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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文件

新政发(1983)5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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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地名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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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较强的工作。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

；活和国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谓和书写是否正确与统一，直接关系到国家

1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际交往和外事工作的大

事，因此，必须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_I 我县地处山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县，许多地名，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出现了

李 不少一地多名，异地同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译音不准或含义不健康等现象。特别是在

．§ 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大搞“一片红"，给地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巷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我县自1981年5月开始至1982年10月为止，

： 对全县原有2，495条地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全面普查，经过内核外调和增(增新村)删

自 (删废村)，录取了现行地名2，347条，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反复考证核实，结

； 合地名来历含义、地理特点和群众习惯称谓，作了认真严肃的地名标准化和民族语地名译写

’i 汉字规范化处理。为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特编辑出版了《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

g 县地名志))和1：12．5万《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图))，现予审定颁发。

：鬻 今后，凡使用新平县地名时，如印鉴，行文，书写、制图、制表，路标署名、称呼等，

委 均应以本志为准，不得擅自更改，如因特殊原因，需要更名或新命名者，必须按国务院国发

j气 (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严格履行报批手续，报经县

：巴 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方为有效。

公元1983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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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是地球上一切地物的文字符号或标记，是人民

群众之间和国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

地名的称谓及书写是否正确与统一，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

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需要的大事情。因此，搞好地名普查，逐步实现

地名标准化和民族语地名汉字译写规范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则是时代的需要。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是在省，地地名委员会和地名领导小组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文件精神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要求，成立了新

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有关人员和热爱此项工作的

同志，组成工作班子，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实事

求是地开展起来的。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基础。整个工作，经历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地调

查，资料汇总核实，整理文，图、表，卡，四项成果检查验收，六个过程。在做法上采取了

领导、群众与专业人员三结合的办法，对全县原有2，495条地名的现状，来历、含义，演变

和地理概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全面调查。在认真考证核实、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作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受“一片红”影响而

被搞乱的地名恢复过来，对含义不健康或带有岐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地名，按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第七章规定的审批权限，

履行了法定的命名，更名审批手续，对废村和新增村名，在图上作了新的标注和增删。整个

地名普查工作，自1981年5月起至1982年10月止，历时18个月，完成了文、图，表，卡四项

成果的上报和验收，并编辑出版了《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地名志))。

本志以国务院《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为依据，

以1979年版1：5万地形图和基层地名普查表为基本资料，共辑录了现行标准地名2，347条。

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30条，自然村(包括片村)名称1，544条，街、巷，路(包括区片)名

称29条，具有独立方位并有地名意义的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53条，人

工建筑物123条，风景名胜(包括革命纪念地、革命烈士陵园、游览地，古迹)名称5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39条，农、牧点及地片名称124条。

本志共辑入了彝语地名570条、。傣语地名275条，哈尼语地名2l条，合计866条，占地名总

数2，347条的36．91％。关于民族语地名译写汉字的问题，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对原来译写

中的一名多译，译音不准，用字不当等，均作了规范化处理。有的地名，虽然在译写上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如漠沙的漠字，应译写为磨字，但为了照顾当地群众的书写使用习惯，这次

也仍然使用了漠字。

本志所引各类数据，均采用县统计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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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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