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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县人民政府文件
富政(1 9 8 5)1 0 6号

★

关于颁发富民县标准地名、《地名志》

及《富民县地图》的通知

各区公所，永定镇、县直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地理实体，居民最，行政区划的指称，是社会交

往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撰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

康，读音是否准确，是一项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的大事。我县经过地名普

查，按“音"、 “形"、 “义刀，三要素对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

化处理，基本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地名使用上的混乱现象。根据国

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的精神，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缔纂意见的要求，根据

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对全县的主要地名作了认真地调查核实，听取

群众意见，查证了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纂《富民县地名志》，

绘制《富民县地图》，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现予以颁发。‘自

1985年12月10日起，凡涉及邮件、车站、学校、商店和各种报表、单

位印鉴、路标署名等，所使用的地名，一律按《地名志》中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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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謦使用地名，均应与本志的标准名称一致。如要命名、
整恢复的地名，必须严格履行手续，逐级上报审批。任何

人不得擅自更改和命名。

富民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

附：行政区划、自然村，居民点、片村标准地名(略)

一■—■—■———■———————————————————————————————————一． 。一

抄送：省地名办、市政府办公室、’市民政局，市地名办，县委，人

‘大、政协、纪委，人武部、8 1 4队。

发：县委各部门、县检察院，法院、县人行、农行、建行：+各区

‘(镇)，各乡(镇、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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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
富人发(1985)第1号

关于标准地名及县标的决定
(1985年元月7日富民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富民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根据县人民

政府《关于转报(标准地名及县标的报告>的报告》，经会议充分

讨论，对我县标准地名及县标作如下决定：

一、决定原称为“永定大花桥"改称为“永定桥”，并作为富

民县标。

二、决定麦窀、河东、赤鹫三座横跨螳螂川的混泥结构公路桥

为“麦窀桥"、 “河东桥"、 “赤鹫桥"．

一九八五年元月八日

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茜台 吉
刖 舌

地名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产生的。
每一条地名都是人们对该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

具。地名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新闻

出版、科研、城建，旅游、测绘、民政、公安以及人民日常生活都

密切相关。它关系到国际交往，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一

项重要工作。地名的形成，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

史，所以，它是宝贵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一地多名，有的

一名数地，音义含混，封建意识，民族歧视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

摸清地名家底，搞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地名的混乱现

象，提高地名的管用水平，是时代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也是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我县地名工作，在省、

市地名办的指导下，于1 981年4月1日至1 982年6月底止，共用了

十五个月的时间，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先后参加普查人数达三

百多人。

为做好地名普查，整个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

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等过程。县成立地名普查领导小

组，由副县长(原任)苏正富任组长，并由县政府办、公安局、人

武部，计委、民政局，档案馆、文化馆等单位抽调9人组成办公

室。区(镇)(注：当时是公社)成立3至5人的地名普查小组，由一

位副区(镇)长主管。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永定镇作为试点。县人民

政府以(1 981)40号文件发出《关于地名普查工作的意见》。集中

培训骨干，’介绍试点经验。办公室设内外作业组，将表、卡、图、

文、历史资料的收集落实到人。要求通过普查，为中央、省，市、

县编地名词典、地名志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
统一的标准地名。通过大量的工作和辛勤劳动，完成了普查成果上



报资料，并经市检查验收。全县普查的地名1054条，其中县1条，

区(镇)(注：当时是公社)9条，乡(镇、办事处)(注：当时是大队)

73条，自然村(农点、片村)563条，街，巷9条，企业事业单位

12条，专业部门11条，人工建筑物31条，名胜、古迹2条，自然地
理实体3 2 5条，其他(注销的地名)18条。基本搞清了地名的来

历，含义，演变，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户数，人口， 民族等现

状。对一地多名，一名数地及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含义不健康的地名，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进行报批，按音、
形、义作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因此，恢复原名的1l条，命名的4

条，更命的10条，调整的1 4 9条，沿用的地名8 6 2条，共1036条，

其中民族语地名72条。普查时是按总参1976午版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为基础，图上名称与普查名称不统一，更正的1 0 7条，图上无名新
增加的89条。

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

见，结合我县具体情况，运用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富民县地

名志》。采用词条叙述式编写，释文内容力求充分概括，地名学要

素齐全，重点突出，内容完整，语句繁简得体，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用词朴实，并附必要的图片，使之图文并茂。它是我县第一部

较全面的地名工具书。

1983年初成立《富民县地名志》编辑办公室，至12月写成初

稿。体制改革后从1984年6月起进行修改补充，12月修改完毕。

1985年1至2月到区(镇)进行初审，并对部份地名再次核调，反

复推敲，两次更改数据，尽量符合客观实际，于7月18日至20日，

由县级有关单位进行会审，报经省、市、县领导审查认可。

本志中收集地名1048条(其中民族语地名1 0 4条)， 比普查

(实际运用1036条)增加12条，其中县级1条，区(镇)9条，乡

(镇、办事处)73条，自然村、片村，居民最、农点5 7 3条；街，

巷9条；专业部门、企业、事业单位31条；人工建筑物，名胜、古

迹37条；自然地理实体3 1 5条。金书十七万多字。本志的篇目结构

请看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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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数据，除注明的年份外，均为1984年年末数。1986年10
月7日的地震，因富民县这篇还未开印，所以记录在案。自然地理

实体，主要是阐明其地理位置，不作划分山权界线的依据。亩积按

习惯亩计算。县的方位以昆明市为基点，区(镇)以县城为基点，
乡(镇、办事处)、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以区或使用频率较高的

地名为基点。距离系直线，有的地区加注公路里程。阿拉伯数字为

绝对数，中国字小写为约数。有部分地名，采用诸说并存的方法处

理，便于开展地名学的研究。坝区、山区的划分按习惯，例沙坪

(村)，在县境内的自然村中处于最低海拔，该地主产玉米而列为

山区。

《富民县地名志》的编纂，体制改革后，人员大调整，由两位

副县长毕寿保、杨绍宗分管，编辑郭兴衡、廖林元，摄影郭兴衡6

本志承蒙省地名办顾问张渤，市地名办邓广琼，钟明远，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少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杨新华的帮助和指导。民

族语地名承蒙禄劝县李成秀，寻甸县马存福，武定县张学渊，本县
的戚光华等同志进行翻译，最后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义(彝族)

审定。汉语拼音得到董静波、肖树森、陈兰芬的协助。前期(1983

年)是副县长(原任)苏正富主管，有余自强、付文京、王周参加撰写，

杨大胜绘平面图。县民政局的领导及统计、工业、交通，林业、卫

生、文教，水电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各区(镇)，乡

(镇．．办事处)的领导、文书、民政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富民县平

面图由中国人民解放军7217_T．．厂印刷，照片由昆明彩印厂承印，文

字印刷和装订由富民县永定铅印厂承担。对本志给予支持、协助，

承印的单位和个人，在这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志的编纂是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领导下，省，市地名部

门指导下，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精神编纂而

成。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错误和不足之处难免，望读者
批评指正。

富民县地名志编辑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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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民县
FUMINXIAN

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北，昆明西北部。东靠寻甸回族彝

族自治县和嵩明县，南接昆明市西山区，西邻禄丰县和武定县，北
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隔河相望：富民县人民政府驻永定镇，海拔

1681米。距五华山二十九公里(直线)，公路里程三十四公里。螳

螂川从县城流过，县城形成“丁’’字形，复合聚落，面积约三平方

公里。属昆明市。1984年4月，农村体制改革后，辖1镇8区：即

永定镇、东村区、款庄区、赤鹫区、罗免区、散旦区、者北区、大

营区、勤劳区。乡(镇、办事处)73个，其中彝族苗族乡9个，区

辖镇4个，办事处8个。自然村5 6 2个，街8条，巷1条。村民委

员会4 3 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 2 3个。全县总面积9 9 3--7z方公里。

人口25，414户，121，110人(含非农业人口2，332户，6，582人)，其

中汉族106，889人，占总人口的88．7％，彝、苗、白、回族14，1 54

人，占总人口的11．7％，哈尼等12种民族67人。每平方公里1 2 2

人。 ，

·

本县的历史沿革。据康熙《富民县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史料

记载，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 0 9年)置秦臧县，属益州郡。蜀汉建

兴三年(公元2 2 5#-)改益州郡为建宁郡，秦臧县属之，东晋属晋

宁郡，南朝没于蛮，梁废，唐复置。天宝中入南诏，日秦臧川，为

拓东节度地。宋入大理号黎溪甸，为鄯阐府地。元至元四年(公元

1267年)立黎j囊千户。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设富民县，属

中庆路。明洪武十五年正月(公元1382年)改中庆路为云南府，

仍辖富民县。清朝因之。民初属滇中道，后废道，直属省。1950年

属武定专署。1953年随同武定专署并楚雄彝族自治州。1958年划属

昆明市。1957年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的龙潭乡划入。1958年嵩明县

的散旦区划入。1963年寻旬回族彝族自治县的款庄区划入(含东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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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武定县的小旬乡划入(含麻地乡)。1979年嵩明县

门前地乡划入。县名的由来，据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富民
志册》载：县名的涵义，以境内尚觉富庶，自食有余，故以富民
之。想命名之始，或本于此。

地形：由南向北倾斜，呈不规则的椭园形。东西宽44．2公里，

北长51．6公里。县内较大的坝子有富民坝子，永定镇、大营区、

劳区的大部分乡居坝子内，面积二十五平方公里，形如鲤鱼平

，头向西北，尾朝东南；款庄坝子次之；赤鹫区、东村区、者北

、散旦区的部分乡(镇)；是在山川河谷之中的几个小坝子。

区面积，不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这些坝区是人口聚集和耕地较

中的地方和水稻主产区。罗免区是地处海拔1780米以上的山区、

山区。大营区、散旦区，赤鹫区与昆明市、西山区的瓦恭飞

连接。县境内群山嵯峨，山峦起伏，西南部的老青山，海拔2763

，过去森林茂密，常年如黛，东北部的老干山，海拔2067米，山

无水，均呈南北走向。最高是者北区的金铜盆山，海拔2817米，

低点在东村区境内的沙坪村北两公里，螳螂川(下游普渡河)

境处，海拔1455米。县城坐落在螳螂川南北两岸的富民坝子中。

81年新辟西街一条，长四百五十米。环城南路、永南街已经通
。河流：属金沙江水系。主要是螳螂川(下游普渡河)，由滇池

口，经安宁县，昆明市西山区，在莲花岩入境，海拔1696米，至出

境落差为240．8米，由南向北蜿蜒流经永定镇、大营区、者北区、赤鹫

区、款庄区、东村区进入禄劝县境，长六十三点四公里，平均宽约六十

五米。年平均流量二十七点五秒立方米，最大流量是1966年6月，

为四百零五秒立方米，1946年至1981年，平均最小流量为三点三三秒

立方米。螳螂川上游厂矿较多，对水质有污染，已采取治理措施。

沿河建有南渠水电站、宜格水电站。猫跳河水电站、石楼梯水电站

正在建设。县境东部有鲁南河一龙泉河一东村河，南部有大营河

(旧称凄水)，西南部有清水河，西部有马拉河，龙纳河(旧称农

纳河)，另外还有几条小河及沟。可开发水电资源四万七千六百千

瓦，已开发一万一千五百千瓦6泉水47处，流量零点六三秒立方米。
夕



温泉有永安庄、热水塘两处。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大部分
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温和。据1959年至1979年气象记

录，年平均气温15．8摄氏度，7月均温21．2摄氏度，1月均温8．3摄

氏度。最高温是1961年5月17日和1967年5月30日，为33．4摄氏

度，最低是1974年1月6日和1975年12月25日，为零下七摄氏度。

历年平均绝对湿度12．8毫巴，历年平均相对湿度72％。年平均降雨
量8 4 1．6毫米，降雨量多的是1 966年为1．，1 54毫米，降雨量少的是

1972年6 3 4．4毫米，降雨量最大的是1976年7月8日，为1 1 1毫米，

85％的雨水集中在5至10月。全年平均有雨日1 3 6天，晴天63天，

阴天1 2 9天。年平均日照2，444．7小时a全年无霜期240天，年霜期

41天。冰雹1．4日。常出现春旱和八月低温，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成

熟。常年多西南风，土壤：据1982年至1984年，富民县第二次土壤

普查资料，分红壤、棕壤、紫色土、水稻土4个土类，红壤、棕红

壤、棕壤、酸性紫色土、石灰性紫色土，淹育型水稻土、潴育型水

稻土7个亚类，16个土属j 25个土种。评土面积为1，353，613亩，

其中自然土1，1 8 7，6 1 8亩，占评土面积的87．7％，旱地耕作土

94，486亩，占评土面积的6．9％，水稻土71，5 0 9亩，占评土面积

的5．2％。林业用地1 1 6万亩，其中有林地52万亩。森林有云南

松、华山松、油杉、冬瓜及栎类。森林覆盖率30．8％。平地，老平

堂等地有云南山茶花。种植柑桔3 6 3，500株，板栗399，5 oo株。

1984年造林1，2 3 7万株。省、市在我县进行速生丰产林试验，引种

直杆桉、藏柏，1984年已验收五百亩。矿藏：初步探明有硝盐、

铁、硫磺、磷、钛、钻、铝、白云石、硅石、马牙石，大理石等，

己逐步进行开采利用。硝盐主要在者北区的高仓乡。铁分布在款庄

区的新民乡和罗免区的石板沟乡。磷主要在勤劳区的松林乡。钛分

布在大营区、款庄区、东村区、散旦区。铝主要分布在大营区的茨

塘乡。马牙石、白云石、钴分布较广。大理石品种较多，有黑色、

绿色、彩色等种类。1927年11月24日，发生五点五级地震，1986年

10月7日7时28分，发生5．1级地震，震中在麻地乡、小甸乡。近

年来小震频繁，被列为地震烈度七度区。
∥ 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是2，5 3 9万元，1984年为5，1 8 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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