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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f 青，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借以识别地球和宇宙问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

和特征共同约定的名称。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提高

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通畅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政府的有关规定，我市成立了地名工作领导小

组，抽调专人自一九八O年十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共两年的时间，采取访老寻源，

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查阅史志等方法对本市的757条地名进行了认真普查、核实。经多方

征求意见，对全部地名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基本结束了地名混乱的现象。这本《地

名志》便是普查成果的结晶。

本志所收录的757条地名：行政区划和居民点544条；路21条；街9条，巷23条；．企事业

单位53条，人工建筑物10条，名胜古迹2条；自然实体95条。为保持其辖属的完整性，故按

其类别集中，以词条式列出。各条地名的内容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名称来历及含义

等。所取资料皆求准确有据，所刊标准名称之字形，注音皆以《新华字典》所载为准。

本志所附1：10万的全市地名图，l：i0000的市区地名图及各区地名图，是根据l：5万的航

测图缩制的，未经实地勘测，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一

与地名有关的照片，精选了41幅，作为插图刊入，以增加实体感。

志内所用的工农业等各类数据，为一九八三年底的国家统计数1人口数系一九八二年七

月一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耕地面积均为习惯亩。

本志所载地名，均系经过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标准名称。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

等单位使用地名时，必须与本志的标准名称一致I对市内新建、的路、街、巷、片村命名和

更改地名时，必须报经讨从民政府批准。

《个旧市地名志》在编辑过程中，先后得到市民政局、城乡局、农业局、图书馆、云锡

公司、云南省地名办张渤同志、云南省地质局测绘队、天津市人民印刷厂等单位及各方人士

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深表感谢。

尽管本志在付印前经多方征求意见作过订正，但因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

批评指正。

个旧市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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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市人民政府文件
个政发[1984]172号

★

关于颁发《个旧市地名志》的通知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借以识别空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

特征而共同约定的称谓。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关

系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国际交往和国内交通、邮电通讯的大事。由于我市是多民族杂

居，许多地名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出现了不少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名多

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大搞“一片红"时，我市的街道、

区、乡、镇和自然村的一部分名称被任意更改，造成了地名的极大混乱。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

神，我市于一九八O年十月至一九A--"年三月对所辖区、乡、镇、自然村、街(路、巷)、

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经广泛听取区、乡领导干部和群众意见，反复核

实，考证有关资料，以及对照地理概貌特点和群众的习惯称谓，提出了我市标准地名，并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辑出《个旧市地名志》一书。《个旧市地名志》经省、州审查合格，现

决定对《个旧市地名志》所载的757条标准地名正式颁布施行。今后，各地公私邮件，单位印

鉴，市区街道及自然村等的名称，一律按志内规定的标准名称和书写形式执行，不得随意改

变。。凡需要更改地名或对新建街(路、巷、居民片村)村命名，须报市地名委员会审查，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个旧市人民政府 (章)

一九八四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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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概况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H6nghe Ha’nizfl Yizfi Zizhizhsu)位于云南省南部。东

经101。45 7至104。04 7，北纬22。25 7至24。50 7之间。东部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邱北、砚山、

文山、马关县相接，西部与玉溪地区的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自治县和思茅地区

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毗邻，南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接壤，‘国境线长

848公里，北部与玉溪地区的峨山彝族自治县、通海、华宁以及曲靖地区的路南彝族自治县、

陆良、师宗等县相连。全州总面积为32931平方公里，辖个lEl、开远两市和建水、石屏、蒙

自，弥勒、泸西，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屏边、河口十一个县，共计142个公社，11个镇，

1166个大队，9684个自然村。居住着汉、哈尼、彝、苗、‘傣，壮、瑶、回等八种民族和苦聪

人、芒人。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州总人口3。220。588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6

93，251人，占总人口52．6，％，内哈尼族518．060人，占总人口16．1％，彝族724。505人，占

总人口22．5％。

红河州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从我州开远小龙潭所发掘的古猿化石来看，开远腊

玛古猿化石距今有一千五百多万年。这一区域，在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气候。它是我们

祖先祖祖辈辈劳动生息的地方。

红河州现所辖区域，汉以前隶属响町王。据清嘉庆《临安府志》卷十八“土司志，，记载：

“土司纳楼、亏容、纳更、溪处、思陀、瓦渣、落恐、左能、阿邦、慢车、稿吾卡、十五猛。

汉史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而响町侯亡波，以捕虏有功，立为王"。西汉时，分别隶属益州

郡和群舸郡所辖贲古、毋极、胜休、进桑、西隋、泉麻、漏江等县。三国蜀汉属兴古郡、建

宁郡。西晋沿袭之。南朝齐时分兴古郡立粱水郡，与建宁郡并属宁州。隋朝为西爨地，隶属’

南宁州总管府。唐朝初属南宁州，隶属戎州都督府。天宝末入南诏，隶通海都督及拓东节

度。宋朝隶属大理国秀山郡。元朝隶属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为

临安路。并置广西路。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临安路为临安府，治所由通海徙至建

水，辖建水州，石平州、宁州、阿迷州、宁远州、河西州、舍资千户、通海县、熠峨县，教

化三部、左能寨长官司、王弄长官司、亏容甸长官司、溪处甸长官司、思陀甸长官司、落恐

甸长官司、安南长官司。清朝时仍属临安府，辖石屏州、阿迷州，宁州、建水县、蒙自县，

通海县、河西县、螬峨县，新平县及亏容甸长官司、纳楼茶旬长官司、落恐甸长官司，左能

寨长官司、思陀甸长官司。民国初废府州设县。一九一三年隶属蒙自道，辖蒙自县、屏边县

(原迸桑县地)，金平县(原西隋县地)，开远(原贲古县地)、个IEl县(原贲古县地)，

建水县(原贲古县地)、石屏县(原胜休县地)。后废道，先后设专员公署于建水、个旧。

解放后，一九五O年设人民行政公署于建水．四月，由建水迁蒙自，改称蒙自专员公署。辖

河日市、蒙白，屏边、开远、金平、建水、石屏、红河、曲溪、元江县和龙武设治局(1952

年设为县)。一九五四年将红河州以南的元阳(1952年设县)，红河、金平等三县和六村办

事处建立红河哈尼族自治区。1957年11月，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与蒙自专区合并，改称红河哈

尼族彝族自治州，州政府驻蒙自。1958年个旧市划归自治州，州政府从蒙自迁个旧市。辖个

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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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市、开远两市(1981年改为市)和泸西(1962年复置县)、弥勒、石屏(1960年龙武并石

屏)、建水(1960年曲溪并建水)、蒙自、红河、元阳、屏边(1962年改为屏边苗族自治

县)、河口(1962年改为河口瑶族自治县)、金平、绿春(1958年由六村办事处改设为绿春

县)共十一县。本州是以流贯州境的红河以及居住境内的主体民族而得名。

我州地处小江、红河深大断裂带的南段，地质构造复杂，多系喀斯特溶岩地貌。据历史

记载自1732年11月至1980年6月以来，全州共发生破坏性地震43次，属多地震地区，是全省

地震重点监视地区之一。全州地形错综复杂，主要山系为哀牢山脉和云岭山脉的东南端。由

于崇山峻岭被无数溪流切割成纵横交错的高山峡谷，在这些高山峡谷之中。有红河，南盘江、

藤条江、李仙江四大水系流经境内。最高海拔3074米，最低海拔76米。红河以南地区山势起

伏较大，多为山区河谷地带，北部大部分地区属高原丘陵地带，海拔一般在1000至1700米之

间，有万亩以上的平坝二十四个。较大的江河支流有泸江河、曲江河、南溪河、甸溪河等，

较大的湖泊有异龙湖、大屯海、长桥海等。

州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热带、亚热带、温带以及高寒山区的各种作物生长。年

平均日照二千小时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800至1600公厘，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6度至20度。霜

期短(坝区、半山区一般为两个月左右，山区、高寒山区为三个月左右)。大部分地区属具

有海洋性气候的亚热带，但因海拔高低相差较大，山区、坝区、河谷气候差异大，故有“一山

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称。全州现有耕地面积354．57万亩。粮食作物以稻谷、包谷为主，

小麦、大豆、蚕豆次之。1983年粮食总产量为149，733万斤； 比1952年总产81，984万斤

增长82．65％；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烤菸，茶叶为主，其中，甘蔗、花生、茶叶为云南省

主要产区之一。甘蔗种植146，668亩，总产量为1，377万担， 比1952年总产207万担，增长

6．6倍；花生种植100，352亩，总产量为98，177担， 比1952年总产40。400担增长2．4倍；茶

叶种植87，676亩，总产量为17。377担，比1958年总产241担增长72倍。此外，还有橡胶、紫胶、

棕片以及草果、胡椒等热带、亚热带作物。水果以香蕉，菠萝，梨、荔枝较多。大部分山区

水草丰盛，适宜发展牛、羊等畜牧业。州境内现有1629万亩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量缈b7305
万立方米。林木种类较多，有云南松，杉木，油杉、华山松、还有用途极广的竹子。深山密

林里有孔雀、长嘴雁、茶花鸡、虎、豹、熊、长臂猿、弥猴、金丝猴、红面猿、野牛等珍禽

异兽和蛤蚧、茯苓、黄连等名贵的动植物药材。

我州水利资源丰富，除红河、南盘江，泸江河、曲江河、南溪河、藤条江、李仙江、甸

溪河及异龙湖、大屯海，长桥海、三角海等自然江河湖泊外，还建成中型水库13座，小(一)

型水库75座，小(二)型以下水库3900余座，引水工程35，000多件。电力排灌站990余个，装

机容量为127．000匹马力，全州有效灌溉面积达144万亩。水利化程度达40．6％。水库、湖泊

大部分可用来发展养殖业，1983年全州养鱼水面积达133。602亩。

红河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是云南省的一个有色金属重要生产基地，也是云南省重点矿

区之一。金属矿有锡、铁、铜、锰、钨、铅、锌、镍、金、银等，．非金属矿有硫、磷、石膏、

石墨、石棉、煤等，还有少量的铟、钍、镉、钼等稀有金属矿。工业方面，解放前红河州只

有一个破败不堪的官僚资本企业(云南锡务公司)和寥寥无几的私人企业，以及少数个体手

工业作坊。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州工业发展较快，现已建有国营和集体厂矿

企业784个，其中国营企业有262个。重工业有采矿、冶炼、煤焦、建材、机械制造等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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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锡、铅、钨、金，锰，煤焦，水泥等。其中云南锡业公司所产大锡，连续20年获得外贸7

“免检’’信誉，畅销欧、美、亚、非各国，1979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质量金质奖章。轻工业

有制糖、食品、造纸、纺织、电池、火柴、灯泡、搪瓷、陶瓷、铝制品、锡制品、塑料制品、工艺美
术制品、小五金以及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等。工业总产值1983年达55033万元。产值比1952年

3830万元增长14．3倍。此外，电力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州城乡电网已初步形成，其中，农

村建有小水电站602座，装机容量达1．3万余千瓦，年发电量为4520万度，架设高压线路3000

多公里。州内大部分区、乡已解决了农副业加工和照明用电问题，结束了用人舂米、磨面和

用油灯，松节照明的历史。

在交通运输方面，解放前全州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边疆更是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背

马驮。现在州内公路通车里程达7539公里，其中省管公路1928公里。民用汽车拥有量达665

辆。全部区、镇和68％的乡通了汽车j基本上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交通网。主要公路干线有

三那线(由昆明皇贡经本州弥勒、开远、个旧到金平那发)，晋思线(由晋宁经建水、元阳、

绿春至思茅)，杨鸡线(由杨武经石屏、建水到鸡街)，鸡河线(由鸡街经蒙自、屏边至河

口)，三罗线(由开远三台寺经砚山、广南至广西的罗村口)。铁路经州境内八个县、市，

通车里程为523公里。于线有昆河线(昆明至河口)、草白线(草坝至白沙冲)、蒙宝线(蒙

自至石屏宝秀)、鸡个线(鸡街至个旧)。这些公路、铁路对密切城乡联系和经济、文化交

流，对保卫边疆，巩固国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全州只有11所中学和为数不多的小学。现在全州有师专

l所，在校学生400余人，中专4所，在校学生2600余人；各类中学178所，在校学生9万余

人；小学5256所，在校学生38万余人。州内现有电影发行管理机构15个，电影院28个，影剧

院5个，开放礼堂、俱乐部8个，电影放映队339个，剧团、文工团、戏曲剧团17个，文化馆、

站46个。这些文化教育设施，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初期(1950年)全州只有卫生院、所5所，医务人员36人。现全州县、市、区有医

院、卫生所691所，拥有病床8482张。医务卫生人员11。000余人。计划生育正在为广大群众、

干部所接受。现全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1965年的32‰。下降到lO．07‰。全州现有各类专业

科技人员14298人，专业科研机构97个，专业科技人员2，470余人，其中，高中级科技员323人。

专业和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红河州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对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885年

中法战争后，法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续议商务条约》，先开蛮耗为通商口岸，后

改蒙自为通商口岸并在蒙自设洋关，对我进行掠夺。各族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曾组织

起来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如当法帝国主义勘测滇越铁路线时，屏边．建水等沿线人民先后进

行反抗。他们拔毁路桩，袭击勘测人员，迫使其改线。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法

日帝国主义妄图从我绿春县境入侵，曾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1908年孙中山、黄兴领导

组织河口起义，揭开了我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时期，党先

后派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李鑫以及党员杜涛、纪百龄等同志到蒙自、个旧、屏边一带传播马

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云南省地下党在我州蒙自县查

尼皮村召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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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奉命进行自卫还击越南侵略者。我州各族人民

积极支持人民军队，配合边防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狂妄的侵略野心，取得了自卫还击

作战的伟大胜利，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保卫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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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市概况

个旧市· (Geji矗 st,O 位于云南省南部，东经102。54 7至103。25 7，北纬23
o

01 7至

23。36 7之间。东与蒙自县交界，南与元阳县隔红河相望，西与建水县接壤，北与开远市相

连，总面积l，586．75平方公里(包括国营林场32．3平方公里和云南锡业公司及地方厂矿占地

88．7r平方公里在内)。辖倘甸、沙甸、鸡街，大屯、乍甸、锡城、贾沙、保和、老厂、卡房、

黄草坝等11个区，5个区辖镇，73个乡(其中有5个民族乡)，409个自然村，1个城区办事

处(区级)，25个居民委员会(包括鸡街、大屯、卡房，老厂所属居民委员会在内)。总人

口32．9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6。863户，141，697人，非农业人口42。084户，187，494人，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云南锡业公司等机关和厂矿企事业单位职-I"-146．814人。有汉、

彝、回、苗、傣，壮，傈僳、哈尼、白，蒙、藏等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70％，彝族占22％，

其他民族共占8％。

市区是州、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形为狭长状谷地，南北长7公里，东西平均宽

1．3公里，面积为9平方公里。有30条街道，全是沥青路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驻中

山路，个lEl市人民政府驻五一路。
’

个旧，两汉时属益州郡贲古县。三国蜀汉属兴古郡，西晋属兴古郡，隶宁州，宋、齐为

梁水郡地。隋隶南宁州总管府。唐初属黎州地，南诏属通海都督府。宋大理段氏时属秀山

郡。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属目则千户，隶阿焚万户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

蒙自县时，个旧为蒙自县上六里之一，称个旧里。明代因之。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个

旧设招商局，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临安府始将双水塘同知移驻于此，更名个旧厅，行

政仍隶蒙自县。由于矿商和官吏的苛重剥削，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曾爆发了以周迎

祥为首的个旧矿工起义。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云贵总督丁振铎暨矿务大臣唐炯奏

准设立个旧厂官商公司。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始由蒙自，建水划出区域，增设个旧县，

1951年改称个旧市，省辖。1958年个旧市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自治州政府由蒙自

迁驻个旧，并撤销开远、蒙自二县并入个旧市。1960年恢复开远，蒙自二县，仍归个IEl市

辖。1961年开远、蒙自划出分治，个旧市仍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至今。

个旧名称的由来，史书记述各异。个lEl，古称古臼。清乾隆吴大勋著《滇南闻见录·打

厂》云： “山有矿砂，聚众攻采为厂。⋯⋯古臼(即今个旧)为大镊厂。"民国十年(公元

1921年)个旧县劝学所造报的《个旧县地志资料清册》日： “‘个旧’二字，系土语，相沿

已久，不知其命义之由来。"据历来居住个旧近郊的土著姆机族和倮族(均系彝族支系)的

老干部和老人追忆先辈传闻：古时的个旧是一片人烟稀少而荒僻的不毛之地。那时的村民，

因山高缺水，气温低寒，全靠种养为生。姆机语和倮语素称养为“果"，荞做成的饭食叫

“作"或“觉，，。荞、饭连称“果作’’或“果觉乞个旧，“果觉"谐音．其义就是种荞子吃荞

饭的地方。

个旧正式作为地名，始见于明正德五年(公元A510年)二月周季风纂修之《(云南志》，

该书((临安府．土产》中云：“锡，蒙自个旧村出"。清乾隆年间修的《蒙自县志》及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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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修的《续蒙自县志))也有“个旧为蒙自一乡户’’的记载。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编

的《个旧锡矿业演讲稿》第二章《个旧厂的史略))载：“个旧原来属蒙自县的区域，距离县

西60里，当初不过是一荒僻的村落，人口寥寥，但是因其厂区山脉连绵，形势环抱如带，它

的发源很在长远，到此结局，萃聚天地的英华，遂产生银、铜，铅、锡等矿，其中惟锡的产

量最丰富，真是天然的宝藏，四方的人，都来其间开采，群聚杂处，攘往熙来，遂日渐繁盛，

其初统名个旧厂"。史料所谓“荒僻的村落’’，便是今距个旧市区南部约3公里处的老个旧

冲(村)，清初设治时从乡名改为厅名，至今沿用“个旧”这一地名。

个旧的地势，东、西和中部万山丛错而较高，南、北部则较低，全境似不规则的三角形。

北部的倘甸、沙甸，鸡街和东北部的大屯有少部份平地，其余均属山区、半山区。东部的莲

花山(又名大犁铧山)最高峰顶海拔2740米，而南部的蔓耗，海拔仅150米，相对高差为2590

米，故具有“四季不甚明，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15．8℃，最高(七、

八月份)30℃至35℃．最低(一月份)一4．7。C。全年无霜期310天左右。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

最多1429毫米，最少为856．4毫米，主要分布于五、六、七月份。每年冬春两季阴寒少雨，多

旱，生产，生活用水常遇困难。

境内山脉均由建水县东部之四角山自本市西部入境，绵亘于轿顶山，走向西南，再转东

北折盘于境内。东有麒麟山、莲花山，老阴山；北有白云山、老阳山；西有轿顶山、克勒大

山，南有平顶山，大黑山等主要山脉。山上多被森林、草群覆盖，并蕴藏有锡、铅、钨、铜

等矿源。境内河流，西有贾沙河、普洒河、龙岔河，北有乍甸河、鸡街河、倘甸河(临安

河)；东北有大屯海；南有清水河、浑水河等小河，均因山高河低，工，农业利用有限。．特

别在马拉格、老厂、卡房、锡城等主要采矿区无河流，生产用水全靠由大屯海、乍甸河远距

提供，耗资不少，因而个旧素有“水贵如金’’之说。

个旧，是一个以生产大锡为主并产铅、钨、铜等多种有色金属的冶金工业城市。矿藏资

源主要分布于市东南部的马拉格、老厂、卡房一带和锡城区的中西部地区。个旧锡矿远在汉

代便有小规模开采，元末明初至清代开采规模愈来愈大。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始设官商

经营，至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临安府将双水塘同知移驻于此，更名个旧厅，专管矿

务，兼收课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成立“个旧厂官商股份有限公司”，至1913年

始采用机械采选冶炼。1940年11月“云南锡业公司’’成立。个1日之大锡历来以产量高、质量

好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正如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内云： “铅

铁所出地方多，唯蒙自之锡名于天下，其厂名日个旧。个旧之锡响锡也"。可见个旧大锡历

史之悠久，故个旧又有“锡都黟之称。1950年解放后，国家把个1日列为重点建设地区。解决

了矿山开发所需的水电、燃料等能源，广大矿山职工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开发矿业，矿业大

兴。云南锡业公司所产精锡连续20年获外贸“免检’’信誉，畅销于欧、美、亚、非等许多国

家。1979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质量金质奖章。1983年该公司总产值达1．8{a元。本市亦在坚持

以锡、铅、铜、钨等有色金属生产为主的同时，发展了机械制造，交电、日用陶瓷、搪瓷、

碳铵，普钙及钙镁磷等轻化工业。全市工业总产值从1950年的2，254万元提高到19 83年的

23，675万元，平均每年递增7．4％。主要工业部门是有色金属采选，其厂矿大部分布于市区东

南的大屯、老厂、卡房和中部的锡城等4个区域I冶炼加工厂矿主要分布于市区北近郊的鄢

棚和鸡街等地；化工厂矿主要分布于大屯区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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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耕地面积175，517亩，其中水田58。595亩，菜地3112亩，主要分布于市北部和东北

部的倘甸、沙甸、鸡街、乍甸、大屯等坝区I旱地113，810N，多分布于市东部、南部和西部

的老厂、卡房、黄草坝、贾沙、保和、锡城等区的山区和半山区。主产稻谷、包谷和小麦，

1983年粮食总产量9211．58万斤，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和蔬菜，1983年产蔬菜3964．25万余

斤。茶叶近年来也有所发展。

全市有林地25．6万余亩，灌木林19．3万余亩，新造未郁闭幼林10万亩，覆盖面积达23．7％。

年产木材约2000余立方米。另有核桃、板栗、苹果、梨、石榴等水果，年产100多万斤。

畜牧业以养猪为主，1983年末存栏数75，619头，大牲畜共29。6lO头，羊5224只。

乡镇企业近来也发展了铅、锡小有色金属采选，化工原料，建材和农副业产品加工、农

机具修造等工业107个，1983年总产值为3548．29万元。

全市有容量百万立方以上水库6座，十万方以上的坝塘19个，开挖了流量在0．3立方／秒

以上的人工沟渠279公里，有效灌溉面积达6．4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32．5％。

本市有通往昆明、河口、石屏、蒙自的米轨及部份寸轨铁道，个(旧)金(平)公路由

北往南穿境而过，形成与开远、弥勒、泸西、昆明、蒙自、河口、建水、石屏、元阳、绿春、

金平等县(市)衔接的公路网。境内公路线长829公里，可通往市辖各个区镇、厂矿和87％的

乡，76％的自然村。

自195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亦很快。1950年全市仅有小学29

所，中学2所，学生4500余人，教职工194名，1983年小学发展到305所，中学达26所， (已

包括云南锡业公司所属学校及铁路系统学校在内)，在校学生5481 6A．，教职：E4124名，儿童

入学率达96．4％，尚有各种业余、函授及电大教学班。个旧一中由于多年来教学质量较好，

1980年曾荣获国务院的嘉奖。市区现有京剧团、文工团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歌舞团，影、

剧院5个。另有郊区厂矿、区、学校电影队100个，还有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

游泳池、公园等公共文化娱乐设施。

1950年全市仅有综合性医院一所，医务人员26名，病床20张，农村卫生机构为零。至

1983年，已有综合性医院、．专业性医院共20所，农村每个区均有卫生院，医务卫技人员940

余名，病床1135张，其中市级以上医院病床550张。云南锡业公司还另有专门为厂矿职工服务

的综合医院5所，病床868张，1974年7月还建立了“劳动防护研究所”，开展对矿山职工职

业病的防治工作。现在，全市范围内血吸虫病已根除；斑疹伤寒，回归热已控制，白喉，疟

疾等传染性疾病基本得到控制。晚婚和计划生育已成为良好的社会风尚，1983年全市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9．3‰，低于国家规定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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