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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善县人民政府文件

永政发(1983)23号

关于出版《永善县地名志》《永善县地图》的

通 知

各公社，大队管委，县属各委，办，局，各厂矿企事业单位t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

含意是否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民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

往的大事。我县的部分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大，出现了一些重名，一地多名，一名

多写、含义不好，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等现象，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

大搞地名。一片红”，随意更改了一些地名，破坏了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及群众习惯称谓，使

地名造成一定的混乱。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

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从1981年5月至1982年4月，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

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云南省人

民政府云政发(1981)35号文件的补充规定精神，对全县3138条地名作了核调，进行了规范

化、标准化处理，整理出图，文、表，卡四项成果，在此基础上编纂出《永善县地名志》，

《永善县地图》，并报经上级审查认可，决定付印出版供各部门使用。

自1982年5月30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标门牌等，凡使用地名

称谓时，一律按《地名志》中的标准名称为准。今后若需要更改地名，必须按管理审批权限

办理报批手续，非经批准，不得随意更改。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寸五日

注：通知中称：谓， “公社”今已改称区公所， “大队管委”今已改称乡人民政府。为

保留原文，故未作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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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中的重要交际工具，它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和变异。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用。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错乱现象。对地名进行全

面系统的普查，考证、编辑，结束含混错乱现象，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7不仅能补益祖

国文化宝库，而且能为国际交往，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有利于维护国家尊

严，增强民族团结，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永善县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县的党、政领导下。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按

照《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以省测绘局一比五万及一比十万地图为基础材料。从一

九)k--年五月开始，到一九八二年四月结束。共普查了各类地名3155条，基本搞清了各条地

名的历史沿革，来历含义、地理位置，建制现状等。并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使之有了

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

在地名普查考证中，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注重地名的政治佳、政

策性、科学性、稳定性。在3155(tt)条地名中，沿用的地名1934条，增补的地名499条，勘误

(音误，错标，错注等)的地名601条。县内乡同名，或含义不健康，有侮辱民族性质的，

按规定的审批手续进行更名的地名7条。将。文革”期间任意篡改的地名恢复成原名的地名

114条。

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参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质量要求，又反

复进行核实，认真推敲，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编辑成了《云南省永善县地名志》。收录的主要

内容有：一，前言、永政发(1983)第23号文件，即：《关于出版。永善县地名志”，。永善

县地图”的通知》，二，永善县地图，三、永善县概况，四，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2274

条，五，企事业单位名称56条，六，人工建筑物名称80条，七，名胜古迹及纪念地名称6

条，八，自然地理实体740条，九、附录(附有。地名更名，命名表，新旧地名对照表，地

名索引等)。此外还穿插了图片21幅。

在使用时请注意：①标准名称的汉字是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准。别

名，曾用名，方言读音均在简注栏内加注说明。②录入数据截止于一九八O年十--,E]底。

③J亨位：区奠基范司，乡2上置范围，自然忖以现今乡驻地自然村进行标注。距离为图上直

线距离。④自然地理实体以乡范围标注，所用海拔及面积是以一比五万《地形图》等高线及

方里围计算的相对数。⑤排列顺序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从北往南。由西向东。⑥《永善

县地名志》根据有关规定，系内部使用资料，不公开发行，应注意妥善保存。

在地名普查，编辑的工作中，得到省，专地名办的亲临指导，得到四川省雷波县地名办

和民族文字语言研究委员会，永善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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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志》由永善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组办公室负责编辑．参与主编的有骆明，
，刘崇明，谢正熙，吕 景等同志。此外罗 元、胡常俊、代开敏，李正镛，

、谭宗祥，冯英，刘文志等同志参加了编志的前期工作。由于编辑入员缺

化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难免，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1984年农村体改中新增行政区lT条．

永善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录

(一)’永善县概况⋯⋯⋯⋯⋯⋯⋯⋯⋯⋯⋯⋯⋯⋯⋯⋯⋯⋯⋯⋯⋯⋯⋯⋯⋯⋯⋯⋯1

(二)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5

景新镇概况⋯⋯⋯⋯⋯⋯⋯⋯⋯⋯⋯⋯⋯⋯⋯⋯⋯⋯⋯⋯⋯⋯⋯⋯⋯⋯⋯⋯5

景新镇、街，巷、路⋯⋯⋯⋯⋯⋯⋯⋯⋯⋯⋯⋯⋯⋯⋯⋯⋯⋯⋯⋯⋯⋯；⋯”6

．桧溪区概况⋯⋯⋯⋯⋯⋯⋯⋯⋯⋯⋯⋯⋯⋯⋯⋯⋯⋯⋯⋯⋯⋯⋯⋯⋯⋯⋯⋯7

’桧溪区、乡、_⋯自然村j片村，农点⋯⋯⋯⋯⋯⋯⋯⋯⋯⋯⋯⋯⋯⋯⋯⋯9

井底区概况⋯⋯⋯⋯⋯⋯⋯⋯⋯⋯⋯⋯⋯⋯⋯⋯⋯⋯⋯⋯⋯⋯⋯⋯⋯⋯⋯⋯25

井底区、乡、自然村、片村⋯⋯⋯⋯⋯⋯⋯⋯⋯⋯⋯⋯⋯⋯⋯⋯⋯⋯⋯⋯⋯27

佛滩区概况⋯⋯⋯⋯⋯⋯⋯⋯⋯⋯⋯⋯⋯⋯⋯⋯⋯⋯⋯⋯⋯⋯⋯⋯⋯⋯⋯⋯37

佛滩区，乡，自然村、片村⋯⋯⋯⋯⋯⋯⋯⋯⋯⋯⋯⋯⋯⋯⋯⋯⋯⋯⋯⋯⋯39

团结区概况⋯⋯⋯⋯⋯⋯⋯⋯⋯⋯⋯⋯⋯⋯⋯⋯⋯⋯⋯⋯⋯⋯⋯⋯⋯⋯⋯⋯46

团结区，乡，自然村⋯⋯⋯⋯⋯⋯⋯⋯⋯⋯⋯⋯⋯⋯⋯⋯⋯⋯⋯⋯⋯⋯⋯⋯47

务基区概况⋯⋯⋯⋯⋯⋯⋯⋯⋯⋯⋯⋯⋯⋯⋯⋯⋯⋯⋯⋯⋯⋯⋯⋯⋯⋯⋯⋯56

务基区、乡，自然村、片村⋯⋯⋯⋯⋯⋯⋯⋯⋯⋯⋯⋯⋯⋯⋯⋯⋯⋯⋯⋯⋯57

马楠区概况⋯⋯⋯⋯⋯⋯⋯⋯⋯⋯⋯⋯⋯⋯⋯⋯⋯⋯⋯⋯⋯⋯⋯⋯⋯⋯⋯⋯66

马楠区、乡，自然村、片村⋯⋯⋯⋯⋯⋯⋯⋯⋯⋯⋯⋯⋯⋯⋯⋯⋯⋯⋯⋯⋯67

黄华区概况⋯．．．⋯⋯⋯⋯⋯⋯⋯⋯⋯⋯⋯⋯⋯⋯⋯⋯⋯⋯⋯⋯⋯⋯⋯⋯⋯⋯76

黄华区，乡，自然村，片村⋯⋯⋯⋯⋯⋯⋯⋯⋯⋯⋯⋯⋯⋯⋯⋯⋯⋯⋯⋯⋯78

莲峰区概况⋯⋯⋯⋯⋯⋯⋯⋯⋯⋯⋯⋯⋯⋯⋯⋯⋯⋯⋯⋯⋯⋯⋯⋯⋯⋯⋯⋯98

莲峰区、乡、自然村，片村⋯⋯⋯⋯⋯⋯⋯⋯⋯⋯⋯⋯⋯⋯⋯⋯⋯⋯⋯⋯⋯100

墨翰区概况⋯⋯⋯⋯⋯⋯⋯⋯⋯⋯⋯⋯⋯⋯⋯⋯⋯⋯⋯⋯⋯⋯⋯⋯⋯⋯⋯⋯122

墨翰区，乡、自然村，片村⋯⋯⋯⋯⋯⋯⋯⋯⋯⋯⋯⋯⋯⋯⋯⋯⋯⋯⋯⋯⋯123

大兴区概况⋯⋯⋯⋯⋯⋯⋯⋯⋯⋯⋯⋯⋯⋯⋯⋯⋯⋯⋯⋯⋯⋯⋯⋯⋯⋯⋯⋯141厂

大兴区，乡、自然村，片村⋯⋯⋯⋯⋯⋯⋯⋯⋯⋯⋯⋯⋯⋯⋯⋯⋯⋯⋯⋯⋯14 z

码口区概况⋯⋯⋯“⋯⋯⋯⋯⋯⋯⋯⋯⋯⋯⋯⋯⋯⋯⋯⋯⋯⋯⋯⋯⋯⋯⋯⋯·154

码口区，乡．自然村，牧点⋯⋯⋯⋯⋯⋯⋯⋯⋯⋯⋯⋯⋯⋯⋯⋯⋯⋯⋯⋯⋯155

茂林区概况⋯⋯⋯⋯⋯⋯⋯⋯⋯⋯⋯⋯⋯⋯⋯⋯⋯⋯⋯⋯⋯⋯⋯⋯⋯⋯⋯⋯164

茂林区、乡、自然村，片村⋯⋯⋯⋯⋯⋯⋯⋯⋯⋯⋯⋯⋯⋯⋯⋯⋯⋯⋯⋯⋯166

(三)企事业单位⋯⋯⋯⋯⋯⋯⋯⋯⋯⋯⋯⋯⋯⋯⋯⋯⋯⋯⋯⋯⋯⋯⋯⋯⋯⋯⋯⋯189

企业，事业、场站、台、渡口．道班⋯⋯⋯⋯⋯⋯⋯⋯⋯⋯⋯⋯⋯⋯⋯⋯⋯189

(四)人工建筑物⋯⋯⋯⋯⋯⋯⋯⋯⋯⋯⋯⋯⋯⋯⋯⋯⋯⋯⋯⋯⋯⋯⋯⋯⋯⋯⋯⋯193

蒿枝坝水库概况⋯⋯⋯⋯⋯⋯⋯⋯⋯⋯⋯⋯⋯⋯⋯⋯⋯⋯⋯⋯⋯⋯⋯⋯⋯⋯193

水库，堰沟、电站、桥⋯⋯⋯⋯⋯⋯⋯⋯⋯⋯⋯⋯⋯⋯⋯⋯⋯⋯⋯⋯⋯⋯⋯194

t 誊 ’



(五)

(六)

(七)

(八)

名胜古迹⋯⋯⋯⋯⋯⋯⋯⋯⋯⋯⋯⋯⋯⋯⋯⋯．．．⋯⋯⋯⋯．．．⋯⋯⋯⋯⋯⋯⋯701

烈士陵园，烈士墓⋯⋯⋯⋯⋯⋯⋯⋯⋯⋯⋯⋯⋯⋯⋯⋯⋯⋯⋯⋯⋯⋯⋯⋯⋯201

自然地理实体⋯⋯⋯⋯⋯⋯⋯⋯⋯⋯⋯⋯⋯⋯⋯⋯⋯⋯⋯⋯⋯⋯⋯⋯⋯⋯⋯203

五莲峰概况⋯⋯⋯⋯⋯⋯⋯⋯⋯⋯⋯⋯⋯⋯⋯⋯⋯⋯⋯⋯⋯⋯⋯⋯⋯⋯⋯⋯203

山脉、山，坡、山口、地片⋯⋯⋯⋯⋯⋯⋯⋯⋯⋯⋯⋯⋯⋯⋯⋯⋯⋯⋯⋯⋯204

金沙江概况⋯⋯⋯⋯⋯⋯⋯⋯⋯⋯⋯⋯⋯⋯⋯⋯⋯⋯⋯⋯⋯⋯⋯⋯⋯⋯⋯⋯250

江，河，箐、瀑布、峡、水潭⋯⋯⋯⋯⋯⋯⋯⋯⋯⋯⋯⋯⋯⋯⋯⋯⋯⋯⋯⋯251

附 录⋯”“⋯⋯·⋯·⋯⋯””⋯⋯⋯⋯⋯⋯一⋯⋯⋯⋯⋯⋯⋯“⋯·”⋯⋯··”259

1． 永善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大队及县城街道使用标准名称的通知》⋯⋯259
2．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水善县区、乡，镇建置和区域划分的批复》⋯⋯261

3． 永善县人民政府文件《关于永善县部分地名命名，更名的通知》⋯⋯⋯263

4．新旧地名对照表⋯⋯⋯⋯⋯⋯⋯⋯⋯⋯⋯⋯⋯⋯⋯⋯⋯⋯⋯⋯⋯⋯⋯⋯269

6．首字笔画索引⋯⋯⋯⋯⋯⋯⋯⋯．．．⋯⋯⋯⋯⋯⋯⋯⋯⋯⋯⋯⋯⋯⋯⋯⋯274

6．首字音序索引⋯⋯⋯⋯⋯⋯⋯⋯⋯⋯⋯⋯⋯⋯⋯⋯⋯⋯⋯⋯⋯⋯⋯⋯⋯294

J舌 记⋯⋯⋯⋯⋯⋯⋯··⋯⋯·⋯“一⋯⋯⋯“⋯⋯“⋯⋯⋯⋯⋯⋯⋯⋯⋯⋯·315



I

q
一

永善县概况

永善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县城景新镇。总面积2789平方公里。东接盐津、大关，南连

昭通，西临金沙江，与四川省金阳，雷波县隔江相望，北至绥江。下辖井底，团结，桧

溪，佛滩，大兴、码口，茂林，墨翰，莲峰，黄华，务基，马楠等十二个区，_个镇即景新

镇。133个乡(镇)，2747个生产队，2069个自然村。62995户，319456人．总入口中汉族58197

户，296021人，占92．7％，苗族2324户，11406人，占3．6％，彝族2316户，11203人，占3．5叻，

回族152户，808人，占0．025％，其余有白族、傣族、撒尼族，纳西族等共六户，18人，占

0．0056％。

据史料记载：永善县早在西汉时属益州犍为郡的朱提县地。东晋属南广郡地。隋朝属开

边县地。唐初复属朱提县地。南诏时属爨部地。宋朝大理国时属小乌蒙地。元朝隶属于乌蒙

路。明朝属四川乌蒙府。据《云南各县疆域资料》载：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云贵总督

鄂尔泰督将哈元生率兵平定鸟蒙黑垮之乱，始改隶云南，设置昭通府，又在米贴设知县，教

谕，典吏等官，于副长官司(即副官村，今绥江，当时属永善辖)设巡检，以昭通镇右营游

击分驻，抚驭乌西一带。时值米贴夷目禄永忠死，其妻禄氏掌其地，对改土归流抗不服调。

雍正六年三月，遣兵援剿左协副将郭寿域领兵三百往喻。而禄氏阳为纳款，阴蓄逆谋。于三

月二十四日夜半率夷目毛脸·乌基等叛，郭及其兵卒三百无一幸存。报闻，发大兵灭之。清廷

遂钦命其名日永善县。知县杜思贤与分防永善游击马秉伦相度地宜谓米贴形势狭陷，距郡险

远，绘图合请上宪。始迁夷目普伍所居之台都(今莲峰)地置县治焉。”又因副官村地方辽

阔，巡检不足管辖。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改巡检署为分县署，设县丞一员，驻扎副官

村。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于副官村设正县。此后绥江即不再属永善管辖。

本县地处金沙江和关河之间，左右靠水。 。二水”为。永”。老子《道经》日： 。上善

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清朝钦定。永善”县名，有安抚人民，劝善归化，希望永远善良

之义。

永善于一九五O年三月二日解放。三月十六日建立永善县人民政府于老县城莲峰。一九

五一年一月迁到井田镇(1962年更名景新镇)至今。’

境内山脉以五莲峰山系为主体。此山系北起绥江县莲花山(主峰1875米)，经大关夼凼

坪(主峰2608米)茂林长海大坪子(主峰3199．5米)直至巧家县药山(主峰4040米)，构成

了由北向南渐次抬升的向斜皱褶。境内主要溪河，南北部和中部有桧溪小河、大毛滩河，井

底小河、龙冲河、鲁溪河，沙河、金沙小河等，都是从五莲峰的群山间向西北流入金沙江，

东南部则有梅家河、茂林河、丘家沟，上小河、下小河，流入关河，汇入横江后注入金沙

江，形成了江岸悬崖陡峻，河谷狭长幽深，山蜂连绵起伏的地形。地表有悬崖，冲沟、山

垮，坪子，溶洞，瀑布，沙丘等多种复杂地貌。《县志》记述的“永善八景”现在还有：五

莲奇蜂(在莲峰)，金锁重关(在黄华)，回龙积雪(务基)，金江石虎(井底鲤鱼石)、

太乙仙踪(佛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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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又发生

7．1级强烈地震，震中在向阳乡以西四公里的钟家坪(属大关县)。造成山垮房倒，本县死

000余人，但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扶持下，各族人民较短时间内就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

十二个区都不同程度地能够修小型水N-r程，引山间溪流灌溉和发电。金沙江流经本县

187公里，滩多流急，治江九个区中仅有四个区可季节性通航。金沙江巨大的水力资源有待

开发。 一一 一 一 ⋯ ～⋯

全县总面积折合418．4万亩，其中耕地有521480亩，占12．4％，有林地602565亩，占

14．4％。林地中有解放后新造林220920亩，原始林约7万亩，全县有草场82万亩，占总面

积的19．6％，宜林荒山120万亩，占总面积的28．6％，众多的荒山草场和立体型的气候特点

为发展农，林、牧和其它多种经营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

本县以农业为主体，1980年全县总耕地面积521480亩，总播种面积634978亩。农业总产

值315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9．9％。粮食总产量最高年是1978年，15107万斤，平均亩

产265斤，比1952年的142斤增长86．6％。1980年牲畜存栏数283045头。

江边河谷地区l耕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5叻，粮食作物有稻谷、包谷、小麦、薯类，

产量占全县的22．5％，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桐，枧(乌桕)、柑桔、花椒、芋片等，

1 980年产甘蔗5720万斤。 ·

半山区，耕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29．44，粮食作物有稻谷，包谷，小麦、薯类，产量

占全县的38．1叻。经济作物有茶叶，油菜子等。 j

高二半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县总耕地的26．7％．粮食总产量占全县总产置的23．9％。主
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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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包谷、洋芋，黄豆等粮食，油料作物有兰花子，木漆、竹笋、蜡虫等土产，竹笋年出口量

可达685吨。

高寒山区，耕地面积占全县总耕地的28．9％，粮食总产量占全县总产量的15．5％。主产

洋芋，养子，燕麦，并产党参、天麻，当归等药材。有草山72万亩，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

势。

解放后，水利建设有较大发展。巳建成小(一)型水库二座。设计库容518万立方，小

(二)型水库七座，设计库容541000立方。正在建设中的中型水库一座(蒿枝坝水库)。现

、有小型塘坝和渠堰156件，控制库容共达374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71159亩，比1952年的

40380亩，增加了76．2％。

全县工业总产值1952年128万元，1980年上升为411万元，增加2．2倍。占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的10．1％。其主要工交企业有金沙铅锌矿，县水力发电厂(装机840危)、县农机修

配厂、汽车队，金江航运公司、大兴糖厂、黄华糖厂等。另有乡镇小水电站49个，装机1930殛，

农用机械总动力15747马力。
‘“

1958年修通了昭(通)永(善)公路，一九八O年修通了永(善)绥(江)公路主干

线。两条干线接连，县内总长214．5公里，途经茂林，莲峰、马楠、井底，佛滩，桧溪等六

个区。从干线到码口，墨翰、务基、黄华、大兴，团结等区所在地又修了六条支线，全县公

路总长5G1．5公里。此外从团结区经双河乡又修了一条公路至大关县海口连接昭、绥线。全

县12个区和49个乡通了车。

1950年，全县只有初中两个班，学生60人，小学44所，学生4303人。到1980年，已办有

县属四所中学，一所师范学校，16所区中心小学附设初中班，共有中学生6511人(包括中师生

165人)。现有公、民办小学606所，其中完d',177所，完小中公办127所。共有在校生42695人．

县幼儿园和各公社幼儿班共有入学幼JLl626人，全县有中、小学教师2408人，其中公办教师

1151人，民办教师1257人，县办有广播站、电影管理公司，文工队。县文化馆有藏书23078
。

册。1980年新建成的影剧院有1400个座位。各区共有广播站12个，电影队6个。

卫生方面，办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联合诊所各一所；地段医院4所，区卫生

所8所，麻疯医院4所。乡镇办有合作医疗站28个。全县共有病床245张，医务人员512人，

其中全民所有制医务人员297人，农村医生215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1976年的27．9‰，下

降到1980年的8．37‰。

现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站、气象站、籽种公司、农机研究所等专门机构，成立了县

科委和科协，共有科技人员104人，其中授予技术职称的64人。

为怀念在解放永善时剿匪和平息四川凉山叛乱作战中牺牲的烈士，大兴、莲峰，黄华等

区共修烈士陵园三个，全县共有烈士墓53座。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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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新镇概况

景新镇又名井底，即今永善县城。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一月由莲峰迁驻于此。位于

县境北部，在井底区范围内。东北部接农场乡，西南部与四角乡相邻。总面积1．4平方公

里。有五条街、五条巷，三条路，共1602户，7077入。其中农业人口368户，2463入。有

彝，苗，白，撒尼等少数民族128人，占总人口的0．21％。镇内管辖的三个农业村有耕地589

亩．(注)：主产蔬菜和稻、麦等粮食作物。景新镇每逢农历二、五、八日赶场，可达万人左右。

据永善县志记载：景新镇在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为。井底旧营，⋯⋯昔为荒山，

雍正六年彝变，哈将军安营于此数月，今已开垦成田”。有石碑记载，清乾隆四十九年(公

元1784年)名永清场，仅十余户人居住，旧址在今三街，属吞都汛(旧址在今佛滩区吞都乡)

管辖。清光绪时，派驻井底的地方官称。弹压委员”。民国初年设。云南省井桧行政委员”

(现有井桧行政委员之碑记可考)。民国八年(1919年)，改为。永善县井桧县佐”，为永善

的分县，驻地井田乡。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废区，扩大乡，镇，即改为井田镇。取名

。井田”是以西面(今玉泉路东侧)有一泉水，名柯家水井，井下有稻田百余亩而得名。又

以井的下方地形如坝子，谓之井底坝。至解放，井田镇都属井底区管辖，到1964年，由井

底区划归县直接管理，仍为井田镇。为反映解放后新的景象，同时也保留原井田镇之。井”

字的谐音，子1965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景新镇，沿用至今。

景新镇距东面的金沙江八公里。地处亚热河谷地带。海拔800—877米，由东向西逐步升高。

年平均气温16．5℃，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6．6℃。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5．37℃。22年来最

高(瞬时)气温38．8℃，出现于1966年5月8日，最低气温一3．6℃，出现于1970年1月7日。

年平均降雨量663．4毫米，日照时数年平均为1250．2小时，每年均有程度不同的干旱出现。

1950年3月解放时，全镇只有755户、2394人。房屋破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许多方面

都是空白，解放三十一年来发生了巨变。兴办和发展了农机具修造，农副产品加工、汽车运

输、发电，印刷，缝纫等地方工业，发展了商品经济。城镇建设和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

发展。全镇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现有县办完全中学，师范学校，小学、幼儿园各一

所。共有教职员32153人(其中教师114人)，学生3145入(其中高中419入，初中668人，小学

1646人，幼儿园412人)，学生和教师都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多。办有广播站，文化馆、电

影管理公司和专业文工队。1980年新建的影剧院，有1400多个座位。丰富了文化生活。解放

后兴办的县人民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卫生所、中西医联合诊所等医疗机构，共有医务人

员148人，病床113张，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1980年全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

到1．6‰。 ．

景新镇在历史上交通十分闭塞，1958年兴修了全长197公里的昭(通)永(善)公路

后，县城才与外地通了汽车。现在，由于全县又相继兴修了292公里公路，县城已与全县12

个区和昭通、绥江两县通了汽车，县车队和县城各单位现有汽车58辆，每天有直达昭通的长

途客车，还有定期到一些区的短途客车，县城与相距8公里的金沙江溪落渡有公路相通。渡

江即是四川省雷波县的中心场。公路直通雷波县城。

注：人口，户数和耕地用84年体改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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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善县景新镇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简 注

永善县 Y6ngshan Xian

新华街 Xinhu6 Jie

景新镇 Jingxin Zhen

兴隆街Xin916ng Jie

南正街 Ndn ZhengJie

永清街 Y6ngqzn9 Jie

回龙街Huilon9 Jie

金江路 Jinji丘ng L血

玉泉路 YOqudn Ln

景凤路 Jingfeng Ld

清桥巷 Qin9qido Xian9

中心巷 Zhon9xin Xian9

居阳巷

水井湾巷

欣民巷

··6

JQydn9 Xian9

ShuijZngwan Xian9

Xinmin Xian9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有2789平方公里。32万人。一七二八

年清朝廷派兵平复禄氏叛乱后．钦定“永善”．取永远安

宁归蔷之义．

南起兴隆街，北止金江路，长400米．有1326人．原名新

街，解放初称二街，现以逐年繁华更名为新华街．县政府
驻地．

位于永蔷县北部．有0．T6平方公里。5915),．．一九六五年

经省批准建缓．以解放后景象更新命名景新镇．

奈起县委会．西至景风路。长284米。338人．原以生意兴

隆得名．解放初称一街，现恢复原名．镇政府驻地，

北起兴隆街中部，南迄回龙桥。长195米．870人．原名正

街．解放初称四街，现以其原名及所处方位更名为南正
街．

南起兴隆街．北止景风路．长300米．84T人．清乾隆年间

名永清场(永远清静安宁)．解放仞称三街．现沿用永涛
得名．

东起回龙桥首．西至永善一中．长190米．342人．原名高

店子．又称外四街．现以其街头有座回龙桥更名回龙

街．

位于景新镇东北部．长550米．915人．有9个单位建于公

路两旁．以公路通金沙江畔命名．

位于景新镇西北部．长1780米。314人．因路旁有一清泉

(柯家水井)较出名，1982年地名普查时以此命名．

位于景新镇西部．长780米．312人．以居景凤公路首段故
名．

东起永清街。西接景风路．长50米．13T人．一九／L-年

地名普查中以历史上巷首有永清桥故命名．

东接新华街．西接永清街。长60米．25人．巷处镇中部．故

一九／k_-年地名普查中新命名．

东起新华街．西接永清街。长110米．76人．原名黑神庙

巷子．以巷内过去建黑神庙．塑黑神张睢阳像．1982年地

名普查中以睢的谐音居命名．

东起回龙桥．西至永善一中．长175米．305人．一九／k-"

年地名普查中以巷道弯曲．内有清泉供饮用，故命名．

西起回龙街．东至井底公社卫生所．长T8米．128人．原

名孤老院．亦称贫民院．现以人民欣喜之意命名．

j



蔗区 大兴糖厂一角

清泉流不尽灯光照万家





桧溪区概，况

桧溪区位于永善县的东北部。驻地桧溪街，离今县城48公里。东与盐津县的普耳区、绥

江县的板栗区接壤，南与大关县木杆区和本县团结区相连，西沿金沙江，与四川省雷波县渡

口，谷米乡隔江相望，北与绥江县的农业区毗邻。处于两省五县的边缘结合部。

桧溪一名的来历：在明万历年间，以地形四面高，中间低，得名。窝心里”。明末清初，

桧溪开始赶场(乡集市)。更名。兴隆场”。今桧溪还保留。兴隆桥”的街名。清康熙年

问．以桧溪盛产桧树(红椿树)多而且大，东南面又有一条溪河流入金沙江，而改名桧溪，

沿用至今。

桧溪为土司地。据t永善县志，录t通志，原注： 。阿兴土彝安永长，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

(公元1695年)，化谕苗彝有功，授阿兴土千户之职，给印信，驻防桧溪。”雍正八年(公

元1730年)安永长被吞都土合木谷，四哥等挟怨杀害，由子天柱袭，相传四袭至清嘉庆七年

(公元1802年)，世袭达一百零七年。安土司后裔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九Et，在桧溪街背后

其祖坟地立有两根石柱(又名望柱)高7．5米，直径0．78米，至今完好，为桧溪古迹。。

区划演变，解放前属永善县辖镇，下辖十个保。一九五O年解放后，区化为永善县第六

区，一九五二年改称第三区，下辖二十一个乡。一九五八年将大毛、毛坝、东胜，西正四个

乡划归团结公社。桧溪改为。红色”人民公社(后仍为桧溪公社)，下辖十四个管理区。一

九六二年复称桧溪区。一九六六年五月经省批准划归绥江县管辖，一九六九年四月，报经上

级批准后仍划回永善县。一九六九年复称公社。一九八四年体改又称区。

桧溪地处团结、木杆地壳断裂线的边沿地带．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凌晨三点钟，发生

七点一级的强烈地震。垮墙塌山造成本社死亡一百余人，受伤二百多人．倒塌房屋五百余

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扶持下，较短时间内即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

桧溪区总面积343平方公里。其中荒山森林约110平方公里，占三分之一。耕地面积

56493亩，占总面积的11．4％，其中稻田6964亩，占耕地面积的12．3％。山，水，林，岩，

路，宅等438507亩，占总面积的88．6叻。除桧溪街外，另有细沙，大同、青胜三个小街子赶

场。全区共有189个自然村，一个镇，16个乡，347个生产队。总户数6273户，总人口

34092人，其中农业入口32436人，占总人口的95．1％。有彝族84户，454人，占总人口的

1．3％。苗族98户，563人，占总入口的1．7％。少数民族分布在十二个乡，属汉、彝，苗三

种民族的杂居区。

全区海拔从区所在地的420米，到得胜牛滚凼高二半山区的1650米。有江边生产队15

个，河谷生产队41个，二半山区生产队169个，高二半山区队122个。江边河谷属亚热带气

候，二半山区以上属温带气候。全区粮食作物主产包谷，稻谷，洋芋、红苕，黄豆、小麦。

其次是蚕豆、豌豆。经济作物，经济林木方面，二半山区以上均产油菜子、茶叶，以下地区

产桐子，枧子、花生和甘蔗。江边河谷宜种稻，但因缺水，稻田较少。全区的气候特点是，

江边怕旱，高山怕涝，有。天千三日江边叫，下雨三日高山闹”的说法。

全区一九八。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756万斤，人均有粮541斤。比土改后的一九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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