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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侯木觉看吉日坡——远处正中像金字塔似的山峰，便是甘洛著名的吉日坡。

甘洛电站装机2500]旺．是县内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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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f 士嗣 百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对于人类进行生产．建设和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州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

I 9 8 1年6月开始，l 9 8 2年5月结束，历时一年完成了地名普查工作。为了使地

名进一步标准化和规范化，并使之相对稳定，改变过去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和读译，书

写各异等混乱现象，有利于。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特在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

《甘洛县地名录》。

本《名地录》收录文字概况6 2篇，地名l，。3 4 3条，县地图l幅，在附录中编

入省，州、县人民政府关于我县地名命名、更名的批件和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并插入部

分照片，使之图文并茂。 ． ，

本《地名录》中所用民族文字全系彝文，并与现名中所用汉文·样，同视为现名。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凡书写．应用我县地名，均须以此(包括汉文．彝文)为准．如

需更名，则应办理报批手续。

甘洛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八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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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县概况

甘洛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北部。北隔大渡河与汉源县相望；东邻峨边县，

金口河工农区；南连美姑．越西两县；西与石棉县接壤。介于东经102。2R7一103。0l 7，

北纬28。387——29。18 7之间。总而积215 r)．79平方公里(合322．62万甫)。居住着彝．汉为

主的10种R诈。1980年底全县其26，016户，131，021人r其中，非农业人口10，398人)：

彝族79，709人，占6f'．8％。汉族48，526人，占37够强。县辖7个区、．1个镇、3 5个公

社、2：13个大队、1，563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新市坝镇．东经102。467．北纬28。587．

海拔1．070米．

全县袖黟日河分为东，西两半。河东及河西的苏雄区为彝裤聚居区，解敢前无政权

机构。令为幻丧丰昕锌荆统治，处千奴隶社会状态：河西为彝、汉杂居区．镪故前既为

越西县管辖，又为土司所统治，因蛩勰县泪区的影晌，出租土地，高利贷．典当．雇工

等封建社会经济已开始萌芽。

历史沿革

据《越荡厅志》f清光绪三+二年版)载： 。禹罱梁州之斌．古西南夷地。秦时尝

滞为郡乒，汉置阑县”。汉武帝建元六年r公元前】3s年)，蜀人司马相如建议猜西夷

骨君K具，鼍丁E往冉嚏者，近蜀，谱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有滞。为

鼍郝县，愈于南夷” f《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元光=年f公元前l 33年)，汉

武帝乃拜相加嘶中郇将使通西夷．“邛潍冉啵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蜘古代凉山地

I又：行政区划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年)，饴在凉tIJ地区设立郡

县，甘洛期圊汉代械寓罾lj鳞+五县中的灵关道、阑县二县地r灵关道治地在今阿兹觉公

社．阑县治卿在今海棠公社、。蜀汉改磊关道为新道县。西晋改涌捎龙县，并废阑县。

南北朝刘宗政权又改丰卢龙县为断驻县，并重斯设置阑具，划归沈黎曾I；．治所不变。北同

天和三年(公元568钲、．越磷郡改称严州时．甘洛即严州治下的邛都郡。唐设邛部县

(治昕在今挑两县缔关)．
”

唐宗时期，居住在凉Ilj地区的螽族先民部落是勿邓，两林，丰琶．曾一度为南诏地

肯政权斫据．唐懿宗咸通三年f公元862钲)，南诏改诲州为建昌府。灾王朝统一中国

后，凉山嚼女理嘶方政权。元王朝创设行省制，改为州，隶云南行中书省建昌路。明朝

实行卫昕制度。甘洛地区彝，’汉族分隶于越谒卫(今越西)邛部长官司及镇西唇千户’



所．清褒正六年(公元1728年)．在两昌设置宁牙府，改越锅卫为妒当厅，隶宁远府。

甘洛为梭橱厅的一部分。

自元朝建立士司制度以来，甘洛地区长期属于邛部宣抚司辖舶。随着改士归泸盼推

行和诺伙的兴起。土司势力逐渐衰弱，并从凉山腹心地带向边缘转移。十八1修纪初，二

岭(即上．下土司)迁来甘洛田坶，并分别于声熙四十阳年r公元1'705停)和康熙叩十

九年(公元1710识)归附清王朝．1被授予口缓带田蛔十千户”和4媛带密十千户”称号。⋯⋯一
l爱带田坝土千户符辖今胜利公村一带，节围够小，并苇发饷银。暖妒密十千户辖地宽，

占今甘洛县一半以上，下辖七乡总，即．卜官(今田结公社)．六革r今砸!J沟公社)、瓜
’

倮(即甘洛，今普昌区)．、纠米(即吉必，今吉米防)、布布f企波渖公社)．阿身六

磨f即得布勒莫．今拉莫公社)，磨卡为呷(磨卡另·姓。今单克公社)、西纠(今斯觉

区)。后来随着黑爨势力的兴起，土司对这些地方的管辖多数已名存实亡．而被奴隶主

分裂割据。直至解放前夕．土司只能挣制尼日河以两的部分黉f】』区而尼日河fjr东的地区，

则属奴隶主势力范围，国民党反动政权咆可望而不可及，

辛亥苇命成功以后，1913年，越稻陟厅为县．甘洛的彝．汉杂居氏黾越谒县帕海棠

乡，启明乡(即今海棠、田坝、玉田等三区之地)。

。国民党蜘了推行民族压i一政策，企图将势力伯入尼日河阱东的广大彝族翳胃区，于

1940年在觉铁阿茛设立。西康省腴田特别政治指导区。，由于彝族入艮的强烈夏抗和坻

制，其势力范围仅达今玉田，玛麻．团结等公社的部分地区。

解放后，尼日河以西地区仍属越髑县启明．海棠两乡。1952年土地矽革德政时，建 ．

立海棠区(即越镯县第三区)，田坝区(越臀县第四区)．第三区转海棠，坪坝、两

河．新建四乡(包括今海棠区，田坝区的新茶，两河公社)。’第四区辖Ff{坝，启明、新

华，双河四乡(包括今田坝区大部和玉田区大部)。1953年，又设越棒县伦定自治区，
’

管理今田坝．玉田．苏雄三区彝族地区．并设增拉、狭达堡两直属自治乡，管理今玉

田．海棠区内彝，番地区。

1954年11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岩润工作团(西庚属)，依乌里克工作团(四川+

属)分两路进入甘洛尼日河以东地区开辟工作。经过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度．

1956年2月，在斯斯觉(今新市坝镇)设立呷洛县人民政府办事处。同年n月，召开县
’

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将田坝区、伦定自治区划归呷洛。1959年，复将

海棠区划为呷洛。形成了甘洛县现在的政区．‘同年，因。n甲”字读音有误，报经国务院

批准．更名为甘洛县。甘洛，彝语意为甘姓人居住的山谷．

二．不屈的斗争史一t ·

清同治二年(1 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都渡过金沙江进军四J1I。前锋族裕

． 2 ．

．



新部于3月底在越髑县梅予关、腊关顶击败了邛部土司岭承恩的阻击后，进

洛交界的白沙河．岭承恩凭险设伏，使太平军遭到惨重伤亡，赖裕新本人也

不少太平军溃散在民间，他们在当地彝、汉族群众的掩护下，逐渐定居下来

棠、玉田、田坝等地仍有不少太平军后裔，当地群众称他们为长毛(彝语为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凉山，由一军团和三军团各一部组

攻成都的部队，沿着当年太平军赖裕新部的进军路线，经白沙河、蓼坪到达

，一鹊败退下来的越销县长彭灿率领的两个保安连企图依托海棠城墙固守待援，

队在彝，汉群众的配合下，由施家坪攻入海棠西门，一举消灭了保安部队，

长彭灿及国民党县党部的4个头子。。
。

一太平军和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在我县广大彝、汉，番群众中广为流传

族人民的抗暴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放前，凉山处于极其野蛮的奴隶社会阶段，不少奴隶群众因不堪忍受

遇．不断以怠工：破坏工具，虐使耕牛、拒绝配婚，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

的i’分散韵斗争，：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群众性的起义．本世纪以来，在甘洛

模的群众起义就有三起：
’ ’ ，‘⋯ _·”

‘，

．～．一，1_反抗兹莫乌甲的斗争 ‘·

⋯、
⋯ ⋯’一· ‘、。

一 兹莫乌甲祖籍普雄，原是彭火土目的后裔，本世圣已二十年代，。被黑彝勿雷家驱逐y。‘

逃到甘洛的塌脚姑一带乞食．他施展极其狡诈的手段，纠集一伙流氓无赖，拼凑了反动。

武装，以蚕食鲸吞的办法，霸占了塌脚姑一带地区．刭1927年，。先后将周围一、￡百里

范围内的地区置于他的残暴统治之下。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其残酷剥削和血腥的镇压，

．、从】927年起，利用火枪．大刀．弓箭，长矛等原始武器，前赴后继，经过8年的斗争·

，于1934年5月，终于将有军阀支持的兹莫乌甲射伤后擒杀．消灭了他的武装，荡平了他

的老巢，彻底摧毁了他的反动统治．

2，乌史大桥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

乌史大桥一带原是宜地土司岭邦正管辖的地方．因地靠峨边，峨边甘家黑彝奴隶主

经常侵扰，并一度占领了乌史大桥．．为了抗击甘家黑彝的侵掠，维护土司在大桥一带的

统治．岭邦正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选派了一批头目去镇守乌史大桥．赶走了甘家黑彝

+后．这些头目逐渐在乌史大桥定居下来，并凭借土司的权威为非作歹．当地人民因不堪

其苦，在孙则阿木，稽衣嘎．麻子木基．一泽阿木的带领下，联合了普提、孙则、利利 ，

等三个家支的300多户人，子1939年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把土司派去的木嘎拉且(蒋

．排长)、木嘎拉和(蒋排长)，黑嘎阿木(蒋什长)、木果罗莫，麻卡也吉等8．个头目’

杀死。7天以后，土司派兵来镇压，杀死了普提，孙则．剁利等3个家支的lo多个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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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烧了他们的房子．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起义首领和骨干均逃往汉源，直到解放后才返

回家园． 、

3．杀死兹莫岭崮

’兹莫岭崮是宜地土司岭邦正的族叔i和他的哥哥克啥子分别统治着今岩润公社地 ，

区。克哈子死后。岭崮便成为当地唯一的土皇帝．

一～一～岭崮贪婪，阴险，暴虐。对百姓和娃子的统治十分残酷．任意侵夺百姓的田地，常～一
借调解纠纷敲榨勒索，并以杀人为乐事．岭崮的残暴早已在其百姓和娃子的心中点燃了‘

仇恨的火焰．。

岭崮的哥哥克啥子死后，‘克毒将田产卖给其百姓．待克哈子的3个妻子相继死去，

岭崮借故杀死原克哈子的百姓吉克木乃．并将其妻几七口拆散卖掉，同时强行夺回克哈

子已卖给百姓的田地。百姓们异常惊恐，7害怕被土司一家一户地宰割，遂串通起来，由
’

罗家．蒋家领头，喝血酒．钻牛皮，公开与岭崮作对．

起义发生在1952年火把节的头一天，除特克，拉尔和麻曲外，整个岩润都参与起

事．动手的头一天，起义的领导者曾派阿木裤fIfI同士司谈判，向土司提出了3个条件：

(1)退还霸占的土地和房产：(2)退还非法勒索的银子．牲畜；(3)今后不准再7

卖百姓当娃子．3个条件未被岭崮接受，谈判破裂了．起义群众在阿木楠曲，卡比约

日．以格布堵、海乃巴塔，木基阿颇．嘎嘎日、库都木乃．罗木各，嘎嘎布卡．吉乃阿

牛日等人的率领下，从四面八方冲向十司衙门．吉克木乃的儿子阿木索打亲手枪杀了岭

崮，报了杀父之仇，岭崮一家三代i口人被愤怒的群众全部杀死．之后，又成功地抗击

了阿尔．普昌等地企图为土司复仇的岭崮亲戚的进攻．

三，自然概况
’

．

甘洛县属康滇地轴边沿地带，处于横断山脉北段东缘的大渡河以南尼日河流域，因

受横断山脉的褶皱，隆起与断裂，加上河流的急尉切割，形成重峦迭嶂，山脉连绵、岭

高谷深、地形起伏较大的地貌特征．西部有高达4000米的大，小药山；西南角有高达

3，992米的碧鸡山：马鞍山脉由南向北横贯整个东部边界。最高峰特克马鞍山高达4，288

米；而最低的大渡河沿岸仅65fl米．西北部为2，000米以上的高山草原牧场地带．在全县
～

总面积中，高山约336．62％：中山约占62·78％：平坝仅占0．6％．河流以尼日河为主，

纵贯县境60公里。自沙河。斯觉河、双河，甘洛河，田坝河等河流由南向北逐次汇入尼

日河．并在阿兹觉公社尼日附近注入大渡河，大渡河流经东北边境34公

伏，差距悬殊，河床落差较大，水流湍急，境内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发展

提供了优越条件．全县水力蕴藏约为50万豇。还有一些高原小湖泊，淡水

境内主要地质构造为吉米至埃岱倒转背斜，轴部因受断层因素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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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而以甘洛河分为东西两翼．地层除石碳系尖脉外；震旦系至白

，其中兰叠系岩层在模尼烘才能见刭．除吉米区格古公社，苏雄区

变质岩出现外，其他5个区都处于以侏罗系地层为主，次为二叠系
。

舌生代岩层出现。。矿藏资源主要有：1，=叠系阳新灰岩底部铝土

岱．特尔莫至波波公社．以及石海古文等地。、2．泥盆系中宁乡式鸯面状赤铁矿，矿体呈

一大透镜体，矿层厚度一般在一米左右，最厚达2米余，品位在3卜45％：分布在特尔
莫至阿嘎公社．厄!lf!至马千莫．碧鸡I【I一带。3，三叠系绿色砂页岩中的含铜砂岩，即

为沉积矿床，矿层稳定，品位在5‰左右；分布在模尼烘一带．4，上震旦系与下寒武

系过度带之间磷矿，矿层厚度在一米以上，品位在15—25％左右；分布在则拉，乌史大r

桥、岩润，两河等公社．5，铅锌矿，生于上霉旦系顶部，距下寒武系含磷层约35—40

米之间石灰岩中，本矿属内生裂隙充填矿床，在境内分布较广．富集带主要分布在黑马．

沙岱、苏雄、岩润、普昌，阿尔，色达，格古，胜利、两河等公社．6、侏罗系中煤矿

床，矿体主要呈透镜体或眼球状．分部在依乌．石海．里克．嘎日、阿尔．普昌，玉田、

田坝，新市坝，胜利、坪坝，海棠．蓼坪等公社．小型矿床有：l，黄铁矿。分布在黑

马、两河等地。2，石棉矿，主要分布在海棠，玉田，模尼烘等地．3、铜矿，主要分

布在新茶，．团缮，尼尔觉公社．4水晶石矿，主要分布在蓼坪．嘎日等地．5、雄黄矿·7

主要分布在沙岱公社．6，石膏矿．主要分布在黑马．岩岱等地．近年来仅采挖利用了

、少量矿声，其余大部分矿产资源还耒很好开发利用． ⋯ ．．：～．

气候．由于地形差异较大．加之交错的河流都强烈影响着境内的气候．一般地说．

1．700米以下气候温和，夏秋多雨，冬春干旱，雨量集中在4—10月．占年降水薏的95％。

敲多为农耕区，农耕地的兰分之，二分布于这一地带。县城附近年均温16。C，一月均温

6．oC，七月均温24．5。C：最高气温达39．2。C，最低气温零下5．7。C．无霜期为294天。

年降水量830毫米．日照1，68T小时．风速2．9m／S：但因地势差异大，气候垂直变化明

显，‘在1：700米以上随着海拔的升高，出现阴雨低温．雨量偏多、大风．冰雹，无霜期

偏短等气候现象．一 、

。。植被：，在1．OOo米以下的亚热带地区为疏林、，河谷灌木林带，’植物多为豆科山合欢，

羊蹄甲，榆科麻椰树等。1．700米以下为农耕区域，·植被为落叶林带。植物多为壳斗科阔

叶青杠，桤科桤树，楝科苦楝，大戟科油桐，桑科桑树等及人工植被带。2，300米以下为

常缘阔叶林带为主，问针叶林．植物多为樟科川桂树、楠木、木姜子·冬青科构骨．冬

青j漆树科盐肤木、’漆树，木兰科川姜朴，松科云南油松、马尾松等。3，000米以下为常

缦针叶林带为主，间常绿阔叶林。植物多为杉科冷杉：云杉，铁杉，粗榧科兰尖杉及杜

鹃花科多种杜鹃等．3，000米以上为高寒山区，多为高山灌丛及疏林灌丛，植物多为杜鹃
花科植物。在大片原始森林中有熊，豹、大熊猫、小熊猫’、獐，扭角羚等稀有：珍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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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源．我县丰富的中草药材久有声誉，如当归．牛膝，天麻．大黄、木香，桔梗，防

风、黄柏．九眼独活．续断等早已大宗出产。行销省内外．经济林木如核桃，板栗．梨

子，花椒，生漆，油桐等均为成批产品．近几年又发现大罱辛荑花，川姜朴、五味子，

紫荆皮．猕猴桃，黄连素原料、野生橡胶原料猫儿屎等．据初步鉴定我县有1,000多种植

物．分属200余科，其中中草药材占植物种类的60％以上．’

．_．一一⋯四，经济概况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我县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农为主，在大力发展粮食牛产，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努力

发展林，牧，副业生产．积极搞好工业，交通和财贸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

服务．取锝了显著成效． ·，
。，

①，农业：现有耕地约2r)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6．1％．解放前．由于受奴隶制度

的桎梏，多数地区处于。刀耕火种。的境况，农业生产极为萍后．正式建县的1956年，

全县粮食产量仅有2．T08万斤，人平●10斤，且多为洋芋．养子，需要国家返销．经过多

年努力，1 q80年，全县粮食产量达8．T58万斤，较195R年增长2．2倍．农业人口人平有粮

726斤_不仅吃得饱穿缛暖。而巨有大量余粮卖给国家．1980年，全县完成征购粮843万

斤．占全县总产的9．6％．

1950年，国家向全县农村提供良种32万斤．供应化肥2，572吨．并拨出大量专款．

支持农村兴修水利，大摘农田基本建设：现有水库I座：灌溉囊道226条，总长395．8公

垦．并建机电提灌站15瘁，兴修塘库20个，有效灌溉面积达37．94n亩．1980年，’推广杂

交玉米5万余亩，金县玉米产量从1955年的1．$22万斤，提高到1q$O年的5．6R6万斤，增

长3．3倍．

⑨．林业：全县林业甩地153．5万亩，占总面积的47．2％．其中有森林127．3万亩

(天然林54．5万亩，人工用材林17．I万亩，经济械o．1万亩，残次灌木林S5．3万亩)，

森林覆薷率达39．17％．还有宜林荒山迹地26．2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8％．

在天然林中，一般都是成熟过熟林，郁闭率高，树干粗壮．、据初步测算，总蓄积量

约1．538万立方米．海拔2，000米以上为针叶林，2．oOo米以下为阔叶林j除常用树种外

还有大量楠木．香樟、梧桐等珍贵树砷．龙门沟县办苏雄林场，年采伐6．000立方米．

人工林主要为。飞播”云南松．1968年，1969年．1975年，人民政府先后3次在全县7

个区、l镇，、22个公社分4个播区用飞机撤播造林92．9万亩；1978．---=1978年，人工糠

播40万亩．各社队植树造林15万亩．由于各种原因，人工成片林现在实际保存面积为

17．●万亩．经济林主要为梨．苹果，柑桔，花椒，核桃，漆树。板栗．油桐，桑i茶

等．年产梨约157万斤，苹果，柑桔30万斤，花椒5万斤，核桃30万斤，蚕茧1．1万斤，

茶0．16万斤．我县花椒，核桃远近驰名，畅销省内外．

③，牧业：全县有草场121．1万亩，占总面积的37．3叻．而且草质优良，毒草少，

本可大量发展畜牧业．但有相当一部分坡度较陡，目前利用面积只达三分之二，即80万



亩左右．1980年全县共有四种牲畜(注)161．0 49头，人平1．33头，较1957年的74．500

头增长1．16倍：．其中生猪52，225头．牛18．839头，马(包括驴、骡)2．501兀．羊87．484

f山羊32，808只．绵羊54．678只)．有蜜蜂2．3n8桶，小家禽97'．,967只． 一

④，卒+趴氽业：从1 975年才开始发展靛来，已取得晁著庐妙。1 980年序，全县有社

队企、啦148个，2，41，人，总产值479万元(#中：公社氽、Ik84个，1，4'77人，总产值279

万元；少队企业64个，9A1人，芦产值1 sO万元)。全县农业人口人平3豸56元，主要产

品有：铅矿石3。707吨，原煤13．426I唪，磷矿石1．750吨，石膏555吨，石灰986吨，原木

712立方米，砖103万盯，瓦194万I丌：，铁制农具32，800仕，发电晕510万度，糖食加工

933万斤。

由于各、眨迅速箩孱，社员生活水平有了彳I毒★提高，1980年人平分粮557斤，人平分

配收入81．●o元。农民有电视机8部，自行车7辆，缝纫机570樱，收音机1，274争，钟

1，174H，手砉3．152只． ，

．。⑤．工、暖解妒前，全县没有一个工广，只有少帚个体手工、眈从事铁木竹、羊毛

鞍、察尔瓦．织布，缫丝笋孝产、生活用品的加工。解放后．从1958年建寺且农具广开

峻，工业逐步发孱起半，．行业逐步增多，葶娉养出·大批彝．番第一代工人．县属国营

仓、咿有农机修造厂、向厂．水沪厂，石膏矿，磷矿、食品加工、粮食加丁，酿造、建

筑，自来水广筝：城镇焦体氽业有印刷广、纸广、锅广，咖具广．照转厂，五金社等．

1980锭伞具有：C业企业004"焦产值6．ol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_2．R39万元的27．2％．

较1958年的14万元增长19倍。

⑥，交通：解秒前，全县交通极为不便，来往行人走羊肠小道，攀淄索．过藤桥-

货物全靠人背马驮。筋妒{吾，},t．1965年修通皇(木)‘越(西)公路再抬，丽家办．集体

也办，现有公路总长324≯量．其中：省管公路2条，120公里：具管公路4条，67公

舅：社管公路16条，11。公里；专用埠2条，2s公熙。7个区都诵公路，36个社r镇、

有26个；再公路。占72．2呖，不少大队、生产队筑有机耕道，可躅孀拉机．县．社自建重

粤石拱帑和水泥{李l；桥6座。新市蜘镇内主事街道铺筑了沥青路而，成昆铁路经过甘洛境内

60公里．设右7个·k宝站．县车队拥有大客车2辆，载重汽车11蛹：各单位有载重汽幸

24辆：区、社有载霞汽车22辆。全县布拖拉机134台，马车1tooc多架。交通运输面貌大

为弦艰．‘

⑦、财留：为了满足人艮生产、生活资料的需鼍以及农副产品的销售全县商’Ik、粮

食，医药，物资．农机、社队企业等部门在县城建立了13个公司，并在各区．壮设立营

业部．粮站，营业所、购销组，全县共有购销网点106个，职工975人。1980乍商、毗购销

总额达1．792万元．



④、电力：利用山溪丰富的水力资源，全县建有小水电站54座，装机5，482豇。有

210个大队(占90％)；1．500个牛产队(占95．7％)用上了电，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和生活的改善．

五、文教、卫生事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县文教卫生事业亦相应迅速蹙展。

①，教育：解放前，全县办过4所小学，其中腴田小学办了一年多即停闭。解放

时．只有3所小学，即启明场小学，海棠小学，私立斯埔边民小学，学生370人。现有

中学9所(其中完中2所，民族中学l所)，教职员326人．在校学生3，348人；爪学

】15所．教师70R人，在校学生q．973人． (入学人数彘多时达18．016人)．县设有教师

进修学校．

②，文化：解放前没有任何文化设施，懈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桌．现有文化棺一个， ，／

职工f；人，藏书一万册．文艺宣传队一个，演员30人。有电影公司一个，审．影放映队10

个，32人；部分公社有电影队，有摒垡书店一个，职工8人。有县，公社广播站36个， ，

广播事业已初步成网：有10砥电视差转站一座：电视覆盖面达全县三分之一的公社．

③，卫生：懈放前没有医院。，现有医疗单位41个．其中：卫生进修学校1所，具防

疫站、妇幼侯健站各一个，县，区、公社医院共37所。有医务人员41R人．病床305张。还

有大队医疗站158个，赤啷医生300多人。

六、名胜古迹 ．

①，烈七陵同：位干新市坝镇团结北街，安埋着74位烈士遗骨。

+②．开建桥石碑：位于尼日河西岸公略边崖石上，距县城23公黾。建于何年已不可

考，现仅存刻在崖壁上的阴碑，记载清道光十三年f公元1833年)四川军门提督、果勇

侯杨芳镇压峨边彝族昏向越崔进罨重修开建桥的事迹(碑文有拓片)。

③，唐家湾古墓群：为明、清两代甍莽．位于海棠公社唐家湾。有的已被盗掘，现

保存的出土文物有宋代铜镜，明代瓷碗，双耳陶罐(时代待考)等物。

④，红军树：是一株丁木树，位于蓼坪北街。1 935年5月红军长征经过时j为了不

惊动老百姓。曾在此树下露宿并张贴标语．
．

⑤．土司墓遗址：位于前进公社跑马坪，系岭承恩之墓，。仿汉墓建筑，墓前有石I、

石马。墓已不存。墓碑存凉山州博物馆，县文化馆摄有墓照．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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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中学航模队准备在校园里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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