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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县人民政府文件
禄政发(1985)第58号文件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镇)．乡，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交往的一种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

化，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列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

事交往的一件大事。我县部份地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出现多地重名，一地多名，用字

．不当，含义不好，译音不准等情况，加之在“文革"中大搞地名“一片红，革命化一，对

一些地名任意更改，造成地名混乱，影响极大。为实现地名标准化，适应四化建设，遵照

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州有关规定，全县于一九八一年三月至一九八二年

八月，经发动群众，上下结合，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对照地貌特征及考虑干部群众习惯称

谓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县标准地名，经省、州验收认可，现批准颁布施行。

望接此通知后无论单位，个人都须照标准地名称呼、书写、使用地名·不得随意更

改。确需改动的地名应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禄丰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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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交往中创造出来的。是人们

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交往的一种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读音是否准确，文字书写是

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即地名是否标准化，对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极大影响。

搞好地名标准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有利内外

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具有圾其重要意义。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自1981年3月开始至1982年8月结束。全部工作始终是在省、州地

名办的指导帮助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

神，和省，州有关规定，从我县实际出发，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县3473条地

名进行了普查核定。经多次到社，队，村、点实地查询，征求干部群众意见，查考地志，

碑文等有关资料，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把失去地名意义的废村、废点名删除J把可

以继续保留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文革一期间乱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具有地名意义

的新增居民点和重要企事业单位，建筑物作了定名，命名，对重名的作了调整。基本结束

了我县地名中的混乱现象。在核查整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按照省，州地名

办有关编纂《地名志》的规定，编纂《禄丰县地名志》。

《渌丰县地名志殄志录的3383条地名按性质分类列出。排列顺序以区，镇行政区划为

单位，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封；列(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先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金山镇)。志

录的各类地名主要项目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和简注。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有2443条，其中有县l条，区16条，镇4条，乡133条，区辖镇

11条，办事处22条，路9条，街22条，巷1条，居民区9条，自然j．,j-2077条，片村49条

(指若干个小村的总名，不列入自然村统计数)。农点64条(指农村季节性建有简易房屋

的生产点)。牧点25条(指农村在野外建有关牲畜的简易房屋的牧点)。简注内容有：名

称来历含义、别名．方言读音，人口、族别以及其他必须简注明白的问题。

独立存在，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有120条，有厂矿38条，场23个，道班17个，

站26个，事业单位16个，顺序排列。简注内容有驻地、主要职能、建立年代、隶属关系等。

人工建筑物有166条，其中水库120条，沟渠11条，隧道2条，桥24条，电站9条，顺

序排列。简注有所在地，隶属关系、兴建时间、规模、效益等有关内容。

名胜古迹有18条，其中革命纪念地7条，古迹9条，古遗址2条，顺序排列。

自然地理实潍仃636条，其中山396条，山洞15条，河4 o条，箐67条，泉塘7条，地片

105条，顺序排列。简注分别记入山的所在地，高程、范围、矿藏、植被、河、箐起止点．

长度，流经、灌溉怍用等相应有关简况。

我县虽属多民族杂居地区，地名多属迁居沿用原名，民族语仅有351条，占本志3383

条中的9．6％，为像持地名稳定性，一般不作更动，仅改动错讹明显、用字不当、易生岐

意的少数地名。

本：占附有1：1j万的《禄丰县地名图》，是在饮盘、修正1：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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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名实体互相关系位置的直观呈现。 。

部份有经过州、县人民政府批准的《新命名，更名地名表》，经标准化处理

名对照表》(原名是指普查前不规范的地名)，红军长征经过渌丰路线图。

划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作为查找本志地名的依据。

含数据，除总人口，民族种类是以第三次全县人口普查的时间为准外，其余

年间。

编纂的人员有杨锦光、徐家宝、孙怀龙，插图摄影：陈恩宽、李开泰、王正举。

水平有限，缺乏经验，本志的内容、译写、编排中都存在不少缺点，错误，

为谢。

禄丰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禄丰县概况
禄丰县位于云南腹地之西，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距省政府六十四公里，州政府五十

八公里(直线)。东与昆明市安宁，富民两县交界，南与玉溪专区易门县和楚雄州双柏县

接壤，西邻楚雄，牟定两县。北靠武定，元谋县。总面积3536．4平方公里，辖16个区，4

个镇，133个乡，11个区辖镇，22个办事处。2237个生产合作社，2086个自然村，67919户，

362935人，其中农业人．口57762户，306108人。有彝、苗、回、傈傈、自、傣、壮、哈尼、

佤，普米，拉祜，蒙古、崩龙、阿昌，纳西、瑶，藏、基若，汉、满，布衣、朝鲜，侗，

土家、水、土族等二十六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12433户，62156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十七点九，县人民政府住金山镇北辰街七十二号。

禄丰历史悠久，汉以前称泰藏县。汉属益州郡，蜀汉属廉降都督，建宁郡。晋属建宁

郡，南朝属宁州、晋宁郡。隋唐属戍州都督府、昆州。南诏属善阐府，大理国属威楚府。

元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中庆路。明清为禄丰县长官司，隶云南府。民国属云南省，一九

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属楚雄专区。一九五八年罗次，广通，盐兴三县并禄丰县，

属楚雄州至今。

禄丰、《元史地理志》讲：“治白村”或甸白村，其地瘴热、非人酋(首领)所居，

唯鸟蛮杂居之，迁徙无常，元至元十二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割安宁千户之碌碎，化泥

(今中村区、泥川)，骥琮笼(今大路溪区，姚陵)三处立禄丰县。因江中有石如甑。俗

名碌石奉，译谓碌为石，石暑为甑，后易为禄丰至今(康熙云南府志·滇南志略)。

禄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艰苦战斗过的地方，红军二方面军从湘黔入滇；一九三六年四

月十二日，二、六军团从富民分两路经碧城镇岩石头，碧城区响店入境，历时四天四夜，

途经当时的罗次，禄丰、广通、盐兴四县，即现在禄丰县的十五个区镇，56个乡，8个办事

处，7个区辖镇，390个村寨，行程达七百里，先后包围罗次、禄丰、盐兴等县城，消灭

部份反动武装，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红军所到之处，即向群众宣传抗日、反蒋、打土

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在红军的宣传启发下，我县元永井，黑井等地的部份矿工和一些贫

苦农民近五百人，积极报名参加红军，并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部份矿工和农民对资本家，

地主开展过多次的罢工、抗粮、抗税等斗争。

一九四八年后，中共地下党组织相继深入到禄丰、罗次、广通、盐兴县部份学校开

展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经滇北工委批准成立中共禄罗特区委员会，领导禄、罗、广、盐

四县的武装斗争，在和平一带组织领导四百余人的禄罗游击队和四县二百多人的护厂工人

纠察队，以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向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斗争，不断扩大和建立了基

层政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起义，云南和平解放，禄丰，罗次、广通、盐兴等地

下党的游击队分别接管了四县的旧政权，建立了县、区临时人民政府。

禄丰地势北高南低，东西波状起伏，境内大的构造线和断裂多呈南北向，其间山峦起伏

锚结，形成流域分水岭，浸蚀显著，小水系纵横密布，于相对平缓的中下游河段，切割成

大小不一的IIJ间河谷盆地，山脉以五台山为轴心，内可分为四支：五台山脉雄踞禄丰北部

中村，舍资，大路溪一带，孝母山拱列渌丰东南，其支脉大青山是禄丰东部屏障，其中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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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山海拔二千六百六十米，为县内最高峰，雕林山脉蜿蜒禄丰西部，连结妥安，黑井一

带，是全县最大的山区，佛台山横卧禄丰西南。逶迤于星宿江下游，蕴藏有丰富煤矿资

源。

河流分为金沙江和红河两个水系。金沙江水系流域约占全县面积四分之一。主要河流

有龙川江，发源于南华，由楚雄入境，流经禄丰西部妥安、黑井，长约五十公里，老鸦关

河发源于孝母山，经安宁入土官，复回安宁入螳螂江注入金沙江，红河水系流域，约占全

县面积四分之三，其干流星宿江发源于勤丰区的洋溪冲，长约一百四十三公里，汛期六至

十月，最大洪峰流量为1280立方／秒。主要支流有禄丰坝区的西河，南河和舍资、旧庄、

川街、积食、罗川等河。禄丰河流除龙川江和西河外，均发源于本县，其特点是南北向，短

小，洪峰过程一至二天，来得猛，去得快，而饶有水力资源，可发电近三万砝。无湖泊，

有天然温泉四处(即罗次、土官的寨脚、腰站的南冲、金山的石灰坝)。其中，罗次温泉

历史远久，早建浴室，已开放三十多年，每年前来沭浴者达数万人次。

我县大部份坝子和丘陵地区海拔一般在一千六至一千九百米，雨量适中，气候温和，

可谓“天气浑然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年平均气温16℃，五至八月较热，月平均气

温20℃以上，个别年景达36．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十二月至二月较冷，月平均

气温10℃以上，最冷是零-F4．5 13，雨量一般八百至一千毫米，年平均九百三十点六毫米，

日照年约二千一百小时，有雾仅三十多天，十一月底至次年三月初是霜期，一般为五十至

六十天，风不大，风速为2米／秒。有的河谷地区，海拔一般在一千三百一十一至一千六

百米，平均温度比一般地区高二至三度，雨量少仅一百至二百毫米。有的冷凉山区海拔二

千米以上，气温低，虽是夏天，“一雨变成冬”，冰雹多，霜期长。立体气候明显，“一山

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个区，甚至一个乡都有各种气候存在。禄丰出露地层主要为垩

侏罗系红层，有泥岩、页岩，泥质砂岩、泥灰岩、煤层等，以泥岩为主，自然土壤以呈酸

性红壤为主，一般土层厚一米，胶泥土和泥土占全县耕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此外

还有砂土、盐碱土、冷浸田。较大的坝子有罗次，金山、土官、罗川、广通、舍资等，耕

地均在万亩以上。其中以罗次为最大，约八万余亩。

山林广阔，矿藏丰富，主要有煤，盐，铜、铅，铁。黑井、舍资的盐尤为著名，明、

清以来禄丰的盐占全省产盐区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盐税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著

名盐井有黑井、琅井、阿井，元永井。其中，黑井开采历史悠久，质高味正，所腌制的肉

类、成莱色彩新鲜，咸里透香，用于腌制著名的宣威火腿，故有“两迤名高第一泉"的美

名。元永井是后起之秀，特别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移卤就煤"建成一平浪盐矿，现已发

展到全部机械化生产，年产十一万七千吨，成为全省最大的盐矿。黑井盐厂属县办，年产

四至五千吨。省属一平浪煤矿，年产四十五万吨。是我省冶金工业用煤重要供应点。中村

代石现为禄丰钢铁厂开采。罗次铁矿为昆明钢铁厂开采，年产二十万吨。旧庄的优质烟

煤，一九五八年曾一度开采过。罗川土煤当地土法开采，供民用燃料。罗次褐煤，国家开

采过十多年。黑井、妥安产硝和石膏，一些地方，历史上开采过有色金属，用于建筑的砂

子，碎石取之不尽。

森林分布广泛，全县总面积中，有林地一百四十二万零七百十一亩(其中用材林地一百

二十四万一千九百亩，经济林地二万一千七百亩)，灌木林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亩，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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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二百一十五万二千亩，森林覆盖率百分之二十四。国有林二十八万亩，其余为区乡所有。

一九八五年底尚有一百四十二万零七百亩。蓄积量为二百九十七万九千七百二十七立方。

为保护森林资源，合理使用建材林，现巳建立林业管理体制，有林业职工九十四人，解放以来

林业生产上为国家提供木材二十七万立方，产值三百万元，修建林区公路一百二十四公里。

经济以农为主，有耕地三十四万七千亩，占总面积百分之七，其中田占三分之二，地

占三分之一，我县农业自然条件较好，但稍干燥。解放后大力兴修水利，现有中小型水库

一百一十九座，坝塘三千多个，抽水站三百个，加之长流河二百五十条，保灌面积占总耕

地百分之六十。农业机械发展亦快，一九七八年全县拥有农机总动力六万六千匹马力，大

小拖拉机三百二十五台，汽车一百五十余辆，马车一千六百部，农机用电四百三十一万

度，机耕、机灌、机械脱粒面积约十三万亩，由于生产条件的改进，一九八五年粮食总产

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两倍多，为二亿零一百九十六万斤。主产稻谷、包谷、蚕豆、小麦。经

济作物约四万余亩，以油菜，烤烟为主，年产烤烟十四万五千三百三十二担。土特产有罗

川大芋头，甘蔗，花生、姜，川街的竹具、土纸，罗次的萝b丝，一平浪的黄皮梨，黑井

的石榴，中村的板栗等。工副业生产门路较广，有机修、建筑、搬运，副业加工有小煤窑、

烧石灰，砖瓦，少量的饮食业等多种经营，一九八五年农业总产值收入为八千二百三十五

万元，人均二百三十五元。

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一九八五年有大牲畜；牛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九头、马九千九百

五十七匹、骡一千八百八十五匹，驴三千一百零八头，猪一十三万三千三百四十二头、

山，绵羊十一万三千三百四十六只。

工业生产一九四九年前除省属盐、煤两矿外，几乎没有什么工厂。解放以来逐步建立

起煤炭，化工、机械，建材、食品、日用等八十二个企业，产品四十多种，有磷肥，水

泥、各种缸套、打谷机，铸铁水管，机制砖瓦，禄丰剪刀、粉丝、磨刀石等，一九八。年

总产值为一千五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元(包括乡镇企业在内)，其中全民的重工业产值三

百九十七万七千元，轻工业产值三百二十九万元，占百分之四十四。区，镇，乡和个体企

业二百二十三个，劳工四千九百二十五人，一九八。年总收入八百三十三万二千六百元，

占百分之五十六。(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一万一千九百一十二万元)

禄丰地处滇西咽喉，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交通十分方便。成昆铁路和罗次支线婉蜒

境内一百八十五公里，经十五个区镇、五十多个乡。公路解放前仅有过境的二百多公里，

解放后兴修汽车，马车路八十一条，长达四百八十六公里，其中汽车路二百六十六公里，

二十个区镇都通公路，百分之七十的乡通汽车。全县二十个区镇，除高峰区外，每天有班

车，火车通往各地。

文教卫生相应迅速发展，解放前原四县仅各有初中一所，完小各二，三所。现有中

学二十五所，教职工七百三十人，在校生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九人。小学六百六十九所，教

职工二千一百九十七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八。县区广播站二十个，文化

馆、图书馆(藏书四万余册)、文工队、人民影剧院、电影队、禄丰人民电影院各一个，

区镇文化站七个、新华书店五个，区电影队十八个，等文化教育设施。有医疗卫生单位

共二十五个，医务人员四百七十七人，乡合作医疗站一百八十个，县属各厂矿均设卫

生宣，此外还有广通铁路医院。一平浪盐，煤两矿，禄丰钢铁厂等省、州属单位均各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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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我县工农群众防病治病，基本消灭和控制了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麻疯病。

'九八五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七点七三。

建国以来，县里发掘的文物及古猿化石甚多，一九七四年搜集到《中国工农红军》读

本两册。展览后已送北京博物馆珍藏。黑井，舍资等地先后发掘石器八种、一百二十九

件，青铜器九十四件，汉代铁器四件，西汉红铜梨一件，元代青花瓷四十八件。

四十多年前禄丰就以“恐龙之乡"闻名于世。一九七九年十月上海自然博物馆与我县

有关单位又在金山区大荒田发掘到除头部外其余较完整的肉食恐龙化石一具，长六米，

高三米，即时运往上海整理展览。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一年，在金山区石灰坝先后发掘大量古猿化石，其中一九八O年

的第七次发掘共得标本十八箱，重约二吨，巳送北京科学院，省里曾拍了照片，县里建了

化石标塔，并划定保护区。禄丰古猿化石的发现，震惊世界，至一九Jk-年五月以前已有

日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科学代表团及美国模尔柯夫个人先后六次前来参观考

究，所发掘的古猿化石中，尤为珍贵的是腊玛古猿头骨，它解决了世界上数十年争论未

维，，直接论证人类直立行走以否的至关重要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

吴汝康副教授在《禄丰腊玛古猿头骨发现的意义》一文中指出。 “这个发现有助于人类起

源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的解决，并能提高我们对过渡阶段的认识，所以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县城西门旧址临星宿江，建于江上的七眼石拱桥，是滇西有名的大桥，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的古迹之一。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后累经水患，曾几次复修至

雍正五年塌倒后的一百年中均失修，于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琅井开明仕绅的捐款

倡议，全县人民积极支持，捐款献料，终于在--}k三二年建成规模空前、工程浩大，全长

一百零八米，宽九米六，承重五十吨的星宿桥及高大精致的木，石坊附属建筑物，桥东木

坊正中悬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篆书“星宿桥"金字匾额及木刻对联。桥西筑巨大石坊、

石雕檐瓦。中嵌九碑，两边有云南知名人士题联，该桥古时为滇西必经要道，它的建成对

于沟通内地与边疆有巨大意义，给滇西各族民间交往带来较大方便。

解放后，一九七一年国家拨款修筑了大桥至火车站的沥青公路，上游改了西河道，桥

下河水流量倍减，消除了洪水对桥的威胁。一九八二年国家再次拨款数万元，加固桥墩，

维修加固石坊，拆除木坊至修复原貌，并以油漆彩画，将使全桥概貌焕然一新。

，新建成昆铁路时，县境内铁路沿线的泽润里，禄丰，棠海、蜜蜂箐，旧庄，广通，黑

井等地为筑路牺牲的同志修建烈士墓七处，八座，川街，罗川两区建有一九五O年“四·

三五"，蝉四·二八”土匪暴动时与土匪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墓二座，每年四月二十八

日，当地机关，学校，群众前来祭扫，纪念烈士，教育后代发扬革命精神。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深夜突降暴雨，、舍资区的元永井，小平街被巨大洪水淹没，淹

死冲走一百零四余人，全街房屋一并冲毁，是解放以来巨大自然洪灾。

近几年来，由于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县委和政府的重视，设立了城镇建设

机构。城镇规划和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人民生活和工作环境有所提高和改善。一平浪、广

通、碧城，金山等镇及部份区、镇集市街道，进行扩宽、．整修和新建。城区现有十五条

街，路，建有三至六层的楼房数十幢，经过修建，绿化、美化了环境，街道平坦整洁，基

本改变了昔日街道夹窄，房屋简陋，污水阻塞的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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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农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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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矗在县城东里许斜坡的烈士基，是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中

国人民首旱放军7 5 9 5和8 7 o o部队，为纪念修建成<都)

昆(明)铁路光荣牺牲的烈士而立墓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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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以来新修的禄丰电影院

禄丰县城街景一瞥



罗次中心卫生院住院部

罗次温泉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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