天宝九年(公元750年)

入于南诏，置河阳郡(河阳之名始此)。宋时大理段氏为罗伽部。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

年)置罗伽万户府，领罗伽(河阳)、江川、阳宗、部傍、普舍五个千户所。至元三年

(1266年)改为中路，领州二(河阳州、江川州)，县三(双龙、休纳、畔龙)。至元

十三年(公元1276年)升为潋江路(激江之名始此)，领州二(新兴、路南)，县三(河

阳、江川、阳宗)。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路治为府治，所领州县照旧，至清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裁阳宗入河阳，领州二、县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

改为潋江县。解放后习称激江县。

激江县即原路、府治时的所在地，开始建于绣球山。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改于

金莲山麓(即旧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复迁绣球山。隆庆五年(1571年)知府徐

可久改迁舞凤山麓(即现在县城)，至今有四百一十一年的历史了。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对我县行政区划作了两次调整，即

把原属潋江的草甸等二十五个自然村及滴水附近的江外五村划归宜良，把化乐划归晋宁，

把大村乡共十个自然村划归华宁，把马郎乡，共九个自然村划归呈贡。然后把原属华宁

的松元、石龙、石门等十一个自然村及原属江川的立昌、禄充等十一个自然村划归潋江

县。

潋江一名的由来，据地方志资料记载：潋江南居抚仙湖，因湖水潋清异常，东流南

盘江，故名潋江。

潋江地形轮廓，北部高，南部低。北部山峦盘亘连绵，群峰重叠起伏，谷壑纵横交

错，最高点海拔2820米，为梁王山的主峰，最低点海拔1382米，是黄梨山以东的南盘江

畔，一般海拔2loo米，南部是湖泊平坝，滨毗相连，三面群山环抱，故有坝区、半山区、

山区和高寒山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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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的生态分布为：森林面积占lO．8％；宜林荒山荒地占38．2％；湖泊水面占19％；

非林地域占32％。境内含有两个内陆湖，南部为抚仙湖，周围300余里，总面积212平方

公里，湖水平均水深87米。北部阳宗海(古称明湖)，面积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2米。

两湖泓涵清澈，烟波浩淼，沿岸景色秀丽，岩壑嶙峋，风光俊美，水产资源十分丰富，

开发利用价值颇大。在这两湖之畔，是潋江县的平川沃土。其中潋江坝子东西宽七公里，

南北长六公里。阳宗坝子东西宽二公里，南北长五公里，均为全县粮食作物的主要产地。

境内的山脉：北部主要有梁王山(罗藏山)，海拔2820米，气势雄伟，蜿蜒起伏，

逶迤绵亘，．隶属此山的山脉，北有风山(舞凤山)、黄叶子山。西有黑汉山(关索岭)、

老虎山(点苍山)。东有华山(阙摩山)、金莲山(绣球山)、象山(象鼻岭)，东南

部有老祖瘪头(将军山)、关山(天马山)。西南部有尖山(玉笋山)、麒麟山(南峰

山)、笔架山。东北部有珠宝山、七江大山(九歧山)等。主要河流有右所区(原吉花

公社)境内的东大河。龙街区(原龙街公社)境内的梁王河，，均由北往南注入抚仙湖。

阳宗区(原阳宗公社)境内的马庄河、石渣河则由南往北注入阳宗海。新村区(原新村

公社)境内海口河(抚仙湖水的出口溢道)。九村区(原九村公社)境内的七江河，则

由西向东转北流入南盘江入南海。这六条河流总长约六十四公里。

潋江的气候大体与昆明相似。明代杨升庵曾这样描绘过激江的气候， (诗日)：“天

气浑如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据县气象站统计资料载：1980年年积温为6063．7度，

全县的年平均气温为15．6℃，一月份的平均气温8．1℃，七月份的平均气温20．4℃j年降

雨量平均为958．7毫米，最高年达1186毫米，无霜期均为274天，日照平均为61％，最大风

速26米／秒。其天气往往在每年的八月，出现间隙性的低温冷寒，影响水稻的抽穗灌浆而

受损失。

自然资源：林木稀疏，分布在松元、七江、东山、提古、饮马池、脚步哨、净莲寺

等地。右所区境内有较丰富的磷矿，饮马池的汞厂梁子蕴藏有少量的铅锌矿。新村、牛

场、马场、阳宗等地有微量的煤矿。海口乡(大队)的热水塘，七江乡(大队)的热水

河，九村乡(大队)的温水河等地，均出有含硫温泉水。抚仙湖、阳宗海盛产抗浪鱼、

(古称衮奁鱼)、鲭鱼、鲤鱼、鲇鱼、花鱼、草鱼、马鱼、金线鱼、白鱼、杆条鱼等十多

种经济鱼类。以抚仙湖抗浪鱼名驰省内外。抚仙湖与南盘江落差较大(约300多米)，可

开发利用水力发电。

全县的工业：解放初期，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八。年底共发展了县社农机

农具修造厂9个，水泥厂2座，年产水泥6806吨；社队企业59个，全县工业总产值八。

年587万元。 ．

全县的农业，根据一九八。年底统计局的数字，现有总耕地面积119711亩，其中：

水田65894亩，旱地46738．5亩，社员自留地7078亩，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1．06亩。

粮食作物以水稻、蚕豆、小麦、包谷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油料为主。粮食总产量：

八。年9737万斤，其中稻谷总产5974万斤，平均单产991斤。全县烤烟总产256万斤，油料

· 10·



总产189万斤，农业总产值达2404万元。全县现有森林面积11．9万亩，解放以来造林85．5

万亩，现还有宜林荒山荒地42万亩。全县有经济林木1808亩，年产干鲜果87万斤。全县

畜牧业到一九八。年底有大牲畜21058头，山绵羊22657只，生猪46959头。水产品产量达

168．6吨。
‘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自解放到一九八。年末，全县共建成中型水库一座，小(一)

型水库7座，小(二)型水库‘9座，其他坝塘75个，控制库容达2589万立方米，人工建

筑排灌渠四条，总长27公里，’有大小机电排灌泵站84站(总动力为儿269马力)。境内的

大龙潭主要有5处，温泉4处，中小型水电站21站，装机容量5674豇，年发电量884万

度，有大小喷灌池156个，浇灌面积2664亩，全县有效灌溉面积68904亩。

全县著名的土特产，主要有抗浪鱼和藕粉，抗浪鱼产于抚仙湖。每年捕捞的干鲜鱼

约147．2吨。藕主要产于潋江、阳宗两个平坝区，其藕生熟可馔，并可制藕粉畅销全省各

地，全县每年约产鲜藕1500吨。

全县交通便利，主要交通干线有潋江至昆明柏油路面，全长63公里；潋江至华宁公

路，全长81公里；潋江至江川公路修建后全长33公里。

现在全县境内的5个区(原称公社)，都通了公路，在37个乡(大队)，404个生

产队中，已有31个乡(大队)，315个生产队通了公路。水上可与江川、华宁、宜良三县

通航往来。到一九八。年底，全县有汽车54辆，大型胶轮履带拖拉机98台，手扶拖拉机

284台，大马车泓l部，小推车4323辆(其中马拉车2500辆)，摩托车10辆，自行车6000辆，

木船54艘，公路总长281公里。通电话的有5个区(公社)，1个镇，37个乡(大队)。、

全县的文教、卫生、科研事业，解放以来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初期，只有一所

县办初级中学，在校学生168人，小学74所，学生9016人，中小学教师256人，到一九八。

年末，县办中学已发展到四所(其中完中2所)，有初中17个班，学生1003人，高中17

个班，学生974人，师范两个班，80人，教师进修1个班，40人。小学附设初中班2l校69

班，学生3111人。全县共有中学生5088人。小学209所(其中完小40所)，483个班，学生

20060人。全县的中小学教师、职工1127人(其中公办教师584人，民办教师543人，代课教

师7人。)在县城还建立了电影管理公司、电影院、影剧院、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科技

阅览室、广播站、幼儿园等各一个。在农村建有区电影放映队5个，区文化站2个，乡

广播室32个，全县共有各类科技人员308人(其中大中专生239人)。

解放初期只有一所县医院，两个卫生所，仅有病床27张，医务人员31人，到一九八

。年底，全县共建立了县医院一所，企事业单位及区的院所15个，共有病床212张。县上还

建立了防疫站、妇保站，增设了卫校、药检所。全县37个乡(大队)都建立了医疗站或

卫生室。县区(社)有医务人员295人，乡赤脚医生165人，小队卫生员532人。近几年来，

计划生育工作也搞得较好。一九八。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5．45‰。

西龙潭革命烈士墓和革命烈士塔，是激江县人民的革命纪念地，龙头山上掩埋着解

放初期，我人民解放军攻打孤山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以及在阳宗、草甸土匪暴动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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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的遇难烈士的忠骨。

潋江县的名胜古迹，原有十景。尤其是东龙潭、西龙潭的风景、古寺、“仙湖夜月”、

“罗藏朝云"等美景，天然之胜，得天独厚。还有县城的凤翔寺(凤山公园)、文庙(现

党校)，立昌的万松寺、三河弯的李恢试剑石，金莲山下的关三小姐墓，阳宗的龙泉古

寺等。这些分布各村寺庙大部份在五八年及十年浩劫期间遭到破坏、拆毁，有的年久失

修而荒废，有的改作学校和仓库。其中，至今还完好地封闭保存着泥塑佛像的有右所三

元宫，吉里的关圣寺等。其他能保存本来面目的古迹已经不多了。

附一九八三年潋江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潋江县地名志》中所引用的各种数据，按编志年限均为一九八O年统计数。为了

方便读者了解八O年以来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特增附了一九八三年统计中主要数

据。
‘

一九八三年底区乡机构改革后，全县共设五个区，一个镇，下设三十五个乡和两个

区辖镇，370个自然村，32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总计有25，120户l，123，094人。其中：农

业户23，448户，儿5，672人，农村全半劳动力59，256个，其中，妇女劳动力30，634个，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7．02‰。

工农业总产值4，4 4 3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63万元，农业总产值3，778万元。

农业：总耕地面积122，902亩，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177，203亩，粮食总产量1．134亿

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981斤。其中：大春粮豆播种面积98，141亩，总产量8，288万

斤；水稻面积60，584亩，单产1098斤，总产6，654万斤；包谷面积23，145亩，单产479斤，

总产儿o 9万斤。小春粮食播种面积79，068亩，产量3，052万斤。

烤烟：播种面积，17790亩，单产230斤，总产403万斤。

|油料(含秋子)，播种面积12，379亩，总产224万斤。

畜牧业：大牲畜年末存栏22，035头，菜牛出栏496头；生猪年末存栏60，547头，肥猪

出栏27，526头；山绵羊年末存栏15，861只，菜羊出栏909只。

水产品：水产养殖面积1，833亩，库塘湖泊捕捞鲜鱼229吨，其中抗浪鱼约200吨。

鲜藕；播种面积2900亩，产鲜藕约3lOO多吨。

。 水果：果园面积2184亩，水果产量86万多斤。

水利电力：中，小型水力发电站21座，总装机容量5，674豇，年发电量884万度。中、

小型水库(坝塘)90座，总蓄水量2，206万立方米，大小机电排灌泵站84站，有效灌溉面

积68，904亩。

交通运输：有汽车77辆，大型胶轮、履带拖拉机109台，手扶拖拉机473台，汽车货运

量完成2218吨，周转完成197万5千多吨公里。县内公路总长281公里。大马车、手推车、

自行车较一九八O年都有较大增长。

社队企业：总产值达到882万元，是我县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文化教育：县办中学6所，初中32个班，学生1819人，高中13个班，学生860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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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在校学生24，463人。中、小学教职员工1032人。业余教育发展很快，共98个班，学

员2610人。已建电影(剧)院4座，8个电影放映队，六个区镇建有文化站，24个乡

有文化室。

‘医疗卫生：县区有各类医院(所)17个，病床205张。医务人员337人。乡村医生121

人。

商业供销：商品销售总额2626万元，农副产品采购总额1865万元，集市贸易成交额

达到817万元。

各类重点户、专业户蓬勃发展，共有5738户，占总户数的24．8％。

人民生活有改善：农民人均收入335元。农村社员建房9955间，共112．000平方米。八

O年至八三年：农民购买自行车5014辆，收音机11．235台，缝纫机1959台，电视机546台，

手表13．687只，八三年全县城乡储蓄921万多元。农村扶持贫困户986户，支付扶贫款72876

元。支付救灾款47773元，使少数贫困户、受灾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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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凤麓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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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江县城全景

曾有“丹凤衔书”的赞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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