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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认识地球和宇宙间各种地理实

体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特征共同约定的名称。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提高管、

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以及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细则》

的要求，我县从1980年儿月至1982年11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经过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后，我县具有独立方位的、有地名意义的地名共1660条。

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在地名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石屏县

地名志》，列为《云南省县市地名志之四十九》。本志共录取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1111条，街道巷34条，企事业单位名称63条，人工建筑物98条，名胜古迹2条，自然实

体352条。各条地名的内容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名称来历及含义等。还载

有县、区、镇及风景名胜、人工建筑物的文字概况19份。装有1：10万地图及反映本县特

点的部份照片。为了方便查阅；附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首字音序索引》。本志

所引用的总面积、人口、工农业等各类数据，为1985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其它数字

均是1982年普查数。所附l：10万的石屏县地图，是根据1：5万的航测图缩制的，未经实地

勘测，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

在编纂《石屏县地名志》过程中，承蒙省、州地名办公室指导帮助，以及有关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加之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虽经多方调查，几次修

改，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石屏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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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县人民政府文件

石政发(1987)30号

★

关于颁发《石屏县地名志》的决定

《石屏县地名志》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国务院《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为原则，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在

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经审定，现决定予以颁发。

《石屏县地名志》是继承和发扬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地名遗产的史

料书，记述了我县所辖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是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良好乡土教

材，以及开展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民族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地方文献。是一部立法

的专志书。它的出版，将为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内外交往，四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资

料。

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均以《石屏县地名志》的书写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均无权擅自更改和命名。需要命名、更名、调整恢复的地名，应报人民政府批准。

石屏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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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县概况

石屏县位于云南省南部。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北靠峨山彝族自

治县和通海县，东邻建水县，南邻红河县，西与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和新平彝族

傣族自治县接壤。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距云南省省会昆明市240公里。1958年龙武、

石屏两个县合并为石屏县。全县有11个区，1个镇；农村有108个乡，4个区属镇。978

个自然村。城镇有5个居民委员会，3个农村办事处。全县总面积是3037平方公里。总

人口255265人，城镇人口19053人。有汉、彝、哈尼、傣、回等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

总人口48．4％。

县内地形复杂，美丽多姿。有高矗入云的山峰和低洼的河谷，有起伏的丘陵地带和

蜿蜒的山峦，有豁朗的平坝；亦有急湍汹涌的河流和长年淙淙涧溪，还有广阔深泓的湖

泊和无数清澈的泉水，青山绿水构成了一幅雄伟而优美的图景。

汉属益州郡胜休县地。三国蜀汉属兴古郡。晋属宁州兴古郡。南朝宋、梁为梁水郡

胜休县。隋属南宁州总管府。唐时乌么蛮居之，属梁水郡地。南诏蒙氏属通海都督地。

宋时阿燹蛮夺据之，辟地得石坪，聚为居邑，因名石坪邑。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

改邑为州，州名石坪亦作石平厥名始显。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石坪州为

石平州，后又改为石屏州，属I临安府。据《石屏县劝学所呈报县属地志资料》(民国十

年)释名记载： “石屏治城，四面山峦多石，城南玉屏一山，高大宽平，为治城之屏障，

命名石屏。"清属l临安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石屏县，属云南蒙自道。后废道

属临安专员公署。公元1950年属蒙自专区。公元1957年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公元

1958年n月1日龙武县并石屏，名称石屏县。 ．

按县志记载：石屏城内为九铺，城外为十八乡。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亏容、

思陀、瓦渣、落孔、左能五土司隶石屏。

公元1949年12月12日在石屏斐龙宣布成立石屏县人民政府，16日在县城召开军民大

会庆祝人民政府成立。

石屏县自然状况大体是：

地处滇中湖盆高原区与哀牢山地的接触带。东北部为高原地形区，西南部为侵蚀中

山山地。哀牢山的分支延伸南部。地势南高北低。东北部和南部为石灰岩分布的地区，

高原面上形成了峰林、峰丛、溶蚀洼地等岩溶地貌，还有断层陷落的异龙湖、赤瑞湖盆

地。境内地形崎岖，最高为北部高原地区的坡头甸后山和南部突峰大冷山，海拔为2428

和2551米。最低处在东南部元江边，海拔259米。县城海拔为1420米。土壤以红壤为主，

占83．8％，其次为紫色土，水稻土等。本县位于云南山字型构造的前弧地带，历史上曾

发生六级以上的大地震6次，尤以1940年和1970年为烈，破坏性很大。

“、心



县内主要河流属元江水系和南盘江水系。．元江由南部通过，主要支系小河底河环绕

西部，大桥河、五郎沟河，由东向西注入小河底河然后注入元江。东北部和东部山地上的

大练庄河、小路南河分别注入曲江、泸江，属南盘江水系。

全县气候温和，平均温度为摄氏18度，最高温度34．5度，最低温度零下2．4度，平均

年雨量939．7毫米。冬季雨雪少，春季尤旱。年平均无霜期300—310天。石屏县谓之天

时无剧寒暑，四季皆春，日炎如夏，稍阴如秋，一雨如冬，故“夏不掮扇，冬不围炉，，o

真所谓石屏本是好地方，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夏秋冬无寒暑，一年四季百花香。

．石屏县资源丰富，何宝寨的煤，邵家山的铅，西老河的钨是祖国工业建设的重要资

源。在重重叠叠的群山峻岭上，盖着终年常青的茂盛森林。北部高山多针叶林；南部低

洼地多阔叶林，森林面积达2617789亩，其中有林地170万亩，灌木地90万亩，国有林76

万亩，占40％，集体林94万亩，占60％。

石屏县产有富于营养、香糯可口、著称全省的紫米、香米、糯米等谷物。异龙湖盛

产各种鱼虾。石屏豆腐在省内享有盛名。还产有熊胆、麝香、茯苓、松香、甜笋、菌子

等名贵药材和山珍野味及土特产品。有驰名的大水石榴，粒大汁多味甜；有鲜红肉厚可

口的阿希者桃，龙武的宝珠梨，个大皮薄，肉细味美，汁多无渣，并具有独特的香甜．

称之为梨中之王；还有红橘、荔枝、柿花、芭蕉、橄榄、哨冲旦气梨等。果树季季开花，

水果终年不缺，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富丽的植物园。

石屏县的工业主要以机械和钨、铅、煤为主。1985年我县工业生产在调整改革中稳

步前进，立足于现有企业的整顿和改造，增强企业活力，轻重工业生产协调发展，经济

效益进一步改善。全年工业总产值2611万元，比1984年的2279万元净增332万元，增长

14．6％。

农业生产：石屏县耕地面积226527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甘蔗、烤

烟、花生、油菜为主。1985年，我县农村广泛深入地开展“增百致富"活动，在改革农

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全年

农业总产值4708万元。比1984年的4600万元，增加108万元，增长2．3 9i。

渔业生产不断发展，全年产鱼584吨，收入1168000元，比1984年增长60．3％。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从合作化到1978年，全县共建成水库1215座，其中较大的有高冲

水库，蓄水量在1000—1100万方，有效灌溉面积达117000亩。

石屏县交通四通八达。铁路有昆宝铁路(昆明至石屏宝秀)穿城而过，贯穿本县四

个区。县内公路总长722．5公里，各个区每日都有班车往返，大部份乡已通公路。

石屏县历史悠久，文化古老。自元起就建设学科，故有“文献名邦"之称。历史上

还以文化发达而著名。几百年来许多游客留恋神往，诵诗称赞： “山川东迤无双境，文

学南滇第一州”。解放以来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建国前只有2所中学，现在有初级

中学3所，完全中学4所，有中学教职工人数480人，在校高初中学生6697人。全县有

小学428所，其中完小162所，小学教师1575人，在校小学生43297人。电影院建国前

· 2 ·



一处都没有，现已发展到4处，电影放映队5个，并设有文化馆、滇剧团、图书馆、广

播站。解放前只有城里有几家药店，伪政府在观音寺巷内设有一个卫生院，但实际上是

私人诊所，有名无实。现发展为综合医院一所，专科医院1所，卫生院儿所，床位791

张，防疫站l所，县区有医务人员544人。 ．

· 3 ·



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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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石屏县中部。是我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活动的中心。东与大瑞

城接壤，南与冒合乡接壤，西至黑龙坡，北至陶村区。镇人民政府驻地在城内正街铺，

辖三个农村办事处，5个居民委员会，31个大组。城区共12条街，16条巷，一个正街铺，

6个自然村。共4308户，18567人。 ．

民国时期，石屏城区称宝云镇，设有镇公所，下设lO个保(九个铺)，保下设有甲，

1949年12月解放，1950年建政，城区建立城关镇，辖5条街的居民，农民，1952年进行

土地改革，各街建立街政府，农民组织农协会。1958年由当时三个区(冒合区、陶村区、

新城区)、一个镇成立了东风人民公社，城区称城关大队。1959年城关大队由东风公社

划出，成立了城关公社，60年下半年，城关公社分开为城关公社和城市人民公社。1963

年4月，城市人民公社和城关公社又合并为城关人民公社。1984年改为城关镇。

总面积为3．4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3014亩，其中蔬菜六百亩，年产粮食164万斤左

右，年总收入97万元。地貌西高东低最高海拔1496米，最低海拔1380米。平均气温为

18℃，年平均降雨量937．9毫米。气候温和，主产水稻，在离镇1．5公里的正西方向，

1957年开工建筑了蚂蝗塘水库，1958年基本完工，现能蓄水80万m3，排灌方便，可灌溉

300亩土地，对农作物的稳产、高产收到了明显的效益。建社初期粮食亩产456斤，随

着生产的发展，现已稳步提高到亩产1064斤，农副业生产以种蔬菜、摸摸香和加工豆腐

干、豆腐皮等为主。豆腐干、豆腐皮列为石屏的土特产，历史悠久，名传省内外。

镇办有拖拉机站、建筑工程队、缝纫社、农机修配厂、旅社、小五金、镶牙、医务

室、土杂百货、豆腐加工等企业10个，有职工481人，企业年总收入157万元。街道办

企业42个，年总收入25万元，职工405人，乡办企业4个，年总收入21万4千元左右。

文教事业。解放前有玉屏，成城、精诚、钟秀四所小学，有学生1000人左右，幼稚

园一所。现已发展到中学一所，有四个高中班、20个初中班，学生1200人。教职员3272

人。小学四所，2300人。幼儿园一所，8个班，457人，有教职员工92人。共计有教职

员工164人，学生4017人。

卫生事业，解放前有13家私立中、西药铺。一个县立卫生院。解放后，分别纳入了

全民所有制人民医院和集体所有制联合诊所。有合作医疗站3个，现有医务人员20人。

1980年又成立了镇属医务室，现有医务人员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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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石屏县

汉语拼音

Shiping’XiAn

语别

汉

城关镇 Ch6ngguan zh色ng 汉

卫家 营
办事处

卫家营

W6ijiAying 汉
BAnshiChd

W6ijifiying 汉

蚂蝗塘村 M五huAngtgngcfm 汉

小西山Xiaoxishan 汉

薛家院XuejiayuAn 汉

上仁和村 ShAngr6nh6c,-,n 汉

城东办事处

东正 街
居民委员会

东后 街

Ch6ngdong 汉
BAnshiChd

Dong Zh6ngjie 汉

Jominw吾iyhAnhui

Dong H6ujie 汉

诸天寺街 Zhfltignsi Jie 汉

东正街·Dong Zh6ngjie 汉

龙家巷

卖麻巷

L6ngjiA XiArtg

MAimfi XiAng

、

汉

汉

简 注

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部。明以城甫

玉屏山改为石屏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ff-)改为石屏县。面积

3037平方公里。人口255265．有汉、彝、哈尼、傣、回等民族。

(详见石屏县概况)

县辖镇，坝区。位于石屏中部。县人民政府和城关镇人民政

府驻地。辖3个农村办事处，5个居民《员会。人口18567人。

汉，彝，回，傣、白五种民族。特产畅销省内外的豆腐干和_礴
皮。

位于石屏坝中部。驻地卫索营得名。544户，2164人。耕地

1006亩。汉、彝族。

村。坝区。办事处驻地。卫姓居住得名。231户，752人。

耕地237富。汉，彝族。

村，坝区。在办事处驻地西北部。原地处蚂蟥较多的水塘边，

故名。后演变为蚂蝗塘。tip，41人。耕地52亩。彝族。

村，坝区。地处县城西部一座小山脚，故名。54P，694人。

耕地395亩。汉、彝族。特产豆腐皮。

村，坝区。在办事处驻地东部。薛姓居住得名。27户，112

人。汉族。

村，坝区。在办事处驻地东南部。原名人和村，含义为全村

人和睦相处。后演变为仁和村。地处路上边，故名。70P，330

人。耕地161亩。汉、彝族。

位于城关镇东部。地处县城东部得名。918户，2276人。耕

地922亩。汉、彝族。住地诸天寺街。

位于县城东部，以东正街命名。470户，l∞8人。驻地东后

纸 ．

地处东正街后面得名。东起环城公路北段，西止诸天寺街，

长160来，宽4．5米，76户，298人。汉，彝族。

在县城东部，以元代建的诸天寺命名。东起东后街，西止文

庙街。长135米。宽4．5米。sop，215人。汉，彝族。

系县城东部的一条正街得名。东起环城公路。西止卖米巷，

长412米，宽5米。112户，385人。汉、彝族。，

在县城东部。龙姓首居得名。东起环城公路北段，西止正街

铺。长108米，宽z．5米。lip。52人。汉，彝族。

在县城东都。北接诸天寺雀孔南接东正街，长40米，宽5米。

曾在巷内卖麻得名。21P，65人。汉、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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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高 家巷

汉语拼音

Gaojia XiAng

语别

汉

银匠巷 Ytnjiang XiAng 汉

北 正街
居民委员会

北 正街

B芒i Zh6ngjie 汉
JOminw吾iyu鱼nhui

B吾i Zhengm 汉

正 街铺 zhengjie Pn 汉

田家巷Ti／lnjia XiAng 汉

三元巷 SanyuAn XiAng 汉

} 云泉办事处 YnnquAn Banshichd 汉

下仁和村 xia埯nh6con 汉

西 正街
居民委员会

西正街

Xi Zh6ngji吾 汉
Jnmi n w6iyuAnhui

Xi Zhengjie 汉

竺家巷 Zh(．1jia Xiang 汉

回民巷Huimtn XiAng 汉

为民巷 Weimin Xiang 汉

吕家巷Lajia Xiamg 汉

南 正街
居民委员会

NAn Zh6ngjia

Jdminweiyu矗nhui

汉

简 注

在县城东部。高姓首居得名，东起环城公路北段，西止卖香

巷尾。长148米，宽3米。47户，135人。汉、彝族。

在县城东部。民国时期有四户人家在巷内开设加工锻手饰的

铺子，故名。南起东正街，北止请天寺街，长35米。竟5米，12

户，38人。汉、彝族。

在县城北部，驻地北正街得名。448户，1178人，汉、彝，

回族。

系县城北都的一条正街得名，

段。长324米，宽5米。114户，

南起文庙街，北止环城公路北

364人。汉，彝，回族。

在县城东北部。原系石屏土城中心，后将城区划为九铺，卖

香巷、高家巷，龙家巷、田家巷通称正街铺。南起高家巷头，北

止田家巷，长200米，宽4米，97户，238人。汉，彝族。

在县城北部，田姓首居，故名。东起环城公路北段，西止北

正街。长100米，宽2．5米，52户，112人。汉，彝族。

在县城北部。巷内建有三元庙而得名。甫起回民巷，北止环

城公路北段，-K：148：jIt。宽4米。49fl，128人。汉、回族。

位于城关镇西部。南有云台门，西有喷珠泉，故名。云泉％

929户，2288),,。耕地1092亩。汉，彝，回族。住地竺家巷。

村，坝区。在办事处驻地东南部。地处路下边得名。5l户，

235人。耕地161亩。汉，彝族。

在县城西部，以西正街命名。281P，689人。汉，彝，回，

傣族。驻地竺家巷。

系县城西都的一条正街，故名。东起文庙街，西止文化街，

长400来，宽8米。93户，222人。汉，彝族。

在县城西部，竺姓首居得名。南起杨(武)河(口)公路，

北止西正街，长“6米，宽2．5米。43p，88人。汉，彝，回族。

在县城西部，巷内多数是回族居住，得名。南起西正街，北

止文化街，长176米，宽2米。6l户，137人。回、汉、彝族。

在县城中部。巷内驻有公安局、检查院、粮食局等为民服务

的单位，l∞眸命名为民巷。南起西正街，北止回民巷和三元街
交叉处。长272米，宽3米。32户，73人。汉、彝族。

在县城西部，吕姓首居得名。南起杨(武)河(13)公路，

北止西正街。长150米，宽2米。26户，65人。汉，彝族。

位于县城南部。以南正街命名。439户，1042人。驻地现音

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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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南正街 Nan Zhengjie

观音寺巷 Guanyinsi XiAng

语别

汉

文城街 wench6ng Jie 汉

王家巷 Wgngjia XiAng 汉

卖米巷 Maimi XiAng 汉

小炉匠巷XPiolfijiAng Xiang 汉

戴家巷Daijia XiAng 汉

溪家巷Xijia Xiang 汉

珠泉 街
居民委员会

珠 泉 街

Zhdqu五n jie 汉

Jfiminw芒iyu鱼nhui

Zhnqu鱼n jie 汉

车站大街 Chezhan Dajie 汉

珠泉岔街 Zhflqugn Chajie 汉

打猪巷 ．D五zhQ XiAng 汉

文化街 WOnhuA j～le 汉

简 注

系县城南部的一条正街得名。南起环城公路南段，北至

卖米巷。长200米，竟3米，esf,，175人。汉，彝、傣族。

在县城南部。巷内建有观音寺庙得名。南起南正街，北止西

正街j长320米，宽3米。166户。385人。汉，彝、回族。

在县城东南部，因北接文庙，街内原建有城皇庙，故得名文

城街。南起东正街，北止文庙街。长120米，宽5．5米。2户．5

人。汉族。

在县城南部。王姓首居得名。南起观音寺巷．北止西正街。

长170米，宽25米。33户，82人。汉族。

在县城南部。此巷曹是交易大来的市场而得名。甫起甫正街j

北止文庙街。长12咪。宽6米。58户，／42人。汉，彝族。

在县城东南部，巷口曾有七户人家以修补五金家俱谋生故褥

名“小炉匠巷”。南起环城公路南段，北止东正街。长110米，

宽(北段6米，南段2米)14户，31人。汉，彝族。

在县城南部。巷内姓戴人家较多得名。南起杨(武)河‘口)

公路。北止观音寺巷。长110米，宽3．5米。32户75人。汉、彝

族。

在县城南部。溪姓首居得名。南起环城公路南段，北止观青

寺巷。长80米。宽3米。12户，24人。汉，彝族。

位于县城西部。驻地珠泉街得名。209户。557人。汉，彝、

回族。

在县城西部，以石屏一中的喷珠泉命名。甫起文化街北止石

屏一中。长350米，宽5米。60P，176人。汉、彝族。

在县城西北部。以石屏火车站命名。东起环城公路北段。西

止珠泉街。长200米，宽6米。20户，78人。汉，彝族。

在县城西北都。系珠泉街的岔道得名。东北火车站，西止珠

泉街。长6咪，宽8米。9户，22人。

在县城西北郝。1920年以前在此巷交易生猪，经常发生打猪

的现象，故得名打猪巷。西起殊泉街。北止茨坝头，长280米，

宽2米。26户，74人。

在县城西部，以石屏文化宫命名，南起杨(武)河(口)公

路，北止石屏文化官。长150米。宽9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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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武区概况

龙武区位于石屏县西北部，东依哨冲区，西临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南连大桥区，

北接峨山彝族自治县。全区3515户，18781人。有彝、汉、哈尼、傣四种民族。彝族占

75％。94个自然村(包括独家村)，设14个乡，面积为309．5平方公里，区驻地在龙武

街。

·龙武原名叫“猛鲜武，，'系彝语地名，“猛’’——矿石，“鲜，，——有，“武”——这里。

即这里有矿。故名。在一九三二年前系石屏、河西、玉溪、峨山、新平等县管辖的交界

地。后来国民党为了统治人民，于一九三二年在此地成立“五属"联合团，一九三三年

又改为“设治局”，东由龙朋，西至杨武各取一字为“龙武设治局”。

龙武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即成立龙武县人民政府，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改为龙

武设治局，一九五三年，局址迁龙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改为龙武县。一九五八

年龙武县与石屏县合并，即成立龙武人民公社。一九八四年改为龙武区。

本区属混合丘原南缘。地势由北向东南递降。最高海拔2428米。相对高度为650～

1194米。地形复杂，气候悬殊，南山不能种稻谷，西北河谷可种甘蔗。东南山高气温低，

西北山谷纵横，气候温和。年平均雨量750毫米。年平均霜期120多天。

主要水源有峨爽、红土坡、分水岭、昌明等地龙潭和大寨坝塘、方丈坝塘。常流河

有法乌河、大练庄河。发源于龙潭寨及峨爽龙潭，贯穿6个乡，分别流入新平、峨山境

内。水源虽多，但流量小，历年只有60％左右农田能按时栽种。

境内高山有阿们利若白、阿扎期后山梁子、坡头甸后山，最高的为坡头甸后山，主

峰海拔为2428米。

耕地面积16766亩，旱地占40％，是主产稻谷、小麦、包谷、杂豆、荞子和洋芋等

的一个山区。解放初期平均亩产才一、二百斤。现已初步达到四百来斤。总产750万斤。

矿藏有石灰石、少量的锡、铅、钨。但因藏量少、品位低尚未开采。森林面积为

169．96万亩。青松占40％。主要分布在西北部。

交通运输有所改善，6个乡，40个合作社已修通林区公路，16个合作社已安装了电灯

和组织了加工厂。农村社员在生产、生活上初步得到改善。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本区只有17所小学，学生还不到千人。现在有55所小学

和一所中学，小学生达2400多人。中学生也有300多人。解放前只有两家药铺，现在有

中、西医院一所，各乡设有保健室。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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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龙武区

汉语 拼音

LOngwtt Qd

语别

汉

龙武镇L6ngw豇zh6n 汉

龙 武LOngwti

大 寨Dazhai

汉

汉

龙平村L6ngptngcfin 汉

方丈乡 Fangzhang Xiang 汉

方 丈 Fangzhang 汉

小雀寨 xi百oquezhai 汉

白 扎们 B鱼izamen 彝

雨通迭 Yljtongdi6 彝

觅告莫 Migaom6 彝

左合莫 zu6h6m6 彝

觅发克 M|fak6 彝

攀枝花P矗nzhihua 汉

大练庄乡Dalianzhuang Xiang 汉

简 注

位于石屏县西北部。山区。驻地龙武得名。3515户，18781

人。耕地17936亩。彝，汉，哈尼族。

位子龙武区东南部。山区。驻地龙武，得名。458户，2023

人。耕地2097亩。彝、汉族。

村，山区。区，镇驻地。1983年成立设治局时，辖地东至龙

朋，西至杨武。由两地各取一字，得名。215户，888人，耕地

765亩。彝，汉族。

村，山区。位于镇西部。比附近的寨子大，得名。157户，

776人。耕地1237亩。汉族。

村，山区。在龙武镇西部。“龙”象征吉祥， 。平”指平安，

印；吉祥平安之意而命名。85P，354人。耕地364亩。汉族。

位于龙武区西北部。河谷，驻地方丈。得名。202户，1098

人。耕地945亩。彝，汉族。

村，山区。乡政府驻地。丈量建村的地方系方形而得名。明

户。465人。耕地423亩。彝，汉族。

村，河谷。在乡驻地东北部。树木成林，小鸟较多，得名。

9户，47人。耕地3嘻。彝族。

村，山区。在乡驻地东北都。“白”——山，“扎”——山粱，

“们”——尾部。印，山粱的尾部。故名。t3P，soA。耕地70亩。

彝族。

村，山区。在乡驻地东北部。彝语为“以拖迭一o“以拖”一
水沟， “迭”—乎地。即t地处有水沟的平地。故名。9户·71
人。耕地7l亩。彝族。

村，山区。在乡驻地东北部。彝语为“咪嘎奠％“咪”——

田。“嘎”—_上边，“英”——大。即：地处大田上边。故名。12

户。71人。耕地7l亩。彝族。

村，山区。在乡驻地东北部。

男人干活妇女送饭，得名。38户，

“左台奠”——送饭的妇女。

172人。耕地172亩。彝族。

村，山区。在乡驻地西南部。“觅发”——千田，“克”——E

边。印：地处千田上边，故名。up，75人。耕地48亩。彝族。

村，河谷。在乡驻地西南部。村旁有攀枝花树，得名。31p，

171人。耕地III亩。彝族。

位于龙武区北部。河各。驻地大练庄，得名。223户，1163

人。耕地750亩。汉，彝族。

大 练 庄DMiamzhuang 汉 村，河谷。驻扎过旗帜上有“练”字的兵营，村庄较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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