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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麻栗坡县人民政府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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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人民政府文件

麻政发(1 987]第65号

关于颁发《麻栗坡县地名志》和

‘： 《麻栗坡县地图》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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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 以及

省、州对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我县于1981年11月至1983年6月，

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各类地名进行了认真的

调查核实，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查阅有关文献，取得了一套

完整的文、图、表，卡四项成果资料，在此基础上，编纂了《麻栗

坡县地名志》，标注了《麻栗坡县地图》，并对普查的地名进行了

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现经审定合格，决定颁发供社会使用。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关系到

国家领土主权、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国际交往、民族团结和人民

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

对待，认真搞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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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对本志书所辑录的240l条标准地名，即作为本县的法定

名称固定下来，正式提供社会使用。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

事业等单位，．在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本志的标准名称为准，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其统一称谓和汉字书写形式，均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

命名、更名的地名，均应按《地名管理条例》规定的审批程序权

限，报上级政府批准方能有效o

·地名资料是国家的保密资料，在边疆更有特殊意义，仅供内部

使用，各单位均应按保密原则登记，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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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栗坡县地名志》是概述本县各类地名的名称

历史沿革、现状、以及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

部地名专志。本志所辑录的全部地名，都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并经上级审定合格，予以出版。它将为各机关、团体，部队、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等广泛的工作领域，提供准

确的地名依据。它是一部资料书，工具书，又是一部乡土地名知识

读物。 、。

‘

，-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

中产生和形成的。地球上处处有地名，人人用地名。随着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地名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

源出不一，纷纭庞杂，我县的不少地名，字别音讹，语义含混，精

华与糟柏并存，有的一地多名，有的多地一名，情况十分复杂。因

此摸清地名家底，搞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结束地名混乱现

象，以提高爱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就是当务之急，对四化建设和子

孙后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遵照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置，并按照我省的具体

要求，我县在1 981年1 1月至1 983年6月，全面开展了地名普查工

作，全县先后参加地名普查的县，公社、大队干部即达一百余入，

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查阅有关资料。是我县建国以来一次

膨



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地名普查。全县共普查了各

类地名2480条，取得了一套完整的表，卡，图、文地名资料，为编

篡本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

在我县地名普查取得四项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和中国地

名委员会的要求，并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篡意见》的具体

规定，编写了《麻栗坡县地名志》。本志的编纂出版，是地名普查

的结晶，也是地方志的组成部分。

本志共辑录各类地名2401条，其中行政区划1 10条，自然村1 93 2

条，片村33条，农点2条，废村26条，各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40

条，人工建筑物13条，名胜古迹，纪念地12条，街道路9条，地片

15条，水库10条，电站lo条，河流、山脉189条。在辑录地名的总

数中，有少数民族语地名363条，占总数的1 5．1％，其中壮语地名7

324条，占总数的1 3．5 4，苗语地名9条，占总数0．374，傣语20

条占总数的0．83％，彝语1 o条，占总数的0．4 4，还有57条语别不

明。

在全部地名中，其命名情况按地名的由来含义分类又有如下几’

种：以山水地形地貌命名的有1 3 97条，以姓氏人名命名的有1 6 5条

以族称命名的21条，以奇闻轶事命名的13条，以神话传说命名的42

条，以矿产特产命名的38条，还有其它因素命名的655条。

在全县地名中，按国务院和省的有关规定；在一个州范围内，

区的名称不重名，在一个县范围内，乡的名称不重名，在一个乡的

范围内自然村名称不重名。根据这项规定，我县有原金厂公社与马

关县金厂公社重名，铁厂乡长槽村公所与董干镇长槽办事处重

名，铁厂乡木扭村公所有三个香草弯村，均已按有关规定，将我县

2



金厂公社更为下金厂乡，将铁厂乡长槽村公所更名为坪子村公所，

三个香草弯村保留一个，-其中一个更名为戴家，另一个更名为谭家

均已审批程序办理完毕。 ． ．

本志所使用的各项数据，。除人口数按规定全省统一采用1982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外，其余数据一律采用1985年底年报数，个

别也有1984年统计数。关于方位，距离采用八方位制，按面对面、

点对点的关系说明。例如写乡、村，方位，即以该乡，村在全县，

全区范围内所处位置说明方位。自然村的方位距离，则以村公所政

府住地为中心说明，所有距离均从图上量取直线，按公里数计算。

本志各类地名的编排次序，均按其所处地理座标从北向南，自

西向东排列，属行政区住地则跟排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每条地名

均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若有的地名需要按本地方言异谈

时，则在简注栏内加注方言读音。

本志附录部分，编排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

供地名检索之用。

本志所附《麻栗坡县地图》是根据总参测绘局编绘的1：5万地

形图所示位置，结合我县现行的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反复核实

校对而编修的，地图标注的界线，只供了解行政区划的管辖范围，

不作乡，村定界的依据。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曾得到云南省测绘局，省、州地名办的具

体指导帮助；本县政府办，民政局，外事办，统计局，建设局、水

电局档案馆、科委、文化广播电视局，卫生局、教育局、县志办、

交通局：文化馆、气象站等单位的支持、协助，提供情况数据，在

此仅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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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名普查中参加普查和整理过资料的有余通银，李明文、李

玉生、龙明华，周兴廷、杨律华，王桂香等同志。各乡，村的不少

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这里不一一列举。

参加本志的主要编纂工作人员有余通银，张永宁、李玉生，赵

继勇，杨仕明等。 ．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

足，缺点错误不少，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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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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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县。总面积2334．66平方公里。国境线277公里。全县辖：马街、

新寨，铁厂，董干、六河、杨万、八布、下金厂，大坪、南温河、

猛碉、麻栗镇9乡3镇94个村公所(办事处)，1 9 32个自然村，

23 1090人，有壮苗，汉，瑶，彝、傣，仡佬、蒙古等民族，少数民

族87686人，余为汉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7．94％。县人民政府

驻麻栗镇，距云南省会昆明直线距离292公里，公路里程503公里，

距文山州府驻地开化镇公路里程78公里。驻地海拔1127米。 ，．

据史料记载：本县西汉属弹8可郡都梦县地，东汉、蜀汉、西晋

属进乘和都詹县地，东晋为西安县地，唐初属黎州地，唐南诏为爨

部地，宋大理时期属最宁府元属临安路之矣尼迦部地，明为临安府

八寨长官司地，清属开化府安平厅东安里。光绪三十二年(19 0 6

年)置麻栗坡副督办，属临安开广兵备道，下辖六汛。民国三年

(1914)改为麻栗坡对汛督办，次年改为特别区直属省辖，、1933年

设督办署，名为麻栗坡对汛特剔区属蒙自道，辖茅坪、玉皇阁，天

保，攀枝花、董干，田蓬六对汛，民国晚期属云南省第二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1949年1月建立麻栗特别区人民民主政府筹办处，2

月3日正式成立马列县人民民主政府，6月3日改为马列坡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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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设麻栗坡市，由省直辖，1955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改为麻

栗坡县、隶文山专区，1 958年1 1月撤销麻栗坡县建制并入西畴县，

1 96 1年9月恢复麻栗坡县至今。1957年，划马关县第五区八宋乡，

瓦渣乡、马鹿塘乡，南温河乡，南秧田乡归麻栗坡县、麻栗坡县划

田蓬区并富宁县。1958年麻栗坡县划都窀区并马关县南温河乡随之

．复入马关县，1961年马关县复将南温河区所辖坝子、猛洞、西畴县

将盘龙，东油、羊皮寨、听曼管理区划归麻栗坡县，1980年西畴又

将董马区龙里大队部分生产队划归麻栗坡县六河区设南岭大队。

1 984年区乡体制改革，公社改区，大队改乡。1988年区改乡，乡改

拣公祆o

， 麻栗坡，清乾隆时(1736一一1795年)曾名新草房，嘉庆元年

(1796年)，粤、湘，川、黔客商纷纷来此经商，遂置麻栗坡街，

因四面诸山均有麻栗树以名之，麻栗坡一名始见此时，县以驻地得

名麻栗坡县。4

自然状况：麻栗坡县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南部边缘斜坡地带、

东北，西南两头宽大；中部狭长，形状约呈一斜放的哑铃(∞)，

东北西南长约95公里；西北东南宽约22公里。东北部及中部高，地

势大至由东北向西南倾斜。老君山横亘本县西南，西起马关县都龙

区东至麻栗坡猛洞、南温河乡、海拔2579米，是全县最高点，最低

点在盘龙河下游的船头，海拔107米，相对高差2472米，大部分地

区在海拔1200米左右。地表因受盘龙河八布河、畴阳河的强烈切割

形成西北一东南向的山地与狭谷相间的地形，石灰岩分布较广泛，

形成了以峰林，峰丛和灰岩峡谷等的岩溶地貌。南部切割较深，多

峡谷；北部局部地区还保存有起伏不大的岩溶高原形态。境内除小
6



’型溶蚀洼地外，没有较大的坝子主要山脉有：、南北走向的大黑山

(大火山)和天平山，东西走向的关告大山(灯草坪梁子)等。

河流属红河流域沪江水系，主要有盘龙河畴阳河，八布河等，

均为西北东南流向，盘龙河自西北入境称南温河，蜿蜓曲折穿过南

温河区，在小寨村公所上糊田至南哈之间与畴阳河汇合称盘龙江，

最后在船头注入越南，八布河源于西畴县的平寨、董马两乡，穿越

县境进入越南o ，

气候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其主要特征是雨热同季、干湿

分明，夏秋多雨，冬春多旱。因海拔差异及地形影响，气候垂直变

化显著。东北和中部高海拔地区气候温凉；西南部低海拔地带气候

炎热，县城年平均气温17．6℃，1月均温10．1℃，‘7月均温23．0℃，

年平均降水量1 051．3毫米，5至1o月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

的81．8％。无霜期349天，日照时数1625．2小时，日照百分率为3i7

全县有冰雹、病虫、风，霜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在部地区交替出

现。

森林现有面积66．7 1．85亩，总覆盖率19．1％，活立木蓄积量

1342450立方米，分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沟谷雨林，云南松

及衫木林等。树种主要有属针叶林的衫树、松树等，属阔叶林的东。

瓜树、椿树、麻栗树等。．珍稀树种有树蕨、马尾松，槿棕、云南七

叶树、大果木连、山玉兰等，其中大果木连与山玉兰属木兰科的古

老树种0全县有县、乡、村，林区23个，老君山国营林场总面积

87885亩，森林面积65000余亩，是全县最大的林场。老君山和大黑

山林区现已列为州、县自然保护区。珍稀动物有属国家一二类保护

的嫩猴、短尾猴，灰猴，穿山甲，白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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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藏有钨、锡、铜、铁、锌，铝和石棉。其中以钨，锡为主，

现已开采o

经济状况：麻栗坡县地处边陲，经济发展较缓慢，到目前仍然

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采矿、电力，农机修造等工业也有较

快的发展。 7．

’

。。

， 农业总耕地面积29 6，64 5亩，其中旱地252，376亩，水田44，2 9

亩，主要为石灰土、赤红壤，红壤、黄棕壤、水稻壤等。’粮食主产

玉米，水稻、小麦、薯类等；1952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317，558亩

粮食总产4525．2万斤，1984年粮食总产9656刃"斤，比1952年增1．1

倍。1984年农业总产值4726万元比1980年增长23．63％，递增率为

5．4％。经济作物产甘蔗、花生、油莱、三七等，经济林木产香蔗

，菠萝，咖啡、柑桔、荔枝、油茶，油桐、八角、草果、棕片、茶

叶、木漆，橡胶等。畜牧饲养牲畜为主。全县有草山面积749，053

亩，主要牲畜有黄牛，水牛、马、骡，猪等。1984年牛马存栏数为

69，496头(匹)，出栏率5．1％，商品率牛3．5％，马3．8％。生猪

总头数1 6 1，4 1 3头，存栏1 08，188头，出栏率33％，商品率1 7％。

工业：解放前只有几家手工作仿，现已发展到城乡企业78个，

’其中县办企业14个，‘乡镇企业64个，工业总产值1980年346万元，

-1984年73 1万元，比1980年增1 1 1．27％，递增率为20．56％，工业

分布采矿业主要分布于南部和西南部；农机修造、电力，交通，建

筑、印刷、商业企业食品加工等主要部门多集中于县城oI州属企业

有文山州都龙锡矿麻栗坡分矿、天保农场和八布农场等。

^．水利电力：。麻栗坡县河流众多，水资源较丰富，但由于地形地

貌的复杂化，形成了本县山区易旱，河谷地区易涝的状况，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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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得不到很好开发利用。建国以来，水利建设有了较大发展；

截至1985年止，全县有水库10个，蓄水量约288万立方米，灌溉面

积55，41 1亩，人畜饮水工程264件，蓄水量2 1，265万立方米，受益

村927个108072人。全县有50万千瓦发电力资源现有电站17座，。总

装机容量6297瓦，4年发量1662刃"度。较大的电站有曼棍电站和南令

电站本县电力资源名列全州之首。 曩
7．

交通运输：全县有各种等级公路23条，段总长490公里，县城

通文山，广南、富宁，西畴马关等县。13个乡镇，64个村公所450

个自然村通公路，主要交通线有文山至船头经县境122公里，麻栗

坡至董干一线长1 17公里；至猛洞一线51公里。“， 。∥‘

文教卫生事业s解放以来，先后建起图书馆1个，藏书23429册

文化馆1个，文艺工作队1个，乡、镇文化站13个，，县广播站1个，

电视差转台1座，中波台1座，乡镇广播站12个，并建立了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电影放映队25个，教育解放初期(1952年)有初中3所

速成师范1所，小学136所，共有学生11518人，教师405人。至1984

年，有初中1 l所、完中2所、农中(高中级)1所、教师进修学校l

所、小学509所、幼儿园6所，共有学生16109人，教师1828人，麻

栗坡民族中学、猛洞民族小学为重点学校。卫生：1 949年仅有一个

医院，医生2人。至1984年，已有医疗卫生单位119个、其中国家卫

生单位17所，乡卫生单位95所、厂矿、学校医务室9个，共有病床

306张‘医务人员512人。

科技事业s 1952年有农技站，畜牧站、1978年成立县科委，

1981年成立县科学协会，先后成立了农学会、水利学会、物理学

会、数学学会：医学学会。科技人员由1952年的32人增到3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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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人员中被授予技术员职称以上各类技术干部357人，‘其中工

程师1人，主治医师3人，助理工程师15人，助理农艺师10人，助理

畜牧兽医师7人，医师39人，助理会计师5人，助理统计师3人。现

有县属农林牧业技术机构5个、水利电力技术机构1个，全县12个乡

(镇)均建立了畜牧兽医站，7个乡镇建立了农技站。还有县乡两

级科技组织机构29个，有技术科学团体8个。

．文物古迹、纪念地：文物古迹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小河洞(梁公

洞)，大王岩崖画和中法战争时期留下的马达石碉；纪念地有太平

庄，铁厂烈士墓和麻栗坡烈士陵园，特别是麻栗坡烈士陵园既是革

命纪念地又是本县的游览风景名胜地。j

：麻栗坡县是滇东南边陲重镇，境内有7个乡23个村公所I 83个自

然村与越南接壤，历史上当地军民曾多次英勇抗击过外敌入侵。七

十年代未中越关系不断恶化，越军经常骚扰我边境地区，为卫国、

保家，反霸，著名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发

生在本县猛洞船头，扬万等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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