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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北县人民政府文件

邱政发[1 987]第l 4号

关于颁发《邱北县地名志》和

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镇)公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t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

“四化，，建设、民族团结、国际交往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大事。由于历史原因和人为的因

素，使我县地名也存在一地多名，多地一名，用字不统一，民族语地名音译不准，含义

不健康、不利于民族团结等混乱现象。尤其是“文革”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万，许

多街、道，路、巷和部分行政区划自然村名称，都以所谓“革命化矽的称谓来代替，破

坏了地名的稳定性和历史的继承性，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83年4

月，完成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范围内的各类主要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广泛听取

干部群众意见，考证有关资料，对普查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在此基础

上编纂了((邱北县地名志》，编绘了《邱北县地图》。经审定，现决定颁发使用。

今后，对本志书所载1585条标准地名，即作为法定名称固定下来，正式提供社会使

用。各单位的正式文书、印章、名牌、商标设计、公私邮件和新闻报导等，在使用地名

时，均应以本志的标准名称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其统一的称谓和汉字书写形式，均

不得擅自更改，凡需要命名、更名和调整的地名，都必须按审批程序和权限，报上级政

府批准方能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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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互相交往而形成的，它是对某一特定地域的指称，对沟通

国内各族人民的联系和国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但地名的读音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

范，含义是否健康——即是否标准化，对社会生产生活都有影响，尤其对国家领土主权

更有特殊意义。搞好地名标准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对政治、经济、军事、

外交，公安，交通，邮电、文教、新闻、出版、测绘各方面都密切相关。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精神和州、县

地名领导小组的具体布置，我县从1980年7月起，到1983年4月止，完成了地名普查工

作。在普查中，从实际出发，对全县地名的方位、来历、含义，演变进行了考证核实，

听取群众意见，作了标准化处理。把极大部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固定下来，把文革期

间搞“地名一片红"乱改的地名恢复过来。对部分含义不健康或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

名，经群众讨论、政府批准，进行改正，对重名的地名作了部分调整，对民族语地名的

含义巳作了尽可能的核实，基本上纠正了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在此基础上，按照“云

南省县、市《地名志努编纂意见矽的基本要求，编写《邱北县地名志努。

本志共辑录地名1，585条，其中行政区划地名115条，自然村1，247条，(包括街，巷，

片村、普查时数字)企事业单位16条，人工建筑物31条，古迹纪念地2条，自然地理实

体174条。经过认真复核，做到内容基本准确。概况中的人口数据取自1982年第三次入

口普查数，其他数字一律以1984年统计数为准。地图上标注的县，区境界线，只供识别

行政区划的一般概念，不作划界依据。

本志的编写是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初稿完成后，按自下而上

的程序，送各区征求意见，再由县委、政府审阅定稿，然后报请省、州主管部门审定认可。

因此，志书中的标准地名，便具有法定意义和权威性，是一本实用性强的地名工具书。

我县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民族语地名575条，占总数的37．5％，大部分均作了

单词解释再综合含义。书中附载1：10万《邱北县地图》一幅，彩照42帧，附录《地名

命名、更名，复名一览表》、《新旧地名对照表》以及《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和((地名

首字笔画索引》以供查阅。

本志由邱北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负责编辑。在编写过程中，承县统计局，农业区

划办，教体局、县志办、文化馆、民委、水电局、卫生局，林业局、公安局、工交局，

气象站，电影公司，邮电局等有关部门和区、乡干部、社会知名人士大力支持，更有州

地名办及全州各县地名办的同志帮助审核修改，在此表示感谢I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

平有限，编校中错误缺点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l

邱北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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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北 县 概

邱北县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云南省东南部，距省会昆明402公里。 (经师宗

公路里程)县境略呈椭园形，东西长约100公里，南北宽70公里，总面积5，150平方公

里。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和本省广南县珠琳、者太两区接壤，南与砚山县维摩、

平远、稼依三区毗邻’西南与开远市为邻，西隔南盘江与弥勒县东山区、泸西县三塘区相

望，北与师宗县高良区衔接。南盘江围绕西部边缘，清水江从南向北流经境内8个区出

境，平均海拔1，45l米。

境内山岭纵横，河谷幽深。整个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呈阶梯状倾斜。东北

部河流切割较深，高差悬殊大。西部羊雄山最高，海拔2，502米。东部羊街区坝达乡弄位

村最低，海拔782米，高低相差1，720米。因地貌错综复杂，全县基本上是一个以山区为

主的地域。地势起伏大，其中有山地，峰林、丘陵、盆地、谷地。依生产条件具体分为

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坝区、河谷区。因海拔不同，小气候因地而异，有立体气候特

征，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县城七月均温21．5℃，

一月均温8．3℃，年均温16．2℃，年降水量1100—1300毫米，平均相对湿度77％，无霜

期265天左右，日照2056．2,b时。

行政区划：全县“个区、1个镇、99个乡，(其中一般乡60个，民族乡30个，区辖镇5

个，街道办事处3个，居民委员会办事处1个)有1，224个自然村和锦屏镇的23条街巷。

52，996户，331，00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094人。壮、苗、汉，彝、回、白、瑶七种

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60．95％，分布情况是：壮族多住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坝区和

河谷区，彝族、苗族住山区，瑶族在林区，汉、回、白族住坝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

公里66人。
。

据((云南郡县两千年》史料记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就已在此

置官设治，成为祖国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

群舸郡镡封县，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由群舸郡析置兴古郡，为床降都督兴古郡

镡封县，西晋仍之。东晋属梁水郡，南北朝时属南宁州兴古郡，隋为南宁州总管府的昆

州所辖。唐初隶剑南道宁州都督府，天宝后为东爨乌蛮所据，太和间南诏蒙氏并其他，

隶拓东节度。宋大理政权初期为滇东三十七部之一的通海都督维摩部。元初设维摩千户

总把，辖维摩、屈中二千户，隶阿迷万户。’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隶广西路，大德四

年(1300年)设维摩州。明弘治六年(1493年)改土设流，维摩州辖阿母、安、曲部，

大、小维摩五乡。州治初在阿母，(今砚山阿猛)旋为土酋资金资高所据，乃迁曲部。资氏

灭绝后，又为各夷分别窃据八十余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得恢复。清康熙八年

(1669年)裁维摩州，日者乡归弥勒，大、小维摩归广南、开化二府，曲部和阿宜乡并

三乡县。康熙九年(1670年)又裁三乡县并师宗。因地域辽阔，难于治理，雍正九年

J 1

／1



一

(1731年)设分防邱北州同，行政上仍归师宗节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降府为

州，降州为县，降邱北州同为县丞。道光二十年(1840年)升为正县，隶广西州(今泸

西)。辛亥革命后隶蒙自道，后道废，直属省府。1942年划归云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属文山专区。1958年建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邱北属自治州所辖，县人民政府驻锦屏镇。
’

矗邱北彦一名始于清雍正九年设邱北州同时，有人认为是曲部二字的变音，但据

《邱北县志》释义，邱s阜也，高也。境内以暮冶峰最高，而县城建于该峰之北，故日

邱北。民国以后，仍沿用邱北为县名。

1949年3月31日解放，建立邱北县人民政府，区域未变。到1957年泸西县划五槽区，

砚山县划天星，平寨两区归邱北，1966年邱北划永和、大百户、落太邑，补左等乡归砚

山。妊。搿

矿产资源各区均有分布，腻脚区水米冲的煤和铝，洗马塘的水银，温浏区的铁和

铜，官寨区石板坡的煤，日者区沙林果树，拖克均有锑矿，下寨区有硅和滑石，八道哨

区阿丫龙和笼桥的小煤窑属乡镇企业，开采归民用。上述资源，尚未全面开发。

工业t解放前全县仅有少数手工业作坊，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化三改造，从无到

有，逐步兴办。到1984年止，已发展为全民企业12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8个，产。值

145．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33％，此外有个体企业106户(省属六郎洞电厂、清

水江林业局，贮木场未计入)。

农业t全县总耕地面积485，710亩，除国营新沟水产养殖场经营10，713亩外，人均

1．48亩。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小麦、陆稻、养子为主。经济作物有辣椒、花生，油

料。1984年粮食总产19，453万斤，比1980年增7．5％，是1952年的2．66倍。邱北辣椒驰

名中外，1980年曾获国家对外贸易部优质产品证书，畅销全国，远销美国，加拿大、日

本，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县商品率最高的大宗

产品，为满足市场需要，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全县除高寒山区和河谷区外，在双龙营、

树皮、天星、下寨、日者，八道哨六个区内普遍种植，产量不断上升。

林业。邱北属山区县，山区面积808万亩。据1975年省林业部门统计，有林面积

3，961，292亩，占总山面积的43．1％。有林面积中，用材林l，947，700亩，占有林面积的

48．2％，灌木林1，341，000亩，占36．3％，疏林222，292亩，占15．9％。此外，机播和人工

造林45万亩，现巳郁闭成林。清水江、南盘江沿岸河谷区多为云南松，高寒山区、石山区

灌木林居多。

经济林木l油桐，油茶，核桃现有22．6万亩，1980年收油茶14万斤，油桐45万斤，

核桃20万斤，板栗0．5万斤。

畜牧业l现有大牲畜107，175头，比1980年增长22．8％，生猪存栏数151，492头，比

1980年增长27．1％，出栏率为37％。县设畜牧兽医站一个，职T26人。各区均设兽医

站，为保证养殖业的稳步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副业，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专业户、重点户不断涌现，加工，运

输，饮食，服务、建材，建筑，种植、养殖、缝纫、经销均有较大发展。

渔业s全县河流，湖泊、水库、坝、塘较多，水资源丰富，水产品有鲤鱼、鲫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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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油鱼、鳝鱼、江鳅等，历史上不重视管理，只捕不养。1960年以后，由外地引进

草，鲢等鱼苗，大部分天然塘堰人工水库均已放养。据统计，全县有固定水面23，000

亩，可供养殖的21，858亩，现仅利用8，859亩。

土特产。我县气候温和，土壤湿度条件有利，植物生长环境优越，菌类资源不少，

如鸡纵、香菇、黑木耳等。此外中药材的种类多达70种以上，分布广泛，人工种植的名

贵中药——三七，也有发展前途，1974年产蛊曾达49，900斤。

农田水利。从1952年到1979年的二十七年中，先后建成全州最大的红旗水库一座，

小(一)型水库4座，小(二)型水库14座，其他小型塘坝101件，控制水容6，300万立方

米。建电力排灌站19座， (其中中型提灌站1座)装机容量1，078千瓦，水轮泵13台，还有

柴油机提水站20站，计743马力，总的有效灌溉面积90，130亩。

水能资源t南盘江是我县的边境河，清水江为境内主干河，另外还有较小的河流76

条，由于地势倾斜，落差较大，水能理论数204，790千瓦，可利用数为82，700千瓦。到

目前已建成水电站4座，装机容量4，164．5千瓦，通电照明的有9个区，37个乡，387个生

产队。水能资源亟待开发，方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交通：解放前邱北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山城，1956年邱北至砚山公路开始通车，到

1984年，全县14个区53个乡通汽车。主干公路一条，纵贯南北，长87公里，通向砚山、

文山、开远、师宗。另有清水江林区公路一条，长54公里，县、区公路总长530公里。

教育。1951年有县办初中一所，小学93所，初中学生153人，小学生4，438人，中小

学教师325人。到1984年发展为完中3所，初中9所，附设初中4所，学生6，360人，教师

404人。小学950所，在校学生56，951人，教师2，041人。幼儿园6所，教师20人，入园幼

ill，208人。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95．3％。中小学生中，少数民族占68％。

文化、卫生。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影剧院、电影公司，新华书店，广

播站、电视差转台、花灯团。在农村中有区办和工会办的电影院5座，集体办简易电影

院6个，电影放映队61个、区文化站5个，广播站8个。

医疗技术队伍不断发展，建国前全县城乡只有1个卫生所和12个私人中药铺。到

1984年底止有县医院、中医院各1个，区卫生院14个，集体卫生院1个，乡(镇)卫生

所93个，防疫，保健，皮防站以及药检所各1个，病床541张，医务工作人员724人。疟

疾基本控制，多发病常见病得到及时治疗。

计划生育。1984年底统计l全县育龄夫妇42，632对，巳采取节育措施的22，846对，

节育率为53．6％。人口出生率为14．8lgo，净增率9．2‰，多胎率37．81％，比1982年降

19．Ol％。

科技s全县共有各种技术人员607人，其中已评定技术职称的有工程师级7人，助

理工程师级85人，技术员381人。自1980年以来，在人工引雨，红壤改良、配合饲料和炉

灶改良等方面做出了成绩，有5个项目获省科研推广成果奖。

文物古迹及纪念地l被列为州级文物保护的有文笔塔，黎天才墓、狮子山石洞崖

匦，县列第一批保护的有黑箐龙“古人类活动遗址黟、梁王堆，和尚塔、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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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镇概况

锦屏镇，是邱北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县境中部偏东南，北纬24。02，东经104。117，东

起三岔河，南临小河边，西迄石缸坝与马头山乡接界，北抵阿拐垭口。是我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总面积7．5平方公里。

民国初年为中区，1936年废区设维新镇，1938年更名锦屏镇。解放后，1955年拆除

旧城墙。人民公社化建鼻一花移公社，1959年改为城关管理区，1962年恢复城关镇，1970

年建城关公社，辖东门、南门、西门三个大队。1980年撤销下寨公社，将其所属祥启，

密纳，下寨、碧松就四个大队并入。1983年恢复下寨区，又将原来划入的四个大队划出，

城关公社仍为城关镇，辖三个大队，一个居民委员会。’1984年体制改革，城关镇为县辖

镇，属区一级建制，辖3个街道办事处，1个居民办事处，同时将城关镇复名锦屏镇。

“锦屏矽取城南文笔山如一锦绣屏障之义而得名。

全镇2，300户，12，439人，其中城镇居民521户，1，373人。有汉，壮，彝，回、苗等

民族，汉族人口10，669人，占总人口的85．8％。

锦屏镇位于邱北坝子东南端，海拔1，452米，平均气温16。C左右。总耕地面积4，360

亩，地多田少，主产玉米、水稻，冬播小麦，油菜。1984年产粮289万斤，亩产429斤，

人均有粮783斤。

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现有工业14户，1984年总产值3，041，100万元，建筑

l户，1984年总造价566，000元，商业2户，1984年营业额60，087，600元，饮食业1户，

1984年营业额285，875元，服务业2户，1984年营业额3，200，000元。
’

全镇有大小街巷23条，其中70％以上为水泥路面。东西正街是县城主干街道，东起

第一旅社，西到渡槽脚，平均宽12米，长1500米，为商业贸易中心。近几年城镇建设日

益发展，新建了人民路和彩云街。

集市贸易l原逢亥、卯，未日赶街，1958年改为星期日，1982年恢复传统街期。

交通：有公路干线南通砚山、文山、开远，北达师宗。各区和清水江林区均已通车。

文教卫生。镇内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电影院、影剧院、花灯团、广播

站、电视差转台等。

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集体办的卫生院一所。医务人员20人，病床20张。历史上

常见的疟疾，疥疮、天花已灭绝。

风景名胜有彩云观和北屏公园，目前彩云观即将修复，文笔山森林公园正在筹建中。

(邱北县] Qiubei Xian汉位于云南省东南部，5，150平方公里，人口33万

余。壮、苗、汉等七种民族。县人民政府驻锦屏镇人民路，原境内暮冶峰最高，县城

建于该峰之北，故名邱北。1，

(人 民路] Renmin Ln汉街道。县人民政府驻地。在锦屏镇西南部，东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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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水泥路，长300米，宽20米。县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相应集中，其间无

居民，是建国后扩建街道。

(锦 屏 镇] JInptng Zhen汉在邱北县中部偏东南，7．09平方公里，12，439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73人a锦屏含义，城南文笔山如锦绣屏障，故名。

[南 街) Nan Jie汉c街道。锦屏镇人民政府驻地。系东、西正街交接处

向南而下的一条街，故名南街。水泥路，长100米，宽6米，原名照壁脚，后改端拱

街，80年改今名。，⋯。、 ．一．． ． 一 ． 。．，．． ．一j一～、

[西门办事处]Xim*n B女,nshichn汉一在锦屏镇西韶辖6条街l条巷，缸5户，
4017人。耕地1，616亩。

C登一高．巷]，Denggao XiAng汉巷。西门办事处驻地。位于城内西北隅的较

高点，过去通称后山。解放前名登高巷，现复名。由官井向北转东西走向，再折南

交西正街，呈“几"字形。长500米，宽3米，泥土路面。
‘

(西正街]Xizh色no Jie汉街道。是邱北城区东西走向的一条主干街道，

水泥路面。东起南街口，西到渡槽脚，全长800米，宽10米。

(常青路] Chan9qin9 L矗汉街道。在锦屏镇西部。沥青路，东起渡槽脚

三岔口，西迄小土桥，长800米，宽10米。有不断向西延伸趋势。两旁均系耕地，二．

取禾苗四季常青之意。 ．，

[环城西路] Huancheng Xild 汉街道。在锦屏镇西北部。沥青路，由渡槽脚

三岔口至北门巷公路交叉处。西南——东北走向，长1公里，宽10米。因是环绕城西

北的一段新公路，故名环城西路。

(小 高 寨)Xiaogaozhai 汉街道。在城西老炮台脚。水泥路，地势稍高而倾

斜，聚落比较凌乱。原名小高寨，文革时改向阳街，现复名。 、

(新 民街]Xinmtn Jie汉1街道。在锦屏镇西南方。水泥路，由彩云街中段

街口起，沿沙沟边东西走向至新石桥，长300米，宽5米。1974年新建街道，故名新

民街。

[东门办事处]Dongmen Batnshlchfi 汉在锦屏镇东部。辖县城东部和北部的5

条街两条巷，742户，3，559人。耕地1，368亩。有文化馆、百货大楼、农行，第一

小学，县财政局等企事业单位驻此。 ，

[护城路) Hdch6ng Lo汉街道。东门办事处驻地。在锦屏镇东部，环城

东路侧，由东门石桥至环城东路口，长300米，宽5米，沥青路面，县医院和县汽

车客运站驻此，位置在城郊边缘，故名护城路。

[北 门街) B歪im6n Jie汉街道。由北桥至新公路交岔口。沙石路，长500

米，宽10米，木材站，农机厂，制球厂、北屏公园遗址均在街内。是1958年新扩建

街道，位置在县城北门外，故名北门街。 ．

[北 门 巷) Beim*n．Xiltng汉巷。此巷分两段，北门内原名川主庙街，北

门外是乱坟茔，1965年始建民房。从彩虹街口起至新公路交叉处。长500米，宽3

米。是由东正街通往北门街的一条巷，故名二Itfl巷。 一
(彩虹街] Caihdng Jie汉街道。自南向北，南端接南城门旧址，北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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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巷口。石板路面，长100米，宽3米。原名寿福衡，因街呈弧形，如空中长虹，

现改名彩虹街。

(油房巷) Y6ufaog Xiang汉巷。自南向北，由东正街至北城墙脚，泥土

路面，长loo米，宽3米。巷内原有榨油作坊，因以得名。，．解放前曾改为光明巷，群
众不习惯，仍用原名。 ⋯。t

‘

．r

(环城东路]Huancheng Dongld汉街道。从南城门旧址到北门街新公路交

叉处，呈半园形。水泥路面，长500米，宽10米，街内有建筑公司、税务局、工商

局j’二旅社、停车场等单位。原名城墙脚；又叫顺城街，因环绕县城东南，故名环
城东路。

[锦屏镇居民办事处] Jtnpingzheng JQminbanshlcha 汉在锦屏镇东正街。

1982年5月成立，管理全镇非农业人口，居民521户，1，378人，散居在各街巷内。

[_东正街)Dongzheng Jie汉街道。是邱北城区东部的一条主干街道。水

泥路面，由东门石桥到南街口与西正街交接，长800米，宽10米，百货大楼，农

行，第--Ib学、印刷厂、财政局、文化馆，影剧院等驻此。为商业、贸易、文化活

一动中心之一。

(南门办事处)Nanm色n Banshich包汉在锦屏镇南部。辖南门内外八条街一条巷，

575户，2，760人。有耕地1，376亩。林业局、粮食局、农业局、水泥厂、物资局等十

多个企事业单位杂处其间。办事处设在立新街。

[立新街]Lixin Jie汉街道。由南城门旧址向南直抵彩云街，即原来的下

廊街和寿星街组合而成。水泥路面，长470米，宽3．2米，含义为破旧立新。

[大 巷]DaxiAng汉巷。由南城门旧址(即所谓一走五岔街，三步两控

桥)起，南北走向到南街止，水泥路面，长80米，宽3米。原名大巷，解放前曾改

为文献街，群众不习惯，仍用原名。

[大营盘]Dayingpan汉街道。水泥路面。从南城门旧址西行，向右拐弯

．至西正街，长420米，宽7米。传说；开州立城时，以此地为兵营，解放前曾改尚武

街，文革时又改要武街，群众不习惯，仍名大营盘。

[小 营盘) Xi直oyingpan汉街道。石板路面。东西走向，东接南街，西接大

营盘，长150米，宽3米。相传开州立城时，这里驻有少数兵卒，故名。解放前曾改中

和街，文革时改反修街，群众不习惯，仍名小营盘。

(红旗街)Hongqi n邑汉．街道。石板路面。东西走向，由南城门旧址起至

县人民政府后面，全长150米，宽3米。原名上廊街，后改红旗街。

(彩云街) Clliyan Jio汉街道。水泥路面。南北走向，由城子山脚向北，

穿过人民路接西正街，长600米，宽20米。内有人行、贸易公司，供电所、中医

院、物资局、粮食局等十多个单位。因此街连接彩云观风景区而得名。

(新兴街)Xinxing Jie汉街道。沙石路面。东接彩云街，西抵老尖山脚，通

称白沙坡，有老尖山仓库和水泥厂在街内，长700米，宽5米。含义为新时期兴建街道。

(新华街]Xinhua Jie汉街道。泥土路面。由气象站到莲花塘，长486米，

宽4米，新建街道。含义为新兴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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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头区概况

冲头区在邱北县西部。东与本县腻脚区相连，南靠开远县中和营区，西和弥勒县江

边区接壤，北连弥勒县东山区。区公所驻冲头，海拔1，800米，距县城72公里。

冲头区1970年以前是腻脚区的一个乡，1971年析置冲头公社，1984年改为区。因区

驻地冲头地处花园沟，蚌厂沟，水头沟、老熊箐沟等四条山冲的顶端，故名。辖小江

口，冲头、大路边、新店、小平地、蚌厂六个乡，97个村，2，030户，13，277入。有彝、

苗、壮、汉四种民族，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

全区除小江口乡位于南盘江边气候炎热外，其余各乡均属高寒山区，海拔1800米以

上，无霜期200天。年均温15．3℃。山高坡陡，道路畸岖，村寨分散，气候寒冷，是该区

主要特点。 一

全区有耕地21，672亩，其中稻田1，742亩，主产玉米。1984年全区产粮859万斤，平均

亩产299斤，人均有粮636斤。

本区草坡和林间草地占地面积较大，牧草资源丰富，适合发展畜牧业。据1979年统

计。有黄牛2，664头，水牛476头，马86匹，骡、驴565匹，山羊、绵羊3，607只。

森林覆盖面积35万亩，多为近几年新造的幼林。

境内有省属江边林业局五场和省属六郎洞电站。乡镇企业有缝纫社、铁业社及旧式

小型榨糖厂。 ，

文教卫生事业。冲头区解放前是一个几乎没有教育设施的空白区，解放后发展较

快，现有小学68所，在校学生2，300人，附设初中三班，在校学生127人，全区有电影放

映队2个，卫生院一所，病床20张，医务人员7人，乡卫生所6个，乡村医生及卫生员9

人。 ．

交通：有简易公路经腻脚通县城，另有林区公路通开远。全区除大路边、小平地两

乡外，其余4个乡均通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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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头 区) ChOnfltou Qn汉在邱北县西部，区驻地距县城72公里。面积

459．63平方公里。辖6个乡，97个村，2，030户，13，277人．壮、苗，彝、汉四种民

族。耕地21，614亩。以驻地得名。

[冲 头) Chongt6u汉村。区和乡驻地，山区。彝，汉二种民族，29户，

175人。地处四条山冲顶端，故名冲头。

(冲 头乡) ChongtOu Xiang汉在冲头区中部，山区。辖18个村，357户，

2，414人，苗、彝、汉三族。耕地5，002亩。以驻地冲头为乡名。

C小安村]XiAo百n：Cfin苗村。在冲头西北16公里。山区。苗、汉二族，

11户，87人。小t汉语，安：座落。即居住在小地方。

(大 地]Dadl汉村。在冲头西北11公里。山区。苗族，31户，219人。村

边有块较大耕地，故名。

[水 头) ShuItou汉村。在冲头北方13公里。山区。苗，汉二族，12户，

94人。因位于夸墨河的发源地，故名。

(舍 冲] Shechong彝村。在冲头北方8公里。山区。苗族，10户，66人。

舍t箐，冲。汉语，即村子建在有箐的冲里。

(者 秋] Zheqia苗村。在冲头西北10公里。山区。苗族，16户，117人。

·村名含义是打秋千。传说建村前牧童在此大树上悬藤作秋千戏。

(麻絮树) M矗hsha汉村。在冲头西北8公里。山区。苗族，16户，102人。

以当地麻栗树多得名。

[窝铺裹) WopazhAi汉村。在冲头西d}：．10公里。山区。彝族，34户，211

人。从前此地是一农点，盖过窝铺，后建村，故以矗窝铺黟为村名。

(大麦冲]DamMchong汉村。在冲头东北7公里。山区。苗族，15户，118

人。因地处山冲，又最先引进大麦试种成功，故名大麦冲。

[喂羊沟] WeiyAngou汉村。在冲头北方5公里。山区。苗族，25户，182

人。因附近牧羊人均赶羊到此沟喂水得名。

(老街子)LAojiezI汉村。在冲头东北3公里。山区。苗族，37户，253人。从

前曾在此赶过街得名。

(树租 白] ShazQbM彝村。在冲头西北7公里。山区。彝族，15户，94人。

树：素的变音素，租。吃斋，白。山坡，即山坡上有吃斋的人。

(出水寨] Chflshuizhai汉村。在冲头西方4公里。山区。苗族，12户，95人。

因村旁有泉水得名。

[太平 山)TMpingshan汉村。在冲头东方2公里。山区。彝族，10户，64

人。传说过去因民族隔阂发生过争斗，经在此和解后，即和睦相处，故名太平山。

[高 寨] Gaozhai汉村。在冲头东方5公里。山区。苗族，23户，159人。村

子座落在较高处，故名。

(大转 弯] D矗zhu矗nwan汉村。在冲头西南8公里。山区。苗族，24户，156

人。因寨子位于大山弯处，故名。

(千田坡] Ganti矗np5汉村。在冲头西方4．5公里。山区。苗族，10户，84

9



j。人。虽地处山区，却有少量雷响田，故名。

i【用子胜]，’P6rigztsheng．’汉’村。+在冲头西南4公里。山区。苗族，16户，躺人．

原名桐子村，音讹为今名。建村前此地有桐树。 ⋯

(蚌厂 乡) B色ngchAn9 Xian9壮位于冲头东北部19公里。山区。辖15个村，

270户，1，778人。苗、壮、彝、汉四种民族。耕地2，129亩，以驻地得名。”，

[蚌． 厂)一Bengchang壮。村。乡驻地。山区。壮i汉二族，41户，263人；

原名蚌常，、因与平寨区蚌常乡重名，故改蚌厂。．蚌s地方f厂。山包，即村子建在

小山包上。
“

．?

‘

(拖 戛)Tuojia彝村。在蚌广西北7公里。山区。彝、汉二族，36户，229

人。拖：松树，戛。读(g矗)1--_边，即松林上边的寨子。

[山 恒] Shanh色ng彝村。在蚌厂西部10公里。山区。彝、汉二族，40户，

241人。因村旁桑树多得名。 ”

(黑 戛)H色ijia 彝村。在蚌厂北方2公里。山区。苗族，9户，60人i黑：

．塘子，．戛t (读ga)上边。即村子建在塘子上方。 一 ’·

[大水井)Dashuijlno汉村。在蚌厂西北5公里。山区。苗族，13户，7§人。

、以村边一水井为村名。 ‘；

(石蚌沟] Shtbenggou汉村。在蚌厂东北5公里。山区。苗族，10户，77

人。以村旁箐沟中石蚌多而得名。
’

，

；

[龙 潭]L6ngtan汉村。在蚌厂西北13公里。山区。苗族，9户，74人。

因村边有一小水潭，俗称“龙潭"，故得名。 一

(大树脚)Dashtljilio汉村。在蚌厂西南9公里。山区。汉族，7户，44人。

村子在一丛大树下面，因以得村名。
’

．
～ ’^ 。 o

[倮 ’朵)Lu6du_6 4彝一村i在蚌厂西南7公里j‘山区。苗、汉二族，22户，

145人。倮朵，意为老虎足迹。因村旁箐沟内石板上有天然的老虎足迹，故

名。
’，^ ，” 。

(老龙树)Laolongsha汉村。在蚌厂西南2公里。山区。苗、彝二族，29

户，198人。村后有大树，村民在树下祭龙而得名。 ． 一·～

(大黑树下寨)Daheishfzxiazhai汉村。在蚌厂东南3公里。山区。苗族，7户，

58人。此村建在大黑树上寨下方，故名。
‘

一

(三工段] Sangongduzxn汉 村。在蚌厂西南4公里。林区。苗，汉二族，|8

户，22人。原为江边林业局三工段，工段撤销后，群众定居，’即以工段为村名。

(小黑箐]Xiaoheiqing汉村。在蚌厂西南8公里。山区。汉、苗二族，3户，

14人。村子位于树林茂密的小箐边缘，故名。 ，

(大黑树上寨] Daheish讧shengzh鱼i汉村。在蚌厂东南4公里。山区。苗族，1l

户，68人。村前有一大树，枝叶茂密，俗称大黑树，村以树得名。’

[拖 底]Tuodi彝村。在蚌厂西南9公里。山区。苗、汉二族，27户，194

人。拖：松树，底：独，即村旁有一株大松树，故名，村于树名。‘j ⋯、．，、

f小平地乡)。XiAopingdI XiAng汉。在冲头东北部14公里。山区。辖17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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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户，2，140人。苗、彝、汉三族，耕地5，033亩，乡政府原驻小平地，后迁大平

：：．地仍沿用小平地为乡名。

(大平地]DApingdi汉村。乡驻地。山区。苗族，9户，66人。四周皆山，

·1·居中有一平地，建村在此，故名。

(小平 地]Xifiopittgdi汉村。在大平地西方0．5公里。山区。苗，汉二族，

-24户，163人。村子原小于大平地，相对得名。

[团 山]TuAnshan汉村。在大平地东北5公里。山区。苗族，37户，251

人。以村旁山形得名。

[垭 口 寨] Yak6uzhAi汉村。在大平地西北5公里。山区。彝、汉二族，21户，
⋯

93人。因村坐落在山垭口，故名。

(阉鸡 寨] Yanjizhai汉村。在大平地西北3公里。山区。苗族，15户，139人。

从前该村有人会阉鸡而得名，阉：方音读(Xian)。

(祖 呢) Zfini彝村。在大平地东：：IL5公里。山区。彝族，13户，94人。祖：

住地，呢；小，即住地狭小。

<舍 龙] Sheldng彝村。在大平地东二[LIO公里。山区。苗、彝、汉三族，
’‘

20户，159人。舍：箐，龙：冲，意为村子在箐边的山冲。

(新 火 山]Xinhu6shan汉村j在大平地西南3公里。山区。苗、汉二族，3
2 户，25人。系由老火山迁出新建村，故名。

(落马脚]L6majifio汉村。在大平地东方3公里。山区。苗族，4户，27人。
‘

落马脚，即骡马脚的讹写，因此地石岩上，有骡马脚印，故名。

(大石头)Dashit6u汉村。 在大平地东方7公里。山区。苗族，8户，63

人。寨脚有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故以此为村名。

(三 家] Saniia汉村。在大平地东南10公里。山区。苗族，11户，78人。
‘

初由发克地迁来三户建村，故名。

(家 七) Jiaqi苗村。在大平地东北7公里。山区。苗族，33户，211人。最

初只有七户人家，名七家，苗族倒语为家七。 i

[桂花洞] GuihuadOng汉村。在大平地东南10公里。山区。汉族，11户，

78人。传说曾有乞丐在此住过，得名花子洞，含义不雅，解放后改名为桂花洞。

(垮 山) Ku百shlln汉村。在大平地西南3公里。山区。苗、汉二族，34户，

179人。村旁有一石山垮塌，故得名。

(鲁古城)Lagftcheng彝村。在大平地南方2公里。山区。苗、彝二族，26

户，171人。鲁：石头，古i养子，城。冲，即石头多的养子冲。

(老火 山]LAohu6shan 汉村。在大平地东南4公里。山区。苗族，14户，

77人。从前此地燃烧过巨大山火，故名。

(发克地] Fak6di汉村。在大平地东南9公里。山区。苗、汉二族，60户，

422人。包括发克地、上寨、对门寨、老寨四村。因扩建相连，统称发克地。此地

原为李姓居住，生活贫困，后有客户舒姓迁来，骤富，因名发客地，后客演化为
01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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