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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康县人民政府文件
、镇政发(1987)10号

★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及《镇康县地名志》、 《镇康县地图》的

通 知，

各区公所、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委、办、局：
。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

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一项关系到“四化打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

和国际交往的大事。但是，我县的部分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大，出现了一些重名，

～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等现象。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搞

地名“一片红’’，破坏了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及群众的习惯称谓，更造成地名的混乱，给经济

建设和人们日常生活交往带来极大不便。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澄清我县地名混乱现象，增强民族团结，有利

于内外交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根据国务院和省、地有关指示，于一九八一年

三月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范围内的主要地名作了认真核调，听取各

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查考有关文献，史料j对全县1400条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

在此基础上，编成《镇康县地名志》，并绘制《镇康县地图》，现予正式颁发。自一九八七

．年一月十五日起，不论公私邮件、文件材料、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标等使用的地名．一

律以本志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要更改地名，须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镇康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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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编纂地名志是一项继承和发展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

化的重要工作。我县的地名，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过去一直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有的

含义不好，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认，有的错字，错名、错位，图名与实名对不上号，给生

产，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文革"搞地名“一片红，，，任意化改地名，千名

一腔，破坏了地名的历史继承性，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对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极为不利。因此，进行地名普查，编纂地名志，对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搞好地名标准

化；对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给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部门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交往早日提供地名依据，加速四

化建设，我们按照国务院和省、地有关文件指示，于一九八一年三月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展

地名普查工作。由于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此项工作，注意加强领导，省，地地名办公室具

体指导帮助，全县各行业各部门积极支持，地名普查的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经省、地验

收全部合格。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1400条地名进行了认真核对清理，除边境地名用字承袭

使用外，全部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使用数据均为1980年年末数。
’

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省、地地名办公室有关编纂地名志书的要求和规定，于一九八三

年四月至·九八六年六月，编纂《镇康县地名志》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和实地反复考察订正，

志录1297条地名，按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性质分

类，表列式列出。按县，区(镇)，乡行政区划单位顺序，由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地名

表分为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和简注。简注的主要内容有名称来历，语剐含义、别名、

曾用名，方位，规模，方言读音，人口、族别等，以及其它必须简注明白的问题。

本志录乡以上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有8个区，1个镇，68个乡，2个区辖镇，1个办

事处，1条街、629个自然村，10个独家村，23个片村(指若干小村之合称)I农点(指农村

季节性的有简易房屋建筑的生产点)5条，牧点(指农村在野外放牧有简易房屋建筑的畜牧

点)7条I独立存在的，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44条，按厂、场、道班、渡口、所，

学校顺序排列，人工建筑物40条，包括库容量1百万方以上水库2座，水渠2条、电站20座，

公路桥15座，烈士陵园1条，自然地理实体456条，包括山284条，山口21条，山坡3条、河

58条，箐3条、山洞5条，自然沟3条，天生桥2条、自然界桩1条，地片75条，泉1条。

本县属多民族杂居地，民族语地名(包括专名部分或主体部分是民族语的混合语地皇)

较多，共140条，占总条数的10％。其中、傣语地名134条、佤语地名4条，满语地名1条，

彝语地名l条。

本志载附1。15万的《镇康县地名图》l张，是在核查，修正1：S万地形图的基础上编

绘的，荷载密度有限，有的地名只标注简称，除文字撰载全县概况外，县辖各区(镇)均有

文字概况材料，并载有反映本县特点的部分照片。此外，还附有地名《音序索引和首字笔画

案引》。附录部分有《新命名，更名地名表》，《新旧名称对照表》。



本志在镇康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由地名办公室负责编纂。地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施菜学，

吾4主任委员高云鹏，编辑。杨映忠，绘制地图李春华，图片摄影：字开智，肖得虎。

本志编纂过程中，得羽省，地，地名办公室及有关单位和部门的支持、指导。傣语翻译

工作得到本县精通傣文的知名人士及耿马，沧源两县的大力帮助。又承临沧地名办公室协助

提高初稿编纂水平，脱稿后、省地名办公室给予订正。统此敬申。
。

由于我们水平低，没有经验，缺点错误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镇康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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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康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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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康县在云南省西部边境，距省会昆明市846公里，东与永德县相连；南接耿马，西暴

缅甸的果敢县，北和保山地区龙陵县，隔怒江相望，为天然的县界。国境线长96；3S8公里．

下辖8个区，1个镇，68个乡(其中18个民族乡，2个区辖镇，1个办事处，639个自然村．

总人口115，992人(1980年末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3人。有21种民族，其中汉族97，66S

人，彝族6，081，佤族6，057人，傣族1，789人，傈傈族1，346人，崩龙族1，239人，苗族961人，

拉祜族762人，布朗族92入。少数民族人口共19，327人，占总人口的15％。

。镇康远在西汉时为哀牢地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节度地。宋大理属金齿部地。元至正十

三年(13弱)设镇康路，属金齿宣抚司。明洪武十三年(1380)改镇康府。洪武十七年(13：

84)降为州，属云南布政曰。清初为永昌府所属的镇康土州，清末改为永康州。民国二年

(1913)改为镇康县。新中国诞生后，1950年3月和平解放镇康，四月五日正式成立镇康县

人民政府，驻德党镇，隶属保山专区。1953年改属缅宁专区。1954年改属临沧专区。1963年

由本县划出东北部设永德县，镇康县城移驻凤尾坝。1970年改属临沧地区至今。

，=、自 然 条 件

县境内以山地为主。山峦迭障，属怒山山地的余脉。地势东北略高，西南偏低，大致可

分为三种类型；即高山分散区，中部山区，山间盆地的河谷地区等。东南部的老别山为最大，

其最高峰为雪竹林大山，海拨2，978米，军赛区忙吉利四家村田为最低点，海拔510米，平均

海拨1，905米。．南伞、白岩等地属断陷盆地。峰林地貌很典型，是云南省西部岩溶地貌发育

较好的地区之一。由于山谷较浅，多溶洞陷阱。山地多，平坝少，旱地多，水田少。土壤多

为红壤，赤红壤，砖红壤土质，带酸性。植被以亚热带长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云南松为

主。此外，野竹较多，约6万多亩。 ． 。，

水利资源丰富。河流属怒江水系，主要有怒江、南汀河、中部有南捧河，勐捧河、勐堆

河，凤尾河，均流往国外。由于境内多是高山深谷，地势差别大，气候垂直变化明显，除有

部分河谷为南亚热带气候外，多为中北亚热带或暖湿带，年平均气温为18．96C。一月份为最

冷月，平均气温为11．8℃，六月份为最热月，平均气温23．2℃。河谷地区几乎终年无霜，无

霜期达329天。年平均日照时数1，9t6．2小时，积温6，894．8℃。降雨丰富，南部雨量较多，

北部少，平均降雨量1，624．7毫米，其中雨季(5—10月)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87．7％。自

然灾害常见有风，霜、雹、水、旱，虫等灾。历史上还发生过较大的地震，根据1941年5月

一 19日耿马勐简7级地震，使镇康受到很大波及；1976年5月29日龙陵、潞西7．5级和7-6级大

地震，镇康县受灾严重，有1S幢房屋倒塌，1，121幢房墙裂瓦落，6人受伤，国家派慰问团乘

直升飞机亲临慰问受灾群众。

‘

三，经4济 状 况
，

一

， 全县以农业为主，耕地主要分部在勐捧，．勐堆，南伞等11个小坝子和诃谷两岸t耕地面

弋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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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291，428亩，其中：水田79，380亩，旱地212，048亩，农作物复种指数为129％。主产包谷，
水稻，早稻、小麦，豆类粮食作物。全年产粮9，122．62万斤，单产257斤，以玉米居多，年产?

也268．88万斤，次为水稻，年产3，155．s万斤。水稻主产区分布在勐捧，勐堆，南伞、凤尾，

班海、军赛等亚热带以及河谷地区。玉米多分布在中海拨地区、高山分数地区。

境内矿藏资源丰富，均尚未开采。现已发现的有南红坝的锑矿，千沟寨的金矿，仁和区

小河边的铜矿，小明山的沿锌矿，忙丙区班簿乡荒田的锑矿，甘塘区本人寨的石膏矿，勐场

。坝，岔沟的挑子寨，半个山灼煤矿等。此外，勐捧区响水和白泥塘有地下热水，每秒流量1肌

至20升，温度为47度以上。境内动植物种类繁多。植物有野笼竹、实心竹，梅桑竹。药材有

岩生、草乌，通管散，虫蒌、鱼子兰，勾藤，正心木、理肺散等。动物有熊、豹、野猪、马

鹿、麂子等。全县宜林面积有2，379，012亩，森林面积1，702，797亩，复盖率为44％，木材蓄

积量有s，084，919立方米，以云南松，楠木为最多。用材林和经济林木32，263亩。1980年生

产木材l，568立方米，原木375．41立方米。经济作物以甘蔗、茶叶为主，甘蔗1，655亩，年产

29059担。茶园24，583亩年产量士O，855担，以忙丙区马鞍山茶为最佳。经济林副产品以紫胶

为主，年产工O一30万斤。还有橡胶、油菜，花生、麻类，棉花等。出口产品有杂皮、茶叶、

活牛。

全县有草山草场面积334万亩(包括林间草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4．27％，宜于发展畜牧

业。蚌孔、南伞，白岩，哈里、老鼠水、包包寨等地均办有区、乡、村畜牧场。蚌孔乡综合

畜牧场，其发展最侠。全县共有大牲畜43，987头，其中。黄牛30，381头，水牛11，874头，

马，骡1，732匹。生猪存栏数J_23，476头，从1975年至1979年，筑起南伞、蕨坝两座水库，蓄水

量达714万立方，灌溉面积达5．7万亩。全县有中、小型发电站20座，年发电量为1，921千瓦。

7个区，．51个乡、435个自然村有了照明用电。

解放前，交通闭塞，仅有几条马帮路可通往内地。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交通事业，

至：1978年，除军赛外、区区有公路相通。主要交通干线羊镇公路与内地公路相接。境内标准

公路全程108公里，简易公路157公里。全县拥有汽车47辆、拖拉机S1台、4，453匹马力，手挟

拖拉机348台，2，323匹马力。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机耕面积达6，143亩，占总耕地面积

的2％。碾米机394部，磨面机215部，揉茶机108部，饲料粉碎机94部，播种机7部，动力脱

粒机246部。

．
． 四、文 教 卫 生

解放以来，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发展快，变化大。1953年仅有小学3所，教师22人，学

生936人到1980年全县建立完全中学1所，在校学生223人，普通中学3所，在校学生689人I

小学280所，在校学生12，308入，中、小学教职员"E84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9．68％随着

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国家举办的文化事业越来越多，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1．980年已建立文

化馆、站2个，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活动恢复和发展，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活跃，有县文工队l

-个，电影队9个，新华书店1个，广播站1个。有电视机70多部，电视转播台2个。解放前

医疗卫生属于空白之地，疾病流行。解放后，卫生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到1980年，有县医院

1所，区卫生所8个，医疗室8=)个，医疗卫生人员92入。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稃
鼓事业不断发展，全县有农科所1个，科技点6个。有农业科技人员1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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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镇概况

风尾镇位于镇康县境中部，县人民政府驻地。东与仁和区小水井乡相连，南与仁和乡槽

_篝善，西与勐堆区彭木山乡接壤，北与大坝乡相接，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总面

积约30平方公里。辖1个办事处，1条街，6条巷，7个自然村。全镇232户，1，023人，非

农业人口151户，460人。居住人户中有80％为汉族，其余有傣族，佤族、布朗族、回族、白

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风尾，原名控尾，意为地处赛米河流尾部的空阔地。一九六三年永德

县析置后，镇康县城驻地迁此，一九八一年设镇，由县直辖。

凤尾镇地处半山半坝区，初有零星住户，后发展为城镇，建筑范围3．2平方公里，海拨

为860米。’
、

全镇以凤尾街为中心，东北面有镇康第一中学，仁和区驻地傣族寨、红茶厂等单位。镇

内驻有县党政机关及所属各部门，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扩修风尾街，

一九八二年七月峻工，街面宽17米，长610米，镇客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是中缅两国边民来

往的贸易市场。

本镇为全县交通枢纽，羊镇公路从东至西贯穿风尾城。

全镇81户农户，有耕地1，552亩，主产水稻，旱稻、包谷，兼有小麦，油菜，豆类等农作

物。一九八。年粮食总产1，232，00听，单产397斤，每人平均953斤。 ：’三三

风尾河流经城内，至镇西南五公里与南捧河汇合。由镇西引河水发电，供照明和加工农

副产品用电。

气候属南亚热带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湿润多雨，年均气温18℃至19℃，历年最商

气温34．4℃，最冷月气温10。C无霜期360天，每年六月至十月为雨季，年降雨量1400毫米至

1900毫米。由于雨量多集中在六至十月，偶有洪灾发生，一九八三年八月，风尾河文流芦子园

河泛滥，毁田30多亩。

解放以来，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1964年永德县析置后，始建镇康县第一中学风尾镇，

现有高中2个班，在校学生200人。有完小2所，21个班，在校学生666人。教职工71人，数

学质量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有较大的改善，有县医院l所，防疫站1个，妇幼站1个，

病床60张，医生和医护人员i66人。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睁
一健康水平不断得劲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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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镇康县 Zhenk磊ng xiAn 汉

凤尾街 F6ngwai，i磊 汉

凤尾镇 F6ngw6i Zhen 汉

凤尾办事处 F6ngwai BanShichn 汉

移民寨 YlI"Einzhai 汉

傣族寨 D丘izdzhai 汉

烂巴寨 Lanbazhjti 汉

上新村 ShartgXin Cfin 汉

下

——4——

在云南西南边境，距省会846公里。

总面积2，642平方公里，辖8个区，l镇，

68乡，18，467户，115992人。有汉，彝，

佤，傣、傈傈、崩龙、苗、拉祜，布朗等

21种民族。以农业为主，年粮食总产

9，122．62万斤。

街，在凤尾镇西南长320米，宽17米。人口

1，851，街以地处凤尾地片得名

在县境中部，镇康县人民政府驻地。30平

方公里，辖7个村，1，023人，非农业人口

460人。耕地1，552亩。1981年设镇。地处

凤尾地片得名。

在风尾镇西南部，半坝区。辖7个村。166

户，928人，其中傣族289人，佤族143人，

余为汉族。耕地2．478亩因地处风尾地片

得名。

村，风尾办事处驻地，半坝区。48户，260

人，汉族。耕地577亩。因住户为1958年迁

移至此定居得名。

村，在凤尾办事处东北4公里，坝区。3S

户，189人，傣、族。耕地260亩。因傣族

人户多得名。
，

村，在凤尾办事处西北4公里。半山

区。33户，201人，汉族。耕地561亩。因

村边有烂巴塘得名。

村，在凤尾办事处东北5公里，半山区。

22户，100入，汉族。耕地196亩。以新建

村住地在凤尾河上游得名。

XiaXtn Can 汉 村，在凤尾办事处北3．5公里，半山区。7

户，3s人，汉族。耕地8S亩。因新建村住

地在烂巴寨下得名。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丙弄坝 Blngl6ng ba

菜‘ Xu丘n lai

傣 村，在风尾办事处西6公里，半坝区。43

户，279人，彝族100人，余为汉族。耕地

558亩。丙弄．傣语。丙。平I弄。大．意

为大平坝。

傣 村，在凤尾办事处西南7公里，山区。22

户，143人佤族。耕地286窗。轩莱、傣语。

轩·半I莱t坡，意为山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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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捧区概一况
。

勐捧区位于镇康县西北部，东与永德县勐板区接壤，南与勐堆区相连，西与缅甸果敢县

．毗邻，国境线长33公里，北与保山地区龙陵县平达区隔怒江相望，总面积约586平方公里。区驻

地勐捧，距县城凤尾镇40公里。以驻地勐捧得名。勐捧，傣语。勐}．地方；捧。飞溅的水花，

意为水花飞溅的地方。

辛亥革命后，就移驻勐捧的原明朗巡检司设分治员，后改为助捧县佐。民国八年(1919)

改为勐捧县佐，民国十七年(1928)移驻大水井，改为大水井县佐，后复改为勐捧县佐。民

国二十九年(1940)设勐捧镇。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成立乡人民政府，归属勐板区辖。

一九五八年成立勐捧、流水人民公社，一九六二年撤消公社，并入勐捧，改设区。一九六八

年恢复公社，称红旗公社。一九八四年三月更为区。现辖ls个乡，1个区辖镇，149个自然

村。一九八。年总人口29，329人，以汉族为多，兼有彝，佤、傣、苗、傈傈等8种民族杂居。

少数民族有4，061，占总人口的13．85％。

勐捧区地势南低北高。较大的山有三台山、自虎山，实竹林山等。实竹林山为最高山，

主峰海拨2，628米。大沙坝为最低点，海拨550米。较大河流有勐捧河流经勐场坝，汇入勐堆

河。全区耕地面积61，515亩，占总面积的7％，其中坝区13，272亩，半山区21，353亩，山区

24，235亩，高寒山区7，670亩。林地52，626亩，占总面积的13．S6％，大多分布在半个山，包

包寨、蒿子坝、忙耿等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最热月34．4。C，最冷月气温10。C年平均气

温为18。C。降雨量1，400毫米至1，900毫米，雨量多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响水沟有地下

热水，水温47度。半个山、桃子寨有煤矿资源。

本区以农业为主，有水田21，257亩，旱地47，043亩。主产水稻、包谷、早稻，次为小麦，

豆类等农作物。一九八。年粮食总产2，215万斤，单产258斤，每人平均粮食735斤，农业总

产值230万元，比一九七九年增长4．3％。 。

1956年以来，重视水利建设，先后修筑了响水大沟、梭石岭大沟等小型水利工程480件，改

善灌溉面积2，000多亩。林业发展较快，仅勐捧乡办的林场，造林达2，000亩。一九八O年有

大牲畜13，59l头，其中黄牛10，815头，水牛2，776头。有水力发电站10座，装机容量420千

瓦，111个自然村有照明用电。农副产品jjⅡ-r_点30个。区，乡企业40个，企业人员566人，年

收入329，000多元。区内有简易公路，长20公里，机耕路88公里，12个乡通汽车。有大，中

型拖拉机14台，手挟式拖拉机50台，发电机64台。建有红茶初制所7个，制茶机械设备7套。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设有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300多入。完小，初小6s所，桩

较生3，200多人。有卫生所1个，乡医疗所、卫生室等lS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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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

勐捧区 MengP芒ng Qa 傣

荷花塘

勐捧镇

石 城

象牙沟

大红坡

， 营盘寨

在凤尾镇北40公里。面积586平方公里。山

区，半山区占80％，坝区占20％。辖15乡，

1镇，149村。29，329人。耕地61，515亩。动

捧，傣语。勐：地方；捧：溅起的水浪花，

意为有溅起的水浪花的地方。，

Hehuatang 汉 村，勐捧区公所和勐捧镇驻地，坝区。71

户、407人，汉族。耕地868亩。以住地有

荷花塘得名。

M矗ngPang zh色n 傣 在风尾镇北40公里，坝区。24个村，82S户，

4，78Z人，其中佤族150人，余为汉族。耕
～

地10，723亩。勐捧的语别及涵义见前。因

1984年设区辖镇得名。

Shechtng 汉 村，在勐捧镇东北4公里，坝区。13户，

87人，汉族。耕地210亩。以住地筑有石墙

如城得名。

xiangy矗96uzhen 汉 村，在勐捧镇北2．s公里，规区。10户,82
人，汉族。耕J也226亩。以住地如沟的高山

流水状如象牙得名。

Dah6ngPo 汉 村，在勐捧镇北3公里，半山区，30户，

172人，汉族。耕地487亩。以村有土质红
· 色的大山坡得各。

YIngPanzh al 汉 村，在勐捧镇北3公里坝区。90户，607

入，汉族。耕地1，398亩。因此地盘驻扎过

兵营得名。

凹子寨 AozJzhM ， 汉

岭岗寨 。LlnggangzhM． 汉

村，在动捧镇东北3公里，半山区。19；：，，

123人，汉族。耕地229亩。因地势低凹得

名。“凹，，，方音为“Wa"。

村，在勐捧镇东北4．5公里，。·半j山区。21
户，145人，汉族。耕地280亩。因村处山

岭岗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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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半坡寨 BanP6zhai

勐浪田 ManOlangtian

古凳泰 Gad6ngzhAi

白 水

中 沟

汉 村，勐捧镇东北3jS公里，山区。8户，S8

人，汉族。耕地267亩。因村处山半坡得

名。

傣 村，在勐捧镇东北5公里，坝区。23户，

155人，汉族。耕地309亩。勐浪，傣语，

意为官小姐在的地方。

汉 村，在勐捧镇北2公里，坝区。3S户，216

入，汉族。耕地374亩。以村住地形似古凳

得名。方言，即矮小的竹编坐凳。

Baishul 汉 村，在勐捧镇西北2公里，坝区。42户，

242人，汉族。耕地566人，以村旁有清白

的水得名。

Zhonggou 汉 村，在勐捧镇北1．S公里，坝区。70户，

470人，其中佤族150人，余为汉族。耕地

1，124亩。因地处水沟中段得名。

栏杆坝Langanba

水桑桥 Shulsanqi磊。

张家寨 Zhangjiazhai
÷

大 豢Dazhai

汉 村，在勐捧镇北O．S公里，坝区。34户，

200人，汉族。耕地438亩。因地处平坝，

道路两旁有关防牲畜的栏杆得名。

汉 村，在勐捧镇西北O．5公里，坝区。25户，

157人，汉族。耕地330亩。因这里有用水

桑树搭成的桥得名a．

汉 村，在动捧镇东0．4公里，坝区。42户，242

人，其中佤族102入，余为汉族。耕地575

亩。因张姓人户多得名。

汉 村，在勐捧镇东南1公里，坝区。4S户，

278人，其中佤族160人，余为汉族。耕地

591亩。因属居住人户较多的大村寨得名。

老街子Lliojiezi 汉

mare8一

村，在勐捧镇南0．6公里，坝区。43户，

265人，汉族。耕地506亩，茶s6亩。以住地

原是赶集的街市地得名。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牛圈房

龙 潭

忙 勒

Niajuanfang 汉 村，在勐捧镇西3．2公里，坝区。12户，86

人，汉族。耕地182亩，茶14亩。村以住地

原盖有牛圈房得名。

LOngtan 汉 村，在勐捧镇西3公里，坝区。47户，27j·

人，汉族。耕地598亩，茶33亩。村以隹地
7旁有一水龙潭得名。

Mangl6 傣 村，在勐捧镇西5公里，半山区。18户，

111入，汉族。耕地240亩，茶13亩。忙勒，

傣语。忙。寨，勒。剩意为分割剩下的寨

子。

小 祟XiaozhAi 汉

千 塘 Gantang

弯 田 WantiAn 汉

段家寨

村，在勐捧镇东南3公里，半山区。厦9户，

118人，汉族。耕地192亩，茶10亩。因属

居住人户少的小村寨得名。

村，在勐捧镇东南4公里，半山区。18户，

121人，汉族。耕地295亩，茶5亩。以住

地旁有一干水塘得名。

村，在勐捧镇南4．S公里，坝区。44户，

236人j汉族。耕地700亩，茶地20亩fo．因

住地旁有一乓弯形的大田得名。

Duartjiazhai 汉 村，在勐捧镇南6公里，半山区。46户，

126人，汉族。耕地630亩。以姓段的人户

多得名。

丫口乡 Yakou Xiang 汉

梅子树 Meizisha 汉

大石城Dashichting 汉

在勐捧区东；1I；30公里，山区。辖12村，303户

1，780人，其中苗族370人，余为汉族。耕地

4，659亩。因乡驻地在山丫口旁得名。

村，丫口乡人民政府驻地，在勐捧区东北

30公里，山区。62户，394入，汉族。耕地

865亩。因村旁梅树较多得名。

村，丫口乡西3公里，山区。1l户，80人，

汉族。耕地176亩。以住地周围有大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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