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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马关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JkJk年十--,el



马关县人民政府文件

马政发(1 988)36号

★

关丁颇反《马关县地名志》、《马关县地图》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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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以及上级对地名工作的部署。我县在地名普查

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编纂了《马关县地名

志》，标注了《马关县地图》，经审定合格，现于予颁发。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

标准化、规范化，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经济建设、国际交往、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

生活的问题。《马关县地名志》和《马关县地图》中所辑录的地名，都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即作为本县的标准名称固定下来，正式提供社会使用。

今后，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在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本志的标

准名称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命名、更名的地名，应按国

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后方能有效。

马关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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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重要的交往标志．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地名和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地名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地名称谓

源出不一，众说纷纭，字别音讹，语意含混，有的一地多名，有的一名多写，有的一名多地，有的

甚至有损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还有些新增居民点长期无名，加之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

响，。一遍红”地名取代了历史沿用地名，把地名搞得混乱不堪。地名的混乱现象给人们的很多

活动带来不便．因此，进行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提高管用地名的

科学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

根据国务院．省、州的有关规定，我县从一九八一年六月至一九八三年二月，组织了地名工

作专业队伍，对全县范围内的地名进行了普查．采取查阅史料、实地调查、访老寻源、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的方法，对全县2122条地名作了认真细致的考查，对部分存在问题的地名作了规范

化、标准化处理，取得了表、卡、图、文四项普查成果资料，为《马关县地名志》的编纂提供了可靠

的基础资料．

《马关县地名志》概述了全县大部分地名的来历，含义、语别、标准用字、准确读音，以及政

区现状、历史沿革。它将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事、交通、邮电、财贸、科研、文教、新

闻、广播，测绘、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它既是一部地名工具书，又是一部乡土地名知识读物。

志中一共辑录地名2097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678条，街道名称6条，企事业

单位名称59条，人工建筑名称30条，名胜古迹及纪念地名称1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1l

条。为保持地名辖属的完整性，编排按行政区分类集中排列。各条地名的简注包括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地理位置、民族人口、驻地海拔、名称来历含义等．标准用字、注音以《现代汉语词

’典》所载为准。

志中所附的地图是根据1：5万地形图缩制转绘而成。为增强实体感，反映地方特色，书

中附照片37帧．人口数据取自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各类土地面积取自1985年土

地资源调查和土壤普查数据。其它数据为农业区划办公室，统计局、各有关部门提供．

《马关县地名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在编写过程中，省、州地名

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给予了指导，县委宣传部、统战部、民政局、统计局、水电局、外事办公室、

县志办公室、档案局等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马关县地名志》编辑完稿后，经县地名委员会集体审定，县人民政府批准，报省，州地名主

管部门审批，最后付印发行，提供社会使用．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加之时间紧，编纂人员经验不足，水

平不高，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马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九，q十六日



马关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人员

组 长：蔡忠瑞(副县长)

副组长：柏培学(民政科长)
组 员：王应朝刘雁张光林郭绍禹 秦廷彰

工作人员：王显明李社祥马文昆童太玉王德厚

。兰志昌金朝贵各公社、大队秘书，文书共

141人。

马关县地名委员会人员

主 任：王光明(县长)

副主任：宋世龙蒋荣华 印来宽刘万安兰志昌

工作人员：李社祥朱洪基

《马关县地名志》编辑人员

编 辑：王显明

词目释文：王显明朱洪基李社祥

首字音序笔画索引：朱洪基

地图标注：马文昆李社祥朱洪基
‘

注 音：童太玉

摄 影：杨轩王显明

审 核：王光明(县长)黄保相(副县长)

印来宽(城建局) 王应朝(统计局) 刘万安(民政局)

李自信(统战部)宋世龙(政府办) 兰志昌(档案科)

刘雁(县党办) 周水芬(外事办) 李开鸿(宣传部)

梁友能(民委)周俊(县志办)李明亮(县志办)
’

柏培学(民政局) 樊文柏(城建局) 朱洪基(地名办)

蒋金富(政协) 范朝茂(知情人) 王显明(政府办)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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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概况 1

马关县概况

马关，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边疆山区县，是反击外来侵略的边防前哨，是中共云南省委在

农村建立地下党支部最早的地区之一，素有万马之县、蔗糖之乡、杉木基地的称誉。金属、非金

属矿藏也十分丰富。

马关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东接麻栗坡县，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相邻，西接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和河口瑶族自治县，北界文山、西畴县。总面积巧而平方公里。县

境东西最大跨度7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63公里。县人民政府驻马白(即安平镇){距云南省省

会昆明市500公里(公路线)，距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驻地刀公里(公路线)，距国境线22公

里．全县辖马白、山车、坡脚，南耢、大栗树、浪桥、八寨、篾厂、古林箐，仁和、木厂、夹寒箐、小坝

子，都龙，金厂，安平』6个区(镇)，117个乡(其中包括10个民族乡)、4个办事处(乡级)、3个区

辖镇，1526个自然村。小坝子，都龙、金厂、仁和，木厂、夹寒箐6个区属靠近越南的边缘区，其

中小坝子，都龙．金厂区有，，个乡直接和越南的河宣省、黄连山省的猛康、箐门、黄树皮、坝哈、

新马街等县接壤。有160公里长的国境线(其中河界线刀公里)。全县居住汉，壮，苗、彝、俸，

瑶、布依、蒙古等刀种民族(含苦聪、拉基、拉叭3种未识别民族)。共52732户，总人口299179

人(1982年)．其中农业人口48996户，283008人。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1：2 137436人，占

钙．94％。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9人。；

马关县名的由来、含叉及沿革。

马关原名马白关，由县治驻地马白演变而来。初马白居民尽为壮族，其地多白马，壮语译

为汉语时铆称马白，遂以得名。清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在此设关，改称马白关．后去“白”

字，称马关。 、

据史料记载。马关西汉属进桑县，东汉属进乘县，均隶片羊片可郡；蜀汉属兴古郡；唐为南诏的

通海都督辖地；宋为大理国的最宁府矣尼迦部；元初属南路总管府阿焚万P席舍资千户；明属

云南布政使八寨长官司，元、明时期均属龙氏土司领地；清康熙六年(1667年)，。改土归流”属开

化府；雍正六年(J728年)置马白关，雍正八年(1730年)设马白同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改

马白同知为安平抚彝同知(称安平厅)，辖东安、逢春，永平三里。光绪十五年(1889年)都龙，猛

洞等地回归中国，命名归仁里，属安平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安平厅自开化府移衙至马白；

民国初属蒙自道；民国二年(1913年)改安平厅为安平县，因与贵州安平县重名，次年改为马关

县．

民国元年(1912年)设中心区、西区、南区、北区4个区。县设总团，下设保董，甲。

民国十九年(1930年)，区体制未变，废总团设区长，下设乡(镇)、问、邻。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废四个区，增设为六个区，区名以序数排列为：一区(马白)，二区

(仁和、木厂)、三区(大栗树)，四区(八寨)、五区(古木)、六区(都龙)。下设乡(镇)、阁、邻．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废区设十大乡镇，乡镇名称分别为：马文镇、大腻乡、廉喜乡、马吉

乡、永仁乡、马兴乡、木厂乡、车柳乡、逢春乡、仁华乡．下设保、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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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关县地名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大乡镇更名。马文镇更名为安平镇，大腻乡更名为靖西乡，廉

喜乡更名为玉城镇，马吉乡更名为南屏乡，逢春乡更名为长春乡，车柳乡更名为景星乡，木厂乡

更名为德化乡，马兴乡更名的复兴乡。永仁、仁华乡名未变。

1949年6月，马关临近解放，县境内己建立了人民政权，县人民政府驻八寨。置中心区、东

南区、西北区3个区，下辖9个乡。

．1950年J月，县人民政府从八寨迁往县城马白。原来的3个区扩大为，个区：中心区(马

白)、东北区(古木)、西北区(八寨)、西区(仁和)、西南区(水碓房)。五月后，又将按方位命名的

5个区改为以序数命名的5个区：一区(马白)、二区(古木)、三区(八寨)、四区(仁和)、五区(水

碓房)。下设彳7个行政村。

1952年，将按序数命名的5个区按地名更名为：文华、古木、八秦、仁和，水碓房区．废行政

村，设151个乡。
+

1953年．，土地政车开始，又将以地名命名的五个区改为以序数命名的五个区。下设116个

乡和3个区辖铮，

]



马关县概况 3

J9乃年，公社体制未变，原118个大队扩大为119个大队。金厂公社增设中寨大队。

1981年，公社体制未变。恢复城关镇建制，由马白公社划出东风(板子街)、和平(海子边)、

红星(塘子边)、新华(兴隆街)4个大队恢复城关镇。

1984年，废公社设区镇。全县设Jf5个区、J『个镇，117个乡、3个区辖镇和4个办事处。城

关镇复名为安平镇，板子街、兴隆街、海子边、塘子边大队更名为办事处。全县又增设湾子寨、

博甲、湖广寨、么龙、通寺等5个乡。

自然条件。
‘

马关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南部边缘，属六诏山脉南缘。全县均为山区。县境地形轮廓如

雄鸡冠状，地势北高南低。东部以麻栗坡县交界的老君山主峰，为全县的最高点。海拔2579．3

米。最低点为西南部古林箐区的南溪河畔，海拔仅123米。平均海拔约1500米。境内地表长

期受盘龙河、响水河、小白河、大梁子河、清水河、那么果河及无数溪流的切割，致使局部地区地

表破碎、山高谷深，峰峦起伏，高差十分悬殊，相对高差达2456米。1000米以下的主要河谷有

东北边沿的盘龙河河谷，西部沿线的那么果河河谷，南部境内的咪湖河谷和响水河河谷，东南

境内的小白河河谷和南北河河谷。2000米以上的高山有县境东部的老君山，西部的九牛山、兰

家坡、老刀箐，东南部的达报箐、罗家坪大山。全县大部分地区一般海拔处于J2DD．一J719D米
之间。境内有马央冲，大保者、河外、乌木、和平、下寨，马洒、马白、花枝格等一些小型的溶蚀盆

地和山间小平坝，无较大的坝子，大部分地区山高坡陡，无五里平川。村寨依山旁水聚落，农户

盘山坠谷耕种。据1985年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壤普查，全县各类地形总面积巧殆平方公里折

合约401．4万亩，农耕地约9J．53万亩，占总面积的力．8％，林地(成林、幼林、园林)约144万

亩，占总面积的”％，宜林、宜牧，宜农荒山荒地约8，万亩，占2D％，石山碎部约29．J5万亩，

占总面积的7．26％，河流，水库、坝塘、水沟约J．的万亩，占总面积的D．彳2％，其它占地约5彳万

亩，占总面积的13．4％．

气候。马关属低纬度亚热带东部型山地季风气候。由于海拔高程差异大，同一地区的气

候温差也较悬殊，局部地区形成“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具有低坝河谷炎热，

中山浅丘温暖，高山温凉，冬无严寒，夏无酷热、干雨季分明的特点。年平均气温16．9℃，一月

平均气温9．6℃，．-tz月平均气温2J．7℃，年最高温度32．2℃(1971年7月23日)，低海拔河谷地

区可达粥℃；年最低温度一4℃(J9万年J『2月23日)。全年无霜期333天，年均霜日·5．7天，平

均初霜期为J『2月18日(最早为1980年JD月26日)，终霜期于，月18日(最晚为1977年3

月18日)；年平均降雨量1345毫米，最大降雨量J776毫米(1978年)，最小降雨量1027毫米

(1980年)，年均降雨186天。少雪，1958年至1984年共降雪JJ次，最大是1983年J2月27

日至28日，降雪量9．6毫米，雪厚度JD毫米。年平均日照1804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觯％。此外，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涝、风、虫、冰雹等自然灾害。

自然资源。

马关具有复杂多样地形地貌和良好的气候特点、自然生态。因此，矿藏、植物、动物、水源、

土壤、农作物等资源极为丰富。

矿藏：有金、锡、鸽、锑。铅、铜，铁、锌等金属矿分布于县境中部和东南部。还有少量的钼、

铋、钴、铌等稀有金属。非金属矿有煤、砒霜、滑石、石棉、水晶石、六柱石、石墨、云母、钢玉等。

煤主要分布于马白区花枝格乡。目前已开采利用的有金、锡、鸽、铅、铜、煤、砒霜、滑石等。其

中锡、鸽、煤、砒霜蕴藏量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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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马关森林资源丰富，树种繁多，据初步调查已发现1465种。著名的老君山自然保护

区和古林箐老刀大箐自然保护点，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植物分布随

海拔的梯度变化而复杂多样，不仅有典型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在石灰岩山的常绿阔叶

林，而且有极富热带雨林特色的常绿阔叶林。林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望天树、桫椤，还有秃

杉、香樟、红椿、木莲，鹅掌秋、福建柏、大树杜鹃等珍稀植物。有珍贵的药用植物野三七，七叶

一枝花、粗榧等。此外，各地还分布有非地带植被，干热河谷常绿栎类林，不生南烛灌丛，垫状

石南灌木林。其中，常绿阔叶树种居首，针叶次之．建材林以杉木为主，其它有云南松、华山

松、思茅松、岩松、野茶树、长蕊栏、柄翅果、七叶树、三尖杉、杜鹃、东瓜树、樱桃、楠木、椎栗树，

木兰等．药用植物有山乌龟、龙胡须、黄草、黑节草、黄柏、大白部等．花卉有虎头兰、春兰、墨

兰、贝母兰、墨绿兰等。

动物：在各类生态环境中，野生动物也较丰富，种类较多。兽类有野猪、熊、狼、虎、岩羊、梅

花鹿、豹、狐狸、破脸狗、野猫、穿山甲、竹鼠、懒猴、黄猴、青猴、风猴，黄鼠狼、獐子、水懒猫、麝香

猫等。鸟类有野鸡．鹰，猫头鹰、啄木鸟，竹鸡、鹦鹅，大雁，白鹇，杜鹃、戴胜，八哥，画眉。鹌鹑

等．爬行类有各种蛇，蛤蚧等。鱼类有鲤、鲫、草、青、鸟、鱿、罗非、鳝鱼等．

水资源。马关境内溪河纵横，主干河流有发源于大栗树区，流经大栗树、仁和、木厂，马白、

夹寒箐、小坝子等地的响水河，上游由落却河、南山河、赌咒河汇集，由北向南流交大梁子河，流

程卯．7公里，平均流量J5．J立方米／秒，总径流面积1012．8平方公里。马关最大的四一电

站、响水电站和正在兴建的棉花山电站建于响水河中游地段。发源于马白区马鞍山地区的小

白河，流经都龙、夹寒箐、小坝子、金厂境内，由东北向西南流交越南斋河，流程彳9．5公里，径流

面积399．3平方公里，平均流量6．4立方米／秒，沿河建有两座电站。盘龙河发源于文山县境，

流经我县东北部的山车、南捞区，于县境内流程38．4公里，径流面积5殆．J平方公里，平均流量

50．6立方米／秒。山车、南捞境内有清水河、南滚河、那往河等9条溪河由西向东流交盘龙

河。沿河建有电站7座。县境西部边沿的那么果河，发源于文山县薄竹山，由北向南流经我县

浪桥，八寨、古林箐等地，于古林箐区湖云村附近汇入南溪河，是马关与虹河州屏边、河口县的

界河，经马关县境流程卯．?公里，径流面积391．4平方公里，平均流量巧．J立方米／秒。境内

的法果小河、新寨河、夹沟河等溪流由东向西流交那么果河。沿河建有发电站3座。南溪河，

在县境西南边缘，发源于红河州，由北向南流经古林箐区，经县境流程J『4．J，公里，径流面积

109．6平方公里。县境南部有清水河(咪湖河)、大梁子河Or,河)，东南部有南北河、南江河、南

浦河等分布于境内。县境北部的大栗树、山车、坡脚等地，地下水蕴藏量较大．全县各地有大

小龙潭682处。著名的地下水源有安平镇东3公里处的大龙潭，泉水清澈，供县城人畜饮水及

农田灌溉。安平镇西的南山龙潭，不仅供南山村人畜饮水、农田灌溉，还引泉水建了水电站．

马关虽水力丰富，但因河道夹窄，水流湍急，地表渗漏量大，山高坡陡，水低田高，水土分布

不均，除少量水资源被利用于灌溉和发电外，大量的水力不便利用。

土壤。土壤的分布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依次可分为砖红壤，赤红壤．黄壤．中山或高山区

多属棕壤、黄棕壤、暗棕壤。全县大部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略偏酸性，宜耕性好，适宜水稻、包

谷、大豆，小麦、蚕豆、碗豆、薯类、油菜、水果、茶叶、棉花、甘蔗、橡胶、咖啡、砂仁、三七、革果、八

角、杜仲等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生长．大部分荒山适宜造林。

经济状况．

全县1985年I粳业总产值内7493．03万元。宾寺：粳监惠产值5807．7万元。比j952年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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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86．6％；工业总产值1685．33万元，‘此1952年增长J3．5倍。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461438亩(1985年，除轮歇地)，粮食总产量15060．66万斤，人均有

粮521斤，比1952年的7191万斤、人均有粮488斤，增长加69．66万斤，人均有粮增33斤．

农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稻谷J以350亩，5600．33万斤；包谷25433亩，7976．39万斤；小春

作物58刀53亩，3∞．62万斤；大豆60954亩，407．27万斤；薯类24172亩，。209．01万斤；杂粮

45808亩，559．04万斤；油料25324亩，108．54万斤；甘蔗16710亩，收获14739亩，7112．75万

斤。有农用各型拖拉机388台，农用汽车卯辆。农产品加工机械23历台，排灌动力机械609

台(1984年)．马白、古林箐、+仁和、木厂，大栗树、八寨、浪桥、都龙、南捞、夹寒箐、篾厂等地是全

县的粮食主产区．
、

工业。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几问以家庭为主的染织：缝纫、酿酒，采煤、淘金、榨油、制糖、铁

木作坊。总产值仅115．9万元．现在全县有煤炭采掘、金属开采、化学工业、建材业、机修业、食

品加工业、缝纫业、文化用品业等全民、集体、个体工业企业108个，年总产值1685．33万元

(J鲴5年)。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JJ个，年产值524．08万元；乡镇集体个体企业卯个，年产

值1161．25万元。主要工业企业有白糖厂、鸽砒矿，煤厂、水泥厂、印刷厂、瓷厂、农机厂、水电公

司、自来水厂、粮油加工厂、酒厂、家具厂、布鞋厂．民族服装厂：五金厂、美术工艺社、汽酒厂

等．马关白糖厂是1983年开始兴建的全县最大的工业企业，总投资938万元，日处理甘蔗500

吨，1985年跨1986年已投入第一个榨季生产。驻都龙区的都龙锡矿，是州工交局直属企业．

林业．马关属云南省重点用材林基地县之一，共有原始阔叶林面积”．3万亩，人工杉木林

巧万亩．森林复盖率刀％，人均占有森林2．3亩．人工杉木林主要分布于马白、坡脚、都龙、南

捞、仁和、木厂、八寨、古林箐、小坝子等地。原始阔叶林主要分布在都龙的老君山古林箐的老

刀箐两个自然保护区和大栗树的傈洒箐、央寒箐的达报箐。县内有金城、古林箐两个国营林场

和四十余个区乡林场，每年为国家提供建筑用材刀卯．立方米。民用材及薪炭材约J刀甜．33

万立方米．出产草果、八角、竹笋、木耳等林副产品．1985年当年造林45773亩。

畜牧业。马关有万马县之称，马是山区人民的主要运输工具。县内主要畜种有牛、马、山

羊、猪、鸡等．1985年末，全县共有大牲畜89589头，其中：牛61486头，马27112匹，骡J乃3．

匹，山羊1830只，生猪151733头，当年出栏肥猪57127头．马关大种鸡和无角山羊属本地区

的优良品种． ，

土特名产．马关著名的土特名产有杉木，大豆、三七、砂仁、草果、八角，火木砧板，蛤蚧、画

眉、红糖、棕皮、生姜，大麻、磨芋、入寨铜炊锅、沙糕等。

农村产业结构。马关属以农为主的农业县．全县实有农户5"2700户(1985年)，人1：1—

289187人。共有专业户、重点户8035户，占总农户的J5．刀％．其中：种植业4400户(粮964

户、经济作物3436卢)；养植业1349户；林业414户；加工业431户；运输业220户；机修业314

户；饮食服务业J卯户；商业129户；采矿业382户；建筑业234户。

水利。解放初，全县只有少量小型的沟、井、渠．到1985年止。先后共兴修大小型水利工

程2300多件。其中：水库、坝塘130座，总蓄水量刀J9．3万立方米；水沟渠道1381件；机灌站

卯个；人畜饮水工程591件．马鞍山水库为中型水库，山车灿可水库、都龙芦差塘水库为小

(一)型水库，其它均属小型水库及坝塘．总灌溉面积53308亩。著名的大龙潭饮水工程，J976

年开始修建，投资船万元，铺设J2时管道3500米，将泉水引入500立方米的封闭水池，再将

水输到县城。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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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马关水力资源丰富，历年来共建大小水电站122座．装机总容量脚3千瓦．供电
范围J3个区(镇)，91个乡，48000户，占全县乡镇的73．38％。建于县境南部响水河中游的四

一电站，是县内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有1000千瓦装机二台，年发电850万度．建有2500千伏

安降压站二座1250千伏安降压站一座，"千伏高压输电线67公里，JD千伏高压输电线556

公里，低压线路800公里，供电变压器186台，容量17400千伏安．供8个区(镇)、钳个乡、

26500户．现在，响水河中游的棉花山电站正在兴建，设计装机4×3000千瓦，预计1988年建

成送电．

交通运输。解放初，全县无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挑马驮。1955年开始兴修公路，现已基

本形成了以县城(安平镇)为中心的公路交通运输同。东有马关至西畴、马关至麻栗坡两条干

线；南可通河口、越南、西可至屏边县；北部马关，八寨各有一条干线通文山．县内J6个区

(镇)、鲋个乡已通公路．有长短公路2J条，全长961公里。年货运量J．J8万吨。客运量J8万

人次。县城日发客车J9班次。但大部分乡村交通仍然不便，还靠人背马驮。

文化事业．解放以来，全县文化事业发展较快，现建有县文化馆、图书馆，区文化站6个，

民办文化站8个，农村业余文化室5个，业余文艺队37个，县电影院J幢，区乡电影队彳2个，

县专业文艺工作队J个，县广播站J『个，对外广播站J个，区广播站J4个，县中波转播电台J『

个，电视差转台4个，全县有电视机约500台。

教育事业。1952年，全县仅有普通中学一所，教师J4人，学生104人i小学2口J所，教职工

585人，学生15886人．到1985年止，全县已有普通中学16所(it有高中部的3所)，教师进修

学校J所，小学619所，幼儿园(班)18所，教职工2457人，在校学生63390人．其中，马关第一

中学列为云南省重点中学之一．1979年实行高考制度到1984年共考入大学”人．

医疗卫生。全县现有卫生机构34个，其中：医院，8所，门诊部JJ个，专科防治站J个。卫

生防疫站J个，妇幼保健站』个，药拴所J『个．国家医务人员338人．乡村卫生所124个，医

务人员291人．个体开业医务人员J彳人．全县医院共有病床347张(县人民医院150张，区

(镇)医院197张)。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

马关无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古迹。

花枝格仙人洞九龙1：7：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县城南8公里花枝格境内，』9刀年在洞内发

掘出石核、石片两件J8种古生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鉴定，属旧石器时代晚

更新世纪的石器及东方剑齿象、小灵猫等的化石．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寨阿雅城遗址：古遗址，位于八寨镇北2公里老城子山顶。是元、明时八寨长官司龙氏

土司的治所、军营。曾于此抵御过外国侵略．现存遗址。烈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丫口、龙半坡碉接：古碉，位于县城东南3公里的龙半坡山顶和石丫口村旁山顶两处．·

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防御法军入侵而建。列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坟包：古坟，位于县城南3公里小马白村附近公路边．相传宋时越人入境滋扰，土人奋

起反抗，惨遭杀戳者胜多，一酋长怜而合葬于此．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玉皇阁：古建筑，位于县城内坡头街．是县城内至高点．约建于清嘉庆五年(1801年)．楼

阁三接一底，高』彳．8束．内原贡有玉帝铜像．

马关烈士陵园：革命纪念地。位于县城北J公里松毛寨村旁．1951年建，1980年扩建，占

地J3亩，园中心建有大理石纪念碑，四周为大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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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击作战时期光荣牺牲烈士的陵墓．

仁和烈士陵团：革命纪念地，位于仁和缜北J公王，J始D的建成．占地J2亩，中心建有大理

石纪念碑。固内杉木成林。内有在边疆剿匪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光荣牺牲烈士的陵墓．

马关主要大事记：

1883年。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大军由马关入越抗法．

J韶5年，法帝侵占越南后，又出兵强占马关边境。至1896年中法修定界约，被法侵占的都

龙、猛洞等6个地区回归中国，命名。归仁里”，隶属安平厅。

1930年2月，以李国定为首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发动八寨地区的千余农民起义，有力地打

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势力． ‘．

1941年2月21日，两架日机入侵马关县城上空，肆意狂轰滥炸，投弹JJ枚，死伤群众数

人，烧毁房屋数百问．

1948年JJ月18’日晚，滇东南指挥部游击队十人，化装潜入县城，在当地地下党组织、武工

队的配合下。迫使代县长投诚，解除敌人300余人武装，未放一枪一弹，马关县城首次解放．

1949年2月5日，边纵一团武装部队强攻县城，于城内玉皇阁击毙县长王恩龙，县城第二

次获得解放。

1952年7月4日，法帝飞机三架窜入马关县城上空，投弹J0余枚，死伤群众300余人，毁

房数百问．

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期间，全县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作出了很大贡献．省

人民政府、昆明军区授予马关。支前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1980年，越军侵占金厂区的罗家坪大山，JD月16日，我军经过数小时激烈战斗，收复了

罗家坪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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