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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县市地名志之五

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
秘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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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六年十月



吉台 吉
刖 青

我区地处省会昆明市近郊，交通发达，企业事业单位多，旅游点多，地名的

使用频率极高。《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便是适应形势的需要，按照云南省地名

委员会统一部署，1221981年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编纂而成的。它全面地记载

了我区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提供标准名称和有关地名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是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公安、邮电，交通、新闻、出

版、文教、科技、财贸等部门必备的法定地名典籍。
’

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观点，新的材

料、新的方法编写，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记载西山区范围内现行和曾用地名，行政区划与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i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全收，选入部分人工建筑和各专业部门名称，重要的

企业和事业单位名称，只收入有显著地名意义的。共计收地名1124条，其中152

条为少数民族语地名。所志每条地名的基本内容是，地名的规范化汉字书写形

式，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地名罗马字母拼写形式，位置，以及地名的由来，台

义和演变，并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反映其自然、经济、历史、文化或其他特征。

部分条目，辑录了古籍文献对该地名的有关记载。

本志各章节按地名类别集中排列。1984年初，农村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

府的工作。根据省委关于“原则上以大队管辖范围为基础建乡，以公社管辖范围

为基础设区。爷昆明市委关于“官渡区、西山区以公社管辖范围设立办事处，大队管

辖范围建乡矽的安排，我区行政区划形成区，乡两级，办事处是区人民政府的派出

机构。自然村名称即排列于所属乡名称后面。另外，我区还有三个管理工矿城镇

的办事处，无实际地理范围，将其排于行政区划的最末一章，居委会、街道名称

等，也相应排于此章。

本志中的地图，是根据1：5万地形图绘制的，不能作为划界依据。所载地名

与本志所收地名范围一致。部份自然地理实体和企事业单位名称，因地图载荷量

有限未能载入，有的使用了简称。该图系1983年编绘出版，经过体制改革，有关

地名的专名和范围基本没有变动，但行政区划的通名与原先设想有变化。请将地

图图例中：“乡、镇驻地彦，改作“办事处驻地黟，。乡界一，改作矗办事处界彦，“村

委会，居委会及驻地矽，改作口乡政府，居委会及驻地一。另外，团结办事处的妥

吉与新建两个大队已合并，设立妥吉乡·故图上私新建万二字应该去掉，改用自然



村符号，海口办事处的海门-9蒋凹两大队合并设海门乡，图上“蒋凹打处之符号，
应改为自然村符号。

志中地理位置的叙述，凡在交通干线上的地名，所述距离为交通里程，其他

则为直线距离。

志中引用的数字，人口以1982年普查数为准，企业、事业单位以1983年调

查资料为准，其他项目未注明年代者，系1980年末统计数。

本志中沙朗办事处的沙朗村、厂口办事处迤六乡的迤六两条地名，分别作为

办事处和乡的驻地，并有供销社、学校等单位，距其他自然村尚有一段距离，在

自然村统计数字中未计入。另外，如夏窑、积善、自卫村、化底力、。小乐亩等地

名，作为几个小村的总称存录，不列入自然村统计数字。

《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的编纂，是在省、市地名委员会，区委、区政府的直

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区民政局、统计局、公安分局、科

委，农业局、水利局、文教局，图书馆、35072部队，北京大学于希贤、省历史

研究所王树五、市参事室陈赓雅，及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深表感谢。

尽管本志付印前曾多方征求意见，并作过修改订正，由于经验不足，缺点错

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五月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文件
西政发(1986)第53号

★

关于颁发《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的通知

(不另行文)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识别空问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围、

形状和特征，共同约定的称谓。为做好地名标准化工作，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

发(1982)50号和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政发(1982)80号文件精神，按照《云南省县、市

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以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

编纂出《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经审定，并报经省，市地名委员会审查合格，现

决定予以颁发J《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集中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地名工作者的

智慧，记述了我区所辖范围内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为政治，经济、民政，公

安、军事、外事、交通、邮电、科研、文教、新闻、出版、城建、旅游等各部
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了准确的地名资料。

今后，各单位，各部门在工作中使用地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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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企业、事业单位，在名称使用、商业广告、新闻

报导、标牌等方面涉及本区地名时，应以志内所规定的当地地名一致。凡需要更

改地名或对新建街、路、自然村命名，须报区地名办公室审查，经区人民政府批

准方能生效。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章)

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修，纂人 员．1
。、，． ^． ，J

．

．．J

主 修： 杨显忠 张凤保

编， 纂： 尹荣林、．徐振明

资料整理： 沈有能 谢明 杨宝金
，

‘

绘．．图： 戴顺德 郭星

摄 影： 赵祥 谢明 邵柏林游滨

出版事务：’沈有能 徐振明



录

前 言

关于颁发《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的通知

昆明市西山区地图
⋯ ⋯一

-● ●’ ●‘

第一章 总 述⋯⋯⋯⋯⋯⋯⋯⋯⋯⋯⋯⋯⋯⋯⋯⋯⋯⋯⋯⋯⋯⋯1

第一节昆明市历史沿革⋯⋯⋯⋯⋯⋯⋯⋯⋯⋯⋯⋯⋯⋯⋯⋯⋯⋯．I
第二节西山区概况⋯⋯⋯⋯⋯⋯⋯⋯⋯⋯⋯⋯⋯⋯⋯··⋯⋯⋯⋯1

第二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一

第三节
、 第四节

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4

东风办事处⋯⋯⋯⋯⋯⋯⋯⋯⋯⋯⋯⋯⋯⋯⋯⋯⋯⋯⋯．．4
海联办事处⋯⋯⋯⋯⋯⋯⋯⋯⋯⋯⋯⋯⋯⋯⋯⋯⋯⋯⋯．．9
碧鸡办事处⋯⋯⋯⋯⋯⋯⋯⋯⋯⋯⋯⋯⋯⋯⋯⋯⋯⋯⋯．12
团结办事处⋯⋯⋯⋯⋯⋯⋯⋯⋯⋯⋯⋯⋯⋯⋯⋯⋯⋯⋯．17
谷律办事处⋯⋯⋯⋯⋯⋯⋯⋯⋯⋯⋯⋯⋯⋯⋯⋯⋯⋯⋯．24
沙朗办事处⋯⋯⋯⋯⋯⋯⋯⋯⋯⋯⋯⋯⋯⋯⋯⋯⋯⋯⋯．29
厂口办事处⋯⋯⋯⋯⋯⋯⋯⋯⋯⋯⋯⋯⋯⋯⋯⋯⋯⋯⋯．33
海口办事处⋯⋯⋯⋯⋯⋯⋯⋯⋯⋯⋯⋯⋯⋯⋯⋯⋯⋯⋯．37
集镇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街道⋯⋯⋯⋯⋯⋯⋯⋯⋯⋯⋯⋯⋯．43

各专业部门名称⋯⋯⋯⋯⋯⋯⋯⋯⋯⋯⋯⋯⋯⋯⋯⋯⋯⋯47

企业单位⋯⋯⋯⋯⋯⋯⋯⋯⋯⋯⋯⋯⋯⋯⋯⋯⋯⋯⋯⋯47
事业单位⋯⋯⋯⋯⋯⋯⋯⋯⋯⋯⋯⋯⋯⋯⋯⋯⋯⋯⋯⋯52
场、站⋯⋯⋯⋯⋯⋯⋯⋯⋯⋯⋯⋯⋯⋯⋯⋯⋯⋯⋯⋯．．55

名胜古迹和其他人工建筑物名称⋯⋯⋯⋯⋯⋯⋯⋯⋯⋯⋯57

西山诸景t华亭寺、太华寺，龙门、聂耳墓、张天虚墓、升庵祠⋯⋯⋯⋯57
大观公园，筇竹寺、白鱼口、西园⋯⋯⋯⋯⋯．⋯⋯⋯⋯⋯⋯⋯．61
其它寺庙⋯⋯⋯⋯⋯⋯⋯⋯⋯⋯⋯⋯⋯⋯⋯⋯⋯⋯⋯⋯63
水库，沟渠、桥⋯．．．⋯．．．．．．．⋯⋯⋯．．⋯．．．．⋯⋯⋯⋯⋯⋯．．64

、i

#

*

。十

＼

h

。I“

j{l川寸|引一∥√I{_1}¨ki_^_hl√‘√、1l__{=．叫√√睾．一l__“别P引i√1L
“

‘～‘1

_一“

、+’一、__f二／6一

。L



第五章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7

第一节山，山峰⋯⋯⋯⋯⋯⋯⋯⋯⋯⋯⋯⋯⋯⋯⋯⋯⋯⋯⋯⋯67
第二节山口，山洞，岩溶地貌⋯⋯⋯．⋯⋯⋯⋯⋯⋯⋯⋯⋯⋯⋯⋯．．79
第三节湖、河、泉⋯⋯⋯⋯⋯⋯⋯⋯⋯⋯⋯⋯⋯⋯⋯⋯⋯⋯⋯．82
第四节箐(谷地)、地片(野外小地域名称)⋯⋯⋯⋯⋯⋯⋯⋯⋯⋯⋯⋯．．84

附 录⋯⋯⋯⋯⋯⋯⋯⋯⋯⋯⋯⋯⋯⋯⋯⋯⋯⋯⋯⋯⋯⋯⋯⋯⋯⋯91

一、地名管理条例⋯⋯⋯⋯⋯⋯．．．．．．⋯⋯⋯⋯⋯⋯⋯⋯⋯⋯⋯⋯91
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93
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96
四、地名首字音序索引⋯⋯⋯⋯⋯⋯．．．⋯⋯⋯⋯⋯⋯⋯⋯⋯⋯⋯．113
五、自然村曾用名，现用名对照表⋯⋯⋯⋯⋯⋯⋯⋯⋯⋯⋯⋯⋯⋯⋯132

，』■扁盔r磷省I量联0l；I，，嚣謦飘臀韵戮0，，

。￡ltk，，撵坶tl掣擎《§a齑—Illqal酒I同{罐霪1■曩疆恩I馐叠■l窭_■蟹囊●；，啦霄，o|!啡谬锗。岔Ⅷ静，oⅧ尊^、，￡避继强镶帮磕面_疆氍呱掣孽，f，；。。翟焉●。l_，o《疆坩，。



第一章 总 述

第一节昆明市历史沿革

昆明，除作为市名外，过去曾作过县名。在云南省中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

益州郡，郡治在今晋城附近。郡下设县。今安宁为连然，昆明为谷昌，昆阳附近为建伶，晋

城呈贡一带为滇池，富民为秦藏。这是滇池地区设立郡县的开始。三国时期归蜀后，于建兴

三年(公元225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滇池等县沿用。晋为晋宁郡，隋为昆州。唐置益宁

县，为昆州治地，属戎州都督府。唐、宋时入南诏、大理，分别属拓东节度、鄯阐府地。元

初设昆明二千户，隶属鄯阐万户府。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置善州及昆明、官渡两县。1286

年改州为中庆路，路治在昆明。不久，将官渡并入昆明县。这时，滇池地区州县也重新确定

名称，如改阳城堡为晋宁州，辖呈贡，归化两县，改巨桥堡为昆阳州，辖三泊县，改黎囊堡

为富民，以安宁为州。 ．．

昆明被用作滇池地区地名，是从元代开始的。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创立云南行中书

省，昆明县成为省附郭，也就是说，从元代起，云南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式移到

昆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中庆路为云南府，昆明为府治。清代昆明县仍为云南省

城，云南府治所在地。民国初仍为昆明县，属滇中道，后来道撤销。1928年建立昆明市。

1949年12月9日，昆明市解放，为云南省直辖市。1950年昆明市为云南省人民政府驻地，

昆明县属昆明市领导。1953年撤销昆明县，并入昆明市。1956年，原安宁县并入昆明市。

1960年，原属玉溪专区的晋宁县、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富民县，划归昆明市，复设安宁县，原

呈贡县并入晋宁县。1965年恢复呈贡县。

昆明市原辖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和富民、晋宁、呈贡，安宁四县。】983年10

月，宜良县、路南彝族自治县，嵩明县、禄劝县划归昆明市。1985年，禄劝县改设禄劝彝族

苗族自治县。

。昆明骨之名，最早见于汉代，开始并非城市名称，而是一个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古代

民族的名称。鼻昆明一是少数民族语言，我国古代内地人民按照当地的读音，用汉字记下来，

写为。昆明静，又写作。昆嚣，。昆弥移，。昆猕"。后来，昆明这一地名，即因种族之名衍变

而来。

第二节西山区概况

昆明市西山区，位于本市西部，东临滇池，部分地与五华区相连，东北一隅与官渡、嵩

明县毗邻，南接晋宁县，西接安宁县、禄丰县，北与富民县相连。厂口办事处的迤六、瓦恭

两个乡，在富民县境内，为本区飞地。区人民政府驻马街，距昆明城区八公里。全区面积

1058平方公里，人口288268人，其中农业人口131737人，城镇人13 156531人。居住着

汉、彝、白，回、苗等民族·在农业人口中，彝族14973人，占12．1％，白族12747,3．，占

；。一。㈤刚。、．群”∥“酞盼麟¨————孵。：～蜘酣联猷戤戳微骶∥，彰．一一“u．”归戮，。，。一-毪誊啄l需，譬
一



· 2 · 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

8％，回族2068人，占1．3％，苗族1884人，占1．1％。全区辖8个农村办事处，62个乡(其

中民族乡18个)，共443个自然村，设管理工矿集镇的办事处3个。

在本区境内，有著名风景游览地——西山，故名西山区。今西山区辖地，历史上从来隶

属昆明县。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昆明县以城郭外分为25里，其中沙浪里、黑林里、班庄

里、石鼻里，利一里，普坪里，高蛲里是今西山区辖地。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改里为堡，

昆明县辖43堡，其中沙浪堡，厂口堡、土堆堡、大渔堡，海源堡、高蛲堡、西华堡、多依

堡、罗亩堡等15堡，为今西山区辖地。民国改设乡、镇，今西山区为昆明县属之大渔镇、玉

案乡，西碧乡、灵源乡、苍竹乡、北新乡等。1950年为昆明县第五区、第六区。1953年撤销

昆明县，并入昆明市，今西山区为当时第八、九、十区。1956年始设置西山区。

今海口办事处，明、清至民国，均为昆阳州(县)辖地，1954年划入昆明市为第十区。

1958年划入安宁县为海星人民公社，1961年并入西山区．

本区系昆明市辖近郊区，相当于县级建制。区境内大中型厂矿企业和省，市属事业单位

较多，是城乡结合部·

本区在滇池盆地北部和西部边缘，东风、海联、碧鸡、海口四个办事处多属坝区，其余属

山区。山区又分布着沙朗、厂口，龙潭、明朗等小坝子，谷律办事处为山地河谷区。总的说

来，是一个半山半坝的区。最高点谷律办事处风摆山，海拔2622米，最低点迤六乡的肖家

村，海拔1731米。平均海拔2200米左右。坝子占总面积的49．2％，海拔1895米，山地占

50．2％。海拔一般在2000至2500米之间。著名的山有西山、玉案山、棋盘山、望海山等，

分布于西部及北部。在本区山地中，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地层，碧鸡，沙朗、海口等地区，均

发育着比较典型的岩溶地貌。螳螂川源予滇池西岸的海口，流经海口办事处境内，经安宁县

又流经本区谷律办事处境，至富民以下称普渡河。滇池在本区东部，从大观楼沿滇池往南至

海口，本区境内湖岸线长约49．5公里。全区有林地430260亩，森林覆盖率23％，主要分布于

谷律，团结，厂口等山区办事处地区。西山，是闻名的风景区——森林公园．

本区与春城昆明紧紧相连，茹冬无严寒，夏无剧暑’，属北亚热带，气候温和，气温年较

差小，日较差大，干湿季明显。坝区年平均气温14．4。C，最冷月平均气温7．4。C，最热月平

均气温19．6。C。山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相对降低，年平均气温12．1。C，最冷月平均气

温6。C，最热月平均气温16．4。C。全区年平均降水量1122毫米，多集中在5"-,10月，山区

比坝区雨水稍多。坝区无霜期226天，山区无霜期276天。坝区≥10。C积温4490．3。C，山区

≥10。C积温3267．1。C。八月低温冷害和霜冻，是本区两种主要灾害性天气。

本区的海口，观音山，双山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磷矿，品位高，容易开采。明朗的石英

砂，颗粒适当，质地纯正，疏松，以质优闻名全国。本区地处滇池西岸，湖岸线长，螳螂川

流经海日、谷律两办事处，给工业用水，农业灌溉，水上养殖，渔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土壤

资源，坝区土地肥沃，多为鸡粪土质，山区多为山地红壤。沙朗温泉水温360C·

本地区建有中央及省、市属企业100多个，包括冶金、机械、建材、仪器仪表，化工等

工业部门，重要企业如云南冶炼厂、昆明电缆厂、昆明轻工机械厂、昆明平板玻璃厂，西南

仪器厂、云南光学仪器厂、昆明冶炼厂、昆明三聚磷酸钠厂等，主要分布于汽车西站至海口

公路沿线，集中于黑林铺，马街，海口等地区。区属工业主要有磷矿及石英砂开采，水泥制

造、机修等，区属企业有13个。

本区经济以农业为主，乡镇企业有较好基础。有耕地]38085亩，占全区总面积的8．7％，

：j，，．，．缝0震㈣翻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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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滇池盆地边缘i山区的小坝子，河谷及部分坡度较缓地带。主要粮食作物有水

稻、包谷，小麦、蚕豆等，为一年二熟。1982年水稻播种73177亩，单产713斤J包谷播种

35321亩，单产453斤，小麦播种63177亩，单产314斤，蚕豆播种23862亩，单产313斤。

商品蔬菜地9031亩，年上市量4460万公斤。经济作物，油菜播种3292亩，单产130斤，

水果有梨，柑桔、苹果等，全区有果树45万株，年产量约1 15万公斤。另外，还种植香叶、

茶叶等。林业，全区木材蓄积量约60万立方米，新造未郁闭林地36750亩，土特产有板栗，

鸡枞等。大牲畜以牛马为主，1982年有28627头，生猪存栏数63096头，羊28]02只。乡镇

企业主要从事砂石料、磷矿开采，砖瓦，建筑、短途运输等，1985年产值7853万元，在积

累资金，增加社员收入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渔业，共有水面6404亩(不包括滇池)，已养鱼

水面5182亩，占80．9％，滇池已发展网箱养鱼57亩，高密度温流水养鱼25．5亩。】982年，

农、林，牧、副、渔五业共收入4233万元，平均每人收入312元。1985年人均收入437元。

较大水利工程有三多水库，容量44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8800亩，沙朗、厂121两个

办事处受益，西北沙河水库，容量280万立方米，可灌溉6000亩，海联、东风两个办事处

受益。滇池沿岸的东风，碧鸡，海口三个办事处，以抽水灌溉为主，至1983年底全区有农用

排灌动力机械890台，15661马力。

-本区是昆明西部的交通要道。高蛲，早在明代就是滇池西岸的重要渡口，碧鸡关，是昆

明通往滇西的重要关隘。现在，本地区交通发达，铁路、公路，水上运输航线纵贯全区。成

昆铁路经过本区的东风、碧鸡两个办事处，昆阳铁路支线经过海1：3办事处，昆畹公路经过东

风、海联、碧鸡三个办事处，昆(明)沙(朗)公路经过东风，海联，沙朗、厂口四个办事处，

普吉至富民，高蛲至海口(沿滇池)，黑林铺至团结，谷律，以及各乡均有公路相通。昆明至

海口，昆阳等地的滇池航运，也十分便利。

建国以来，我区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全区有教师进修学校l所。农

村中学1】所，在校学生2052人，教职工187人。农村小学176所，在校学生24269人，教

职工1]79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7％。境内还有市属中学七所，各厂矿单位都办有小学、

中学。有文化馆一个，公共图书馆一个，工人俱乐部一个。设有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各办事

处有电影放映队，马街、海口、黑林铺等集镇设有电影院及新华书店门市部。8个办事处建

立了文化站。区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和各办事处卫生院，共有病床184张，医务

卫生人员339人，各乡有合作医疗站。1982年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3‰。

我区山水秀丽，有许多海内闻名的名胜古迹。如著名风景游览区西山，及西山上的古建

筑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石刻，以及人民音乐家聂耳墓，滇池北岸秀逸，别致的湖滨园

林大观公园，园内有造型别具一格的大观楼，气势磅礴、笔力雄健的180字长联，是我省文

化艺术的瑰宝之一。滇池西岸的白鱼口，观音山，环境幽雅，是著名的疗养胜地。玉案山

腹，有元代就建立的古刹筇竹寺，寺内有誉为东方雕塑艺术明珠的五百罗汉塑像。全区各族

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奋发图强，要把西山区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建设得更加美

丽富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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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东风办事处

东风办事处DSngf百ng Bansh7chd 东风办事处，在昆明市西郊，位于西山区中部东

缘，地当滇池盆地西北面，为城郊接合部。东接五华、官渡两区和滇池草海，南接碧鸡办事

处，西与团结办事处相连，北接海联办事处。面积40．23平方公里。驻地梁家河(村)，距市

区小西门4公里。

东风办事处名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时，取。东风压倒西风嚣一语首二字为名。。东风·

比喻革命的力量和气势。清代末期为大渔堡，土堆堡、张家堡、大西堡，西马堡辖地，1930

年至1949年为大渔镇，灵源乡部份辖地。1950年为昆明县第五，第六区部分地。1954年为昆

明市第八区、九区的一部分，1956年起属昆明市西山区，1958年为西山区东风公社，1984年

2月设东风办事处。辖10个乡，55个自然村，社办场站6个。有6972户，27718人，汉、彝、

回等民族，其中彝族304人，回族76人。

本办事处地处滇池西北面，系平坝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庄集中，人口稠密，气

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C，是我区粮食及蔬菜主产地之一。耕地面积19976亩，粮食作物有

水稻，小麦、蚕豆等。1980年水稻种植16123亩，单产795斤；小麦种植9189亩，单产

459斤，蚕豆4157亩，单产415斤。经济作物有蔬菜、油菜等。海源河，鱼翅河流经本办事

处，注入滇池。水利除水渠外，主要靠抽水站提滇池水灌溉。1949年以前，仅积善有一个抽

水站(此站建于1912年，是我省建立最早的电力抽水站)，现已发展到13站，保证了农田用

水。养鱼水面234亩，年捕捞54615公斤。

乡镇企业有水泥制品，建筑、民间运输、机械修理、砂石料及皮鞋加工等，1980年总产

值938万元。1985年人均收入624元。社队共有大型拖拉机62台，手扶拖拉机271台，汽车

44辆。有小学13所，在校学生4561人，有卫生院一所，电影院一个·

大观公园在本办事处东部，濒临滇池草海，是一座秀逸的湖滨园林，为昆明地区重要游

览地之一。园内的大观楼，初建于1696年，是著名的古建筑，悬挂于大观楼的180字长联，

海内闻名。

梁源乡LlSngyu6n XlOng位于昆明

西郊人民西路中段，驻地梁家河(村)。梁家

河，海源河流经本地，1952年设乡时，取两

条河名各一字，称为梁源乡，后沿用此名。

梁源乡为一村设一乡。清末属张家堡，民国

属灵源乡，1952年为梁源乡，1954年为洪园

乡的一部份，1958年为洪园管理区的一部

份，1962年为梁源大队，1984年3月设梁源

乡。586户，2368人，汉族。耕地2114亩。

梁家河(村)L18ngllOh否= 在昆明西郊，

人民西路中段，距小西门4公里。曾名梁家

营，梁家河流经此村，后即以梁家河为村名。

系东风办事处及梁源乡政府驻地。586户，

2368人，汉族。聚落沿河两岸及公路两侧，

，囊，鹚，《，

。p影犍。锄甏；l≈

r耋，扎+铋懿黔∽黪乳1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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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十，字形延伸。有印刷，机械修配等企业

及电影院。多路市郊公共汽车相通。

近华乡Bnhu石Xldng位于昆明城西

面，驻地白马庙，系城乡接界处。风景名胜

区大观公园在本乡范围内。在明代，今大观公

园一带称近华浦。现在，园内尚有近华浦小

亭一座。乡即取近华浦首二字为名。近华，

意为此地接近太华山麓之水。本乡包括7个

自然村。清末属西马堡，1952年为近华乡，

1958年为红联管理区的一部份，1962年设近

华大队，1984年3月设近华乡。706户，2669

人，汉族。耕地1312亩，是商品蔬菜生产

地。

白马庙(村)B61m石mlao 在昆明城西

大观路中段一侧，近华乡政府驻地。距篆塘

2公里。民间传说滇池有神马，因而在此地

建自马庙，村也沿用此名。172户，677人，

汉族。有部份城市居民。呈块状聚落。正当

城区及大观公园中问，有公共汽车相通。

清·道光·戴纲孙‘昆明县志>：鼻雄川阁。

之上流北岸日白马庙，滇国长老传言池中有

神马，庙之所祀当即此。，

卢家营(村)LdjlOyfng在城西大观河

一侧，距城区2公里，隔河与白马庙相望。

明代曾作过军屯营地，后演变为村，卢姓人

家多，故名卢家营。194户，782人，汉族。

棕树营(村)Zsngshi3y．fng在昆明城

西，为城乡结合部份。旧时此地棕树多，并

曾作军屯营地，故名棕树营。131户，468

人，汉族。昆明医学院及其第一附属医院，

即在此地。

新农村XTnn6ngcⅡn在昆明城西，大

观路与成昆铁路交叉处，距篆塘2公里。此

村住户系1960年新搬迁来的农户，故名，55

户，221人，汉族。

大观楼村Dclgudnl6ucan 因地近名胜

古迹大观楼而得名，距篆塘4公里。33户，

130人，汉族。

小河尾(村)Xi(30h6w荟l在大观公园

西0．5公里，因村舍聚落于小河末端而得

名。32户，130人，汉族。

波若庵(村)Boru60n在市区新闻路，

亦名波转湾。旧时此地建有波若庵，民国时

拆除，树因庵得名。因城市建设需要，此地

村落均成新建筑物，原住户已迁居。计89

户，261人。

红联乡H6n9116n XlOng驻地红庙，

系城乡接界地。1952年设乡时，以红庙为中

心，东西各有4个村，联合组成一个乡，故

名红联。现共有9个自然村。清末属土堆

堡，1930年属庆丰镇，1952年设红联乡，

1958年设红联管理区，1962年为红联大队，

1984年3月设红联乡。808户，3386人，汉

族。耕地2142亩，是商品蔬菜生产地。

红庙(村)H6ngmlao在西郊约1．5

公里，人民西路一侧，红联乡政府驻地。旧时

祀奉关羽，建红庙于此，因而得名。101户，

419人，汉族。昆明市羊毛衫厂建在此地。

潘家湾Ponjlawon在昆明城西，已经

属市区范围。明代时，滇池水面接近此地，

故有“湾静之称，又因潘姓住户多，故名。农

业人口有159户，628人，汉族。

赵家堆(村)ZhaojladuT在城西人民

西路北侧，距市区小西门约1公里。旧时此

地有水塘盛产菱角，故亦名菱角塘，包括两

个自然村，以赵姓人家多的村，称赵家堆·

117户，505人，汉族。

‘昆明市志t河湖泉》l。菱角塘，在市西

约二里，周围一里有奇，与老篆塘河通，会

左龙须河流入滇池。塘中村人遍种菱角，入

秋，则采而售诸市中，获利恒厚。，

童振藻等纂，1924午铅印本，页二六

——二七。

李家堆(村)LTJlOduT在城西人民西

路北侧，距市区小西门约1公里。1日时此地

有水塘盛产菱角，故亦名菱角塘，包括两个

7乙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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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以李姓人家多的村，称李家堆。104

户，429人，汉族。

上栗村ShangITcnn 在西郊约1．5公

里，因栗姓人家多，曾名栗家窝，后发展为

上栗村，下栗村。61户，3】2人，汉族。

下栗村XI(：IIi"ciln参见上栗村条。1 07

户，453人，汉族。

江家桥(村)JlOngJl石q160在西郊，距

市区约2公里。村座落在鱼翅河一侧。此地

有桥，江姓较多，故名。58户，238人，汉

族。

红联新村H6ngIl6nxTnc[in在西郊2公

里，座落鱼翅河一侧，此地住户系1956年

迁来，命名为红联新村。52户，208人，汉

族。

六合村LOh6cQn在城西人民西路南

侧，距市区约1公里。此地原有前祠堂、中

祠堂、后祠堂，王家小村、石桥等六个小

村，1951年合并划为一村，称六合村。49户，

194人，汉族。

洪园乡H6ngyuGn XlOng驻地黄土坡，

为城乡接合部。取所属自然村洪家营之首字，

麻园之末字，故名洪园。包括5个自然村。明，

清属黑林里，，清末属大西堡，民国属灵源

乡，1952年为洪园乡，1958年为洪园管理

区，1961年为洪园大队，1984年3月设洪园

乡。850户，3295人，汉、回两族，大部为汉

族。耕地2634亩，农业为主。

黄土坡(村)Hu6ngtGpO在昆明西北

郊，距市区约2．5公里，地处昆(明)畹(町)、

昆(明)沙(朗)两条公路交叉口，村东南有黄

色土坡，因而得名。民国时曾名黄泥村，此名

仅使用了两年，群众仍习称黄土坡。住户沿

昆畹公路两侧，形成黄土坡前街，在公路北

侧称黄土坡后街。302户，1224人，汉，回两

族，其中回族约百分之四。洪园乡政府驻地。

有公共汽车相通。有修配、运输，化工，学

校等企事业单位。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盖其洼即草

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

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即草海也。

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卷六上，

页七八五。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本。

麻园(村)H6yudn在昆明西北郊，

距市区西站约2公里。旧时，此地多种植大

麻，故名麻园，村因而得名。280户，1016

人，汉族。

洪家营(村)H6ngjlGyl-ng在黄土坡西

面约半公里。明代曾作过驻军营地，洪姓人

家多，因而得名。160户，611人，汉族。

蔡家村CalJlacQn距昆明西站西面约

半公里。蔡姓人家先在此居住，曾名蔡家

院，后改今名。49户，195人，汉族。农户

与城市居民杂处。 ，

新发村XTnfOcⅡn在黄土坡西北约2

公里。新发村，意为新发展的村子。58户，

249人，汉族。

张峰乡Zhongf百ng Xlang驻地中

峰，取本乡属地张家村的首字，上峰、中峰、

下峰的末字，故名张峰。包括8个自然村。

明、清属黑林里，清末属张家堡，民国属张

家乡，1952年为张峰乡，1958年为积善管理

区的一部份，1962年为张峰大队，1984年3

月设张峰乡。844户，3284人，汉族。耕地

2524亩，以农业为主，兼营砖瓦，水泥制

品。

中 峰(村)Zhongf否ng系张峰乡政

府驻地。在马街东北约1．5公里。居于上峰，

下峰两村之间，故名。69户，272人，汉族。。

张家村ZhOngJlacan在马街东北面2

公里，距市区小西门4．5公里。因村子里以

张姓人家为多，故名张家村。是昆明西郊乎

坦的田园中，突起成块状聚落的较大村落．．-

204户，791人，汉族。

·沙沟尾(村)Shd96uw备l在人民西路．

北侧，距市区小西门约4．5公里。旧时眠山

：《。o。。o谨援壤，；，一纷，吒i盛瞥鼍，凯m嚣毒，o；灌餐礓重；．缫避噩‘t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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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有一条沙沟，此地居于沟末端，故名。

155户，588人，汉族。

兴隆村XTn916ngcQn在张家村东面约

半公里，曾名张家小村，兴隆，雅化名，含

兴旺发达之意。127户，530人，汉族。

夏窑(片村)XIc／y60是上峰、中峰、

下峰，小村4个自然村的总称。明、清称夏

家窑，后减去盔家，字，称夏窑。以夏姓人家

在此经营砖瓦窑，闻名于昆明，因而得名。

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l_二里半，有

村当堤之冲，日夏家窑。过此，遂遵堤行湖

中。堤南北皆水洼，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

无异。，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本。

上峰(村)ShOngf百ng在马街东面约

1公里。原为夏窑的一部份，后来村落发展，

为便于区别，分为上峰、中峰、下峰三个

村。此地是在上风头的村，用做地名时写为

上峰。106户，426人，汉族。

下峰(村)XMf百ng在马街东北面

约1．5公里。在上峰，中峰、下峰三村中，此

地是在下风头的村。用做地名时，写作下峰。

103户，389人，汉族。

上峰小村Shangf百ng×l百ocon在马街

东面约l公里，亦名赵家小村。是上峰的子

村，故名上峰小村。47户，169人，汉族。

沙地(村)ShodT在马街东北面约1

公里。原来有小河流经此地，泥沙沉积土质，

因而得名。33户，119人，汉族。

t 明波乡Ml'ngbG×long驻地明波，因

而得名。包括4个自然村。清代属土堆堡，

民国属土堆乡，1952年为明波乡，1958年为

明波管理区，1962年为明波大队，1984年3

月设明波乡。675户，2755人，汉族。耕地

2414亩，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蔬菜，养殖业

也很发达。

明波(村)HfngbO在大观楼西面约

l公里。明姓先到这里定居，原称明家地。因

地处滇池边，碧波荡漾，后即改称明波村。

175户，708人。汉族。明波乡政府驻地。

土堆(村)TGduT在市区西面约3

公里。曾写作土墩。村落处于地势稍高的土

地上，因而得名。261户，1045人，汉族。

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黄士杰编著

的‘六河图说'，叙述盘龙江的支流时曾写到t

_．．⋯·又一支自涌莲河西北流至红庙，名鱼翅

河，向西流至土堆，转向南流入草海。，可见

土堆这一地名，经过二百四十余年，至今没

有改变。

河尾(,t,-l-)H6w吾l在大观楼西南约2

公里，曾名河尾巴。鱼翅河、运粮河到这里注

入滇池。村聚落于两河尾部，因而得名。132

户，577人，汉族。

庄房(村)ZhQanf6ng在大观楼西

南约1．5公里。庄房，指收获庄稼时的场院。

形成村落后，沿用作村名。107户，425人，

汉族。

积善乡JTshcln Xiong驻地积上(村)，

取积上、积中、积下三村之总称积善为名。

包括5个自然村。清末属大渔堡，民国属大

渔镇，1952年为积善乡，1958年为积善管理

区，1962年为积善大队，1984年3月设积善

乡。661户，2623人，汉族。耕地2043亩，以

农业为主。

积善(片村)JTshan 是积上、积中、

积下三村的总称。旧时，本地田产租米，交

法界寺作香灯钱，该寺和尚说这是善举，因

此给村取名积善。村落逐渐发展，而形成积

上，积中、积下三村，村舍均沿旧海源河两

岸而建。
， 积上Off)JTshclng在马街东面约2

公里，系积善乡政府驻地。积上、积中、积下

三村，积上在北面，故名。164户，665人，

汉族。

积中(村)JTzhOng在马街东南约

2．5公里。在积上，积中，积下三村当中，

此村处于中间，故名。t94户，377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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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下(村)JTxlca在马街东南约2．5

公里，村南濒临滇池。积下在积上，积中南

端。因而得名。191户，773人，汉族。积下

(村)为旧海源河流入滇池处。

海源庄(村) H6Iyu石nzhu石ng 在马街

东面约3公里，成昆铁路线南侧。海源河旧

时在这里注入滇池，因而得名。167户，636

人，汉族。

小河埂(村)Xl石oh69(mg在马街东面

约3公里，与海源庄毗邻。原来的麻园河亦

称小河，至此流入滇池，在这里的河埂上建

村，故名小河埂。45户，172人，汉族。

大渔乡Dc3yG XlOng在滇池西北岸，

驻地大渔村，因而得名。包括4个自然村。

明、清属普坪里，清末属大渔堡，民国属大

渔镇，1952年为马街乡的一部份，1958年为

马街管理区的一部份，1962年为大渔大队，

1984年3月设大渔乡。615户，2434人，汉

族。耕地1525亩，是商品蔬菜生产地。

大渔村DayGcQn在马街南面约l公

里，地处滇池西北岸，旧时渔户较多，因而

得名。系大渔乡政府驻地。234户，964人，

汉族。

苏家村SQJI石cQn在马街东面约1公

里，紧靠成昆铁路昆明西站。苏姓最先在此

定居，故名。236户，939人，汉族。

小渔村×160y石cdn在马街南面约1．5

公里，地处滇池西北岸，1日时住户打渔为

生，因而得名。曾写作小邑村。73户，270

人，汉族。

杜家村DOJlOcQn在马街东面约半公

里。杜姓先来此居住，故名。72户，261人，

汉族。

马街乡 H石jI百XlOng驻地新渔村，

以本区政府驻地马街命名。包括4个自然村。

明、清属普坪里，清末属大渔堡，民国属大渔

镇，1952年为马街乡，1958年为马街管理

区，1962年为马街大队，1984年3月设马街

乡。508户，1911人，汉、回两族，回族占

百分之二。耕地1039亩，是商品蔬菜生产地。

乡办有电磁线，水泥制品、运输等企业。

新渔村XTnydcOn在马街北面，相距

l公里，系马街乡政府驻地。曾名新灯村，

渔街子，后取这两个曾用名之首二字，故名

新渔村。91户，329人，汉族。

上村ShSngcOn在马街集镇北面，

与云南变压器厂毗邻。清代曾名篦子村。后

来马街一带村落从北到南排列，以此地为上

村。114户，467人。

中村ZhOngcSn在马街集镇的西

北，与昆明电池厂毗邻。旧时马街一带村落

从北到南排列，此地为中村。】13p，431人．

下村XlacQn在马街集镇西面，与

昆明电缆厂房舍相邻。旧时马街一带村落从

北往南排列，此地为下村。87户，295人。

普坪乡P百pTng XlOng驻地普坪村，故

名。包括7个自然村。明、清时属普坪里，

清末属高蛲堡，民国属西碧乡，1952年为马

街乡的一部份。1958年为马街管理区的一部

份，1962年为普坪大队，1984年3月设普坪

乡。719户，2993人，汉、彝两族，其中彝族

占百分之九点五。耕地1465亩，以农业为主。

普坪村PdpfngcQn在昆(明)畹(町)公

路11公里处左侧，距马街3公里。普坪乡政府

驻地。东距滇池草海仅2公里。旧时长满蒲

草，鼻蒲，谐音演化“普，，因而得名。136户，

537人，汉族。

千沟尾 G8ngOuw芒l在普坪村东南，下

普坪南面约半公里。此地有一沟渠，平时无

水，俗称干沟，村子在这条沟的末端，故名。

168户，686人，汉族。

下普坪 ×lap豇pTng在普坪村东南约1

公里，地名含义同普坪村。127户，552人，

汉族。

董家村DSngJlOcQn在普坪村东北，

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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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街南面约1．5公里。董姓先在这里居住，

故名。121户，463人，汉族。

石咀(村)Shi|zuT在昆(明)畹(町)

公路10公里右侧，北距马街2公里。村西有

岩石林立，至此豁开，因而得名。76户，

341人，彝族。

小围村Xl(己ow61con在滇池边，普坪

村东南。渔民在此围湖筑坝定居，因而得名。

74户，352人，汉族。 ．

龙船甸(村)L6ngchu6ndlan在普坪村

南约1．5公里。旧时，滇池船只经常在此靠

岸，称拢船甸，后演写为龙船甸。】8p，62

人，汉族。以利用普坪村发电厂余热水从事

高密度温流水养鱼著名。 ，

第二节海联办事处

海联办事处卜陋lIl6n Banshichd海联办事处，在昆明市西郊，位于西山区东部。地当

滇池盆地西北部边缘地带。东接官渡区联盟办事处，南接东风办事处，西与团结办事处相

连，北接沙朗办事处。面积49．7平方公里。办事处驻地黑林铺，东距昆明西站5公里，南距

区政府驻地马街4公里。

海联办事处名称，取本处所辖海源、联家两地名之首字。明，清时为昆明县利一里，黑

林里辖地，清末为海源堡，范竹堡辖地，1930年至1949年为灵源乡，苍竹乡。1950年属昆明县

第五区部分地。1954年属昆明市第八区的一部份，1956年属昆明市西山区。1958年为西山区

东风公社的一部份，辖团山、海源、联家三个管理区。1961年从东风公社分出，单独设立海

联公社。1984年3月设海联办事处，辖6个乡，36个自然村，社办场站5个。人N4471户。

18727人，有汉、彝等民族，汉族为主，彝族只占4．3％。

本办事处系滇池盆地的西北边缘地区，西部和北部群山环抱，除昭宗乡的昭宗、河底为山

地外，其余均为平坝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海源河、西北沙河均源于本办事

处，经东风办事处注入滇池。耕地面积t6564亩。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5。C，是我区粮食主产

地之一。 t

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蚕豆等。1980年水稻种植13857亩，单产680斤。小麦种植12200

亩，单产307斤。蚕豆种植4346亩，单产235斤。经济作物有蔬菜，茶叶，油菜等。蔬菜种植

面积1275亩。较大水利工程有西北沙河水库，容水量280万立方米，大坝水库，容水量142万

立方米，自卫村水库，容水量108万立方米。水库总容量563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l万亩．

乡镇企业以建筑业、砂石料，砖瓦，五金化工为主。1980年产值200万元，平均每人收

入339元。1985年人均收入746元。

有小学6所，在校学生4005人，有卫生院一所，王家桥建有电影院一个。

玉案山的筇竹寺，在本处西部，筇竹寺建于元初，屡经重修，现为昆明地区重要名胜古

迹之一，寺内有清代雕塑的五百罗汉塑象，驰名全国。筇竹寺北之山颠，原有座妙高寺，幽

静雅洁，今仅存断壁残垣。

团山乡TuOnshQn Xlang在昆明西郊 黑林铺一带。驻地黑林铺。906户，364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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