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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理，

编纂意见”的规定，编写了《鲁甸县地名志》。本志所载标准地名、概况材料、地图和图

片经县人民政府审定，并报省、地地名领导小组核准，现予颁发使用。

地名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与“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必须

严肃对待。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地名，凡需命名、更名的，要报县人

民政府批准方能使用。

枷E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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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我们从1982年7月至1983年3月底，在地名

普查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鲁甸县地名志》，列为H云南省县市地名志之三十五"。本志

共录取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1300条．，各专业部门名称ll条，人工建筑物35条，名胜

古迹2条，自然实体204条。每条地名都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和简注。还载有县、社，

镇及人工建筑物的文字概况材料16份，装有鲁甸县l：10万地图以及反映本县特点的

部分照片p为了方便查阅，附有地名‘曹字笔画索引"和‘筲字音序索引”。本志所用数

字截至1980年底，为县统计局和有关单位提供。本县的仲族，择族为该民族的自称。

‘鲁甸县地名普查工作和地名志的编写，‘是在省，’地，县领导下，在县委办公室和

县政府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参加本志编纂的主要人员有陈乃明、李宪章、马

晶、缪舒苓等。照片摄影赵庆才等。在普查和编志工作中，承本县人武部、计委，统

计．教育。卫生．文化．民政．工交．水利，林业局及各公社．大队的大力支持，在．

此表示感谢。 ． ．

地名工作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本县又无《县志》，．加之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虽

经多方调查，几次修改，遗漏和错误难免，请读者予以指正o
、 ●‘

，·●

鲁甸县地名领导小组力公室

一如、-三年三月十I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甸县i概 况
：

'鲁甸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东连威宁(贵州省)，西望巧家、南临会泽、北靠昭通：

全境介于东经103。117至103。407，北纬26。597至27。317之间。总面积I，485平方公里。

辖9个公社i l个镇，’75个大队：1，655仓生产队。有1．200个自然村、45，840户．
233，382人。除汉族外，有回族7，012户，34，732人，彝族1．146户i 5，826人，苗族293

户、1，513人，仲族123户，461人，择族2l户、‘81人，白族5人，壮族2人，共计

42，62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县人民攻府驻地文屏镇，东经103032 7、北纬27。117，

海拔l，917米，距省会昆明447公里(公路里程)。 ．r‘

一、历史沿革
+’

一
·

‘

’鲁甸，昔名小乌蒙(即对昭通昔称乌蒙而言)’，原系彝族聚居之地。据《凑史方舆纪

要》卷七十三载：小乌蒙“四围皆山，，中央平坦，蛮人耕种于此，号为杰纪。?鲁甸为彝

语地名。鲁(诺)——彝族的称号，甸G查)——平地．+水草坝子，意为彝族居住的平坝。

汉，晋时属朱提县冷昭通)地；隋为恭州地；唐复为朱提县地(曾称鲁望)；宋属乌蒙
部地；元属乌蒙路地，．初隶云南；明为乌蒙府地，改隶四Jll；清雍正五年(1727年)复

隶云南。雍正八年(1730年)，本地彝族土目禄鼎坤，禄万福求袭土职不得，聚众谋反，

围攻府治．，破垣入城，杀死总兵刘起元及文武官吏十余人。云贵总督鄂尔泰调官兵进

剿，平叛后乌蒙遂改为昭通，小乌蒙则改为鲁甸。翌年，巡抚张允随檄文筑土城冷文
屏镇)，置鲁甸厅，移大关通判驻此，继又迁古寨巡检，设前营守备厅城，鲁甸遂改土
归流。

1913辙厅为县，下设崇文冷文屏)．桃源，龙溪(今龙头山)．梭山等四{真及南
坪吟大水井)，南岩冷火德红)，朱提冷翠屏)．邻巧冷乐红)、龙树、古寨等六乡，称十大乡镇。1950年4月鲁甸获解放，同时成立县人黜，下设一区伎屏)．二区
伏水井)，三区a艺头山)、四区咙树)，五区(梭山)，六区泺红)、七区(水磨)。1960
年撤销鲁甸县并入昭通县。1962年恢复鲁甸县，下设文屏、大水井、火德红、小寨、龙

头山、乐红、龙树，水磨，梭山等九个区及文屏镇。1969年改区为公社o

二、自然条件

山脉：本县地处乌蒙山与五莲峰两大山系交汇地带，平均海拔l，940米。东属昭通

凹陷部，西临小江断裂带，南靠石r1坎断层，北接康滇地轴，属地震烈度七度区，地

质构造十分复杂。东南部乌蒙山系延伸于文屏、大水井，火德红．小寨等公社，主要

有大黑山，小黑山，祭龙山、嘟噜大坡等山峰，最高海搬，771米伏黑山)；西北部五
莲峰山系延伸于梭山、乐红、龙头山、水磨、龙树等公社j主要有干沟粱子．火干梁

子．猫猫山、大佛山，三锅桩僳子)，阿噜伯梁子等山峰，最高海拔3，356米黜公



社黑寨大队干沟梁子)，为全县最高处。两大山系在境内相互交错，构成了复杂多样的

地形地貌。

河流：牛栏江由东南向西北，从本县南部大水井公社江底入境，围绕南部和西部

边缘流经5个公社19个大队101公里，于西北角梭山公社甘田大队青柄坪(海拔628米，
‘

为全县最低处)出境，经昭通，巧家边界注入金沙江，为本县与会泽、巧家两县的分界

标志。除牛栏江外，境内有两大水系：发源于中部山区的龙泉河、沙坝河由东北向西

南斜穿中部，于龙头山公社天生桥合流注入牛栏江；龙树河，昭鲁河发源于中部山区．

分别由南向北流经龙树坝子，由西南向东北流经文屏坝子，于昭通洒渔合流称洒渔河

汇入横江。本县水系均属金沙江流域，河流切割深，落差大，水力资源较为丰富。
’

．森林．草场：全县有森林28．9万亩，覆盖率为13％，多分布于水磨、龙树．大水‘

井等公社的高二半山区；草山60万亩，多分布于水磨，龙树等公社的高寒山区。．‘

气候：全县年平均气温12．1℃，全年无霜期220天，年平均降雨量900毫米。最冷

月一月，平均温度2．6"C；最热月七月，平均温度20．3"C；最低温度(极端)一11．5"C；

最高温度呶端)33"C。根据本县地形多样、气候各异，物产不同的特点，全境分为六
个自然类型区： ·

’

(一)河谷区：主要分布在牛栏江深谷，从乐红公社的细木至梭山公社的甘田一

带，海：1发628--l。000米，占全县总面积的1．5 OA。年平均气温17=-20"C，大于lO℃的活

动积温5，500-6，500"C，全年无霜期约340天，年降雨量900毫米。主产包谷、籼稻、红 。

薯，麦类，还产甘蔗，芋片、柑桔，花椒、油桐等。干旱和山洪为主要自然灾害。

(二)矮山低谷区：主要分布在牛栏江、沙坝河、龙泉河的山麓地带，海拔1，000～

1，600米，占全县总面积的9％。‘年平均气温14-17℃，大于10"C的活动积温4，500-

5，500℃，全年无霜期约290天，年降雨量700毫米。主产包谷、籼稻、麦类、豆类，还

产烤烟、花生、黄果、板栗，油桐等。干旱为主要自然灾害。。
’ (三)一般山区：主要分布在小寨，龙头山、梭山、火德红、大水井等公社的缓坡

丘陵地带，海拔1，600 1，900米，占全县总面积的25％。年平均气温12"-"14℃，大于．．10"C的活动积温3，500～4，500℃，全绷期约250天，年降雨量ooo毫米,。主产包谷、
洋芋、稻谷，还产烤烟、核桃、黄梨，桃子等。主要自然灾害为山洪和干旱。

(四)平坝区：即文屏坝子，海拔l，900"-"2,000米，占全县总面积的t t OA。年平均气温

12．2"C，大于10"C的活动积温3，500-4．000℃，全年无霜期约230天，年降雨量877毫

米。为全县稻谷、烤烟、苹果的主要产区。秋季阴雨低温为主要自然灾害。

(五)高二半山区：主要分布在龙树、水磨公社境内以及大水井、火德红公社的局

部地区，海拔2，000"-2，400米，占全县总面积的34％。年平均气温lo---12"C，大于10 oc

的活动积温2，000--3，000"C，全年无霜期约200天，年降雨量l，100毫米。主产洋芋，

包谷、粳稻，还产兰花籽等。为主要畜牧地带。秋季阴雨低温为主要自然灾害。

(六)高寒山区j主要分布在龙树，水磨等公社境内j海拔在2，400米以上，占全县

总面积的19．50A。年平均气温7～9．5℃，大于10"C的活动积温l。000～2，000"C，全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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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约130天，年降雨量l，100～1，500毫米。主产洋芋、燕麦、养子。为主要畜牧地

带。主要自然灾害为雨涝冷冻。 ，，

就总体而言，本县冬春较为干燥，夏季雨量充沛，气温垂直差异大，具有‘‘立体气

候’’特点。 一，

tl然资源：已知的矿藏有银、铅、锌，铜、硫磺、煤．磷等，主要分布在龙头山，

火德红、小寨，大水井等公社境内。龙头山境内(汉时为朱提山)乐马厂银矿早在一千

多年前就已开采，汉顺帝时制成八两成锭的朱提银，誊驰中原。到清乾隆时“大兴乐

马厂”，采银盛况达六十年之久。乐红公社古迹垭日有珍贵林木水子树约300亩，被列

为县级保护树种。

三．经济状况
。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主。1980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3，240．72万元，人均139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2，729．72万元，‘占84．2％。
‘

农业：全县现有耕地350，958亩，其中水田42，434亩(包括雷响田5，530亩)。1978

年为最高年产，粮食总产量11，956万斤。1980年粮食总产量儿，031万斤(为1952年

5，275万斤的2．1倍)，平均单产314斤。其中包谷播种131，195亩，产5。314万斤，平均

亩产405斤；洋芋播种O，867亩，产3，247．7万斤(已五折一为主粮)，平均亩产357斤}
种植稻谷40，213亩，产1，045．9万斤，平均亩产：260斤饪常年亩产380斤)；余为豆类及
其它杂粮。农付产品为烤烟198万斤，油桐籽136万斤、核桃80万斤，水果320万斤。畜

牧业以猪．牛．羊为主，1980年存栏生猪58，050头，大牲畜34，886头(匹)，羊91，511

只。

解放前，本县农业十分落后，除有一个“龙公闸"(今桃源水库)外，无任何农业水

利设施，旱，涝、虫、雹、洪等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解放后全县共建大小水库、坝塘

44个，总容水量2，638万立方米；开修引水渠道128条，总长273公里；并购置了137台

拖拉机及各种农用机械；装建了机电排灌站16个，总装机容量l，347千瓦，有效排灌面

积45，000亩。农用机械总动力达11，602马力。还建立了籽种站，农技站、农机厂，农

机修理站、气象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等农科单位。开办了农场1个，种畜场1个。

另有省、地及部队开办的板板房农场、葫芦口农场，新街种畜场。1980年全县销售化

RE9，982吨，农药36吨。县籽种站．农技站相继培育，引进和推广了稻谷、包谷、洋芋

等高产良种，对全县农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本县自然条件差异较大，适宜发展多种经营。解放初开始种植烤烟，随着种植面

积的扩大，烟叶质量的提高，产量．产值不断上升，现已成为本县经济发展的一大优

势。本县苹果享有盛名，解放初期引进种植，发展较快，现年产210万斤，已列为我省

外销基地之一。小寨公社的桃、梨，龙头山公社的辣椒，乐红公社的黄果等畅销省内

外。河谷地区的花生、油桐、柑桔、花椒以及山区的木漆，核桃。‘板栗．水果，兰花

籽等也很有发展前途。

工业：以轻手工业为主，有农机、水电，水泥、砖瓦、印刷，付食品加工，烟叶

． 3



复烤、缝纫等。其中建于龙头山公社境内的沙坝河一、二级电站，总装机容量2，500

千瓦。1980年发电436万度，产值28万元；．烟叶复烤181万斤．产值260万元；国营付食

品加工产值107万元；加上其它小型国营、集体、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达511万元，

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15．8％。

商业供销：全县有商业供销和饮食服务机构(包括农村各类商业网点和个体商业)

308个，各种商业服务人员931人。1980年&县农付产品采购总值631万元，社会商品零
售总值l，390万元。除文屏镇为全县商业贸易中心外，另有农村集市23个，其中历史较

悠久，集日近万人次的有桃源，江底，龙头山、翠屏、火德红．大水井．龙树，水磨，

梭山．乐红等。

交通，邮电：境内有省属柏油公路50公里，南通昆明、东达昭通，为本县与外地

交通联系的主要动脉。另有县属公路250公里，以县城为中心，勾通9个公社．45一t-大

队、500个生产队。县汽车队有客车，代客车定班往来于县城和除乐红，梭山以外的七

个公社所在地。省属滇东北汽车运输公司在县城设有客运站。每天往来于鲁甸、昭通

的公共客车达十余班次，客运量达500余人次。从昭通往昆明方向，每天有路经本县的

长途定班客车3次，客运量约110人次。解放前电讯几乎是空白，仅县城有—部电话单

机。解放后除县局外，下有lO个邮电所，装有1l部交换机。另有载波机、传真机、无

线机，会议机等通讯设备。

四，文教卫生事业
‘

解放前，全县仅有14所小学和少数私塾，在校学生1，335人。解放后建有普通中学

3所，在校学生1，321人，其中一、二中驻文屏镇，三中驻龙树。有附设初中班69个，

在校学生2，865人。小学471所，在校学生26，183人。全县有教职员工1，128人。

县内有广播站、文化馆、文工队，新华书店等文化事业单位。有县属电影队3个，

公社电影队7个，公社文化站4个。还有电影院．图书馆．有线广播、灯光球场，田

径场等文化体育设施。

解放后兴办有县医院_红星医院(麻疯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及各公社卫生所。全

县共有医务人员225人，病床205张。另有大队合作医疗站70个，赤脚医生151人。

’五，文物古迹

本县文物古迹多已被销毁，占用、改建。龙头山公社乐马厂是历史上大兴银矿之

地，现遗留残破的矿洞、庙迹多处，还有五棵较大的古桂。县城北面文庙山上的文昌

官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庙内唐宋八大家塑像现已无存。其内有五棵柳杉，树

围3米，树高32米，树龄已三百多年，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全县有三十余所清真寺，

主要分布在文屏公社。其中坐落在桃源坝子的拖姑清真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

年)，占地面积l，750平方米。全寺由正厅大殿、左右厢房．前门楼阁(唤醒楼)组成。

‘唤醒楼”为四层八角尖顶木塔，高20米，全系木叠而成，结构奇特精巧。寺内壁画、雕
刻工艺精良，匾额书法道劲奔放，是当地回民礼拜，做节之地。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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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屏镇概况·

文屏镇位于鲁甸县东部。东经103。327、北纬27。117。东连五垴山，南临文屏坝子，

西靠嘟噜坡、北倚文庙山。四周为文屏公社地。总面积2．73平方公里。为县治所在地。

镇内住有l，379户、7，012人(奎文屏大队)，其中非农业人1=14，219人。本镇少数民族共

l，677人，占总人口的24％，其中回族l，595人，彝族57人，苗族16人，白族5人，壮

族2人，仲族1人。 ，

唐朝末年国05年前后)，彝族在此建寨定居，称鲁望。清雍正八年Q730年)改土归

流，彝族土目不服，聚众谋反，翌年平叛，遂置鲁甸厅，设筑厅城于此。清乾隆十八

年(1753年)，城后山上建有—文庙(文昌官)，得名文庙山。1913年改厅为县，文庙改

名崇文阁，县城遂名崇文镇。1940年，鲁甸县长彭元槐据文庙山系城北一屏障，改崇
文镇为文屏镇。1951年属鲁甸县第一区伎屏)，其间称过乡，管理区，公社等。1964
年恢复文屏镇。

全镇地处文屏坝子西北缘，地势缓平，平均海拔1917米。年平均气温12．2℃，全

年无霜期230天，年降雨量877毫米。

镇内有金源街、永北街，配街，武庙街，开华街，应国街，顺城街、南大街，东
正街，朝阳街，菜园街．挑水巷等12条街巷，其大部分为东西走向。除顺城街，朝阳

街和菜园街外，其余街巷在解放前就形成。鲁甸县人民政府，中共鲁甸县委驻朝阳街。

镇驻西正街。镇内还驻有县一中，县二中、文屏小学，文屏大队小学、幼儿园、广播

站、文化馆，文工队，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以及农机、水电，建筑，交通、邮电、

缝纫，食品加工、财政金融、商业供销和饮食服务等共127)／,企事业单位，是全县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贸易、医疗卫生的中心。全镇有教师143人，学生2，887人；

医务人员127人，病床103张。东正街，西正街为商业贸易集中地口镇北文昌宫(崇文

阁)内曾塑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询、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唐宋八大家

像，已毁。其内尚存五棵柳杉，高约325，树围3米，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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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一—_鲁旬县

朝．阳街

汉语拼音

LOdi6n Xi6n

ChaOyOng j i琶

文屏镇 Wenplng zh电n

西正街，XiZhengj i夸

金源街

永北街

武庙街

挑水巷

开华街

应国街

顺城街

南大街

东正街

菜园街

Jinyu6nj i吾

YOnglb芒iji邑

W0miooj j枣

TiSoshu!x iang

K石ihu6ji邑

Yingguoji吾

S№nd论n9悼

NOndO坤

DSngzhengj i吾

Caiyu加ji邑

简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鲁甸(彝语)意彝族居住的坝子。有

233382．K。雍正九年(1731年)置厅，1913年改厅为县。

处文屏镇内，原东城门外。1954年以原东城门(朝m r1)

得名。有1683人，汉．回。苗．彝相居。鲁甸县人民

政府驻地。

位于县境东部．文屏坝子西北缘。昔名崇文镇，以城

后山上一文庙(崇文阁)得名；1940年据城后之山(文

庙山)系城北一屏障改称文屏镇。有7012人。

昔地处城西，名西大街，1954年改为西正街。镇内主

要商业．集市贸易街道，文屏镇驻地。有871人，汉，

回．彝，白相居。

地处原西城门外，1954年据原西城门名金源门定名。

文屏公社文屏大队驻地。汉、回相居，有480人。

地处镇西北。乾隆年间(1750年前后)，几户永胜(永

北)县人家迁此定居建街，为缅怀故乡，遂定名4cli：街。

有83人。
‘

地处镇西北。乾隆年间(1750年前后)，人们在此建一

关帝庙(武庙)，遂名。汉、回相居，有210人。

地处镇北。1939年镇警队在巷东挖一水井，人们挑水

时多经此巷，故名。汉．回相居，有171人。

地处镇北。乾隆年间(1750年前后)，龙头山乐马厂大

办银矿，一些保山籍人户迁此定居，取兴旺发达之意，

称开华街。汉．回相居，有191人。

地处镇中。1935年地霸用修庙民财私建街坊，以县长

田应国之名冠之，称应国街。汉，回相居，有399人。

地处镇南。因此街顺原城边缘而建，故1980年定名顺

城街。汉、回相居，有556人。 ；

地处镇中。因原接南城门，故名。又昔此街一邱氏曾

中过武举，故又称邱家巷。汉、回相居，有159人。

地处镇东。昔称东大街；1954年改为东正街。镇内主

要商业．集市贸易街道。汉．回，彝相居，有590人。

地处镇东。昔为城外菜园地，后渐成街道，1954年定

名菜园街。汉，回，彝．苗。壮相居，有161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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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山’公社概况

梭山公社位于鲁甸县西北部。东、北与昭通县大山包、炎山公社毗邻，西与巧家

县小河、东坪公社隔牛栏江相望，南与本县水磨、乐红公社相连。总面积136．3平方公

里。辖9个大队、192个生产队。有104个自然村，3，980户，21，040人。除汉族外，有

彝族347户、1，688人，苗族67户，337人，仲族2户、14人，回族6人(系职工)。公社

驻地梭山，东经1030137，北纬270187，海拔1，403米，距县城98公里(从路里程)。

公社以驻地梭山得名。清雍正十-'年(1734年)，潘、吴、罗、胡等几姓外籍人户

迁入境内，在今黑石大队凉水井自然村后建街汰平朝街)定居，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因山坡梭塌，街子被毁。几年后在太平朝街址北4．5公里处另建新街，遂定名梭山

侑)。民国时为梭山镇，1951年为鲁甸县第五区(梭山)，1958年为梭山公社，1962年
改为梭山区，1969年复为梭山公社。公社原驻中坝，1981年迁驻梭山。

全境东北高、西南低，山势由东向西逐降，其间山高坡陡，峡谷幽深。东北部山

峰林立，平均海拔3，000米，主要山峰有蔡家山，干沟梁子(海拔3，356米，为全县最高

处)、火干梁子等。西部地势较低，牛栏江由南向北流经整个西部边缘。西北角牛栏江

边青桐坪，海拔仅628米，为全县最低处。境内东、西海拔高差达2，728．2米，气温差

异大。东北部海拔在2，400米以上的地带属高寒山区，约占全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年

平均气温约8℃，全年无霜期130天，年降雨量在l，200毫米以上，粮食主产洋芋、养

子。沿牛栏江边的山麓地带约占全社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海拔在l，600米以下，属河谷

和矮山低谷区。年平均气温约18"C，全年无霜期约320天，年降雨量约850毫米，粮

食主产包谷、籼稻，红薯，小麦；经济林，作物有油桐，花椒、柑桔，芋片．甘蔗等。

占全社总面积二分之一的地区，海拔1，600-2，400米，属一般山区、高二半山区，年

平均气温约12。C，全年无霜期约230天，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粮食主产包谷、洋芋，

还产少量烤烟。旱、雹，洪为全社主要自然灾害。

全社经济以农为主。有耕地22，498亩，占总面积的11％，其中水田(包括雷响田)

1，834亩。森林覆盖率为lO％。1980年包谷播种12，144亩，产524．1万斤；洋芋播种

6，140亩，产195．7万斤(已五折一为主粮)；稻谷种植l，797亩，产79．2万斤，养子播种

l，287亩，产27万斤。加上其它杂粮，总产量：哭J819．9万斤。燕麦地水库库容量260万立

方米，’配套工程尚未完成。另有一些沟渠，灌溉面积甚微。

县城至公社驻地梭山的公路经过密所、查拉大队，其余大队均不通车。黑寨、挖水，

查拉·带有少量煤矿。社队办有小型水电站2个，装机容量45千瓦。全社有公、民办小学

44所，教师110人，学生2，410人；卫生所1个，病床18张，医务人员18人；合作医疗站8个，

赤脚医生11个；有公社电影队1个。除公社驻地梭山为全社主要集市贸易地外，另有农

村集市2个。清咸丰末年(约1860年)，—支石达开部农民起义军曾驻扎梭山，尚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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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梭山公社 Su6shan GSngshe

梭 山 SuSshan

梭山大队 SuSshan Dodui

湾 塘 W石nt6n9

韦家渡 W6ijiado

火石地

新 田

白岩脚

大 田

高笕槽

Hu6shldI

Xinti6n 位于大队北部。雍正十_=年(1734年)，此地一罗姓住

户开了一块较大的水田，遂名。；有498人。

B6iy6njiao 位于大队东北部一白色石岩下面，故名。‘有62人。

Dati6n

G石oj ianc60

新营盘Xinylngp6n

朱家伙房 ZhQjiahuOf6ng

老伙房 L的hu6伯n9

大 坝 Do∞

中 坝 zh6n由6

位予大队西部。雍正十二年(1734年)，吴姓人家在村

前开了一块较大水田，故名。有199人。

位于大队中部—深沟旁，1908年，人们用竹管制笕槽

架于深沟之上，接引村东之水，故名。有321人，汉．

彝相居。

位于大队中部。原为仲族扎营之地，称营盘，道光二

十九年(1849年)村予被洪水冲毁，后重建村子，故名。

：自j'344人。

位于大队南部。光绪年间0．890年前后)，此地朱三秀

才家有一间漂亮的伙(1Jf)房，故名。有96人。

位于大队中部。光绪年间(1890年前后)，此地有一张

姓人家十分厉害，当地称‘恼火”，后谐音老伙，称其

住房为老伙房。有258人。

位于大队南部。相邻有三个平坝，此坝面积较大，故

名。有t70人。
，

位于大队南部。此地有相邻的三个平坝，此坝处大坝

与河坝之问，故名。有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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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河 ．坝

岩．’ 洞

偏 坡

汉语拼音

H6b6

Yancl6ng

PianpO

甘田大队 Gdntion D0clul

下 寨Xi6zhoi

腰 岩 ．Yaoyan

大堤池 Ddtic【

小坪子

新火地

杏子树

王家梁子一 一

青桐坪

，，，4

’／

中 寨．

、

上 寨

妥乐大队

Xi60plngzi

Xinhu6dI

XlngzishO

W6n9j iaI iangzi
，．，，

Qinggangplng

Zh6ngzhdi

Shangzha i
—

TuOle Dadu

鱼 塘 YI=It6ng

12

简 注

位于大队西南部。此地有三个相邻的平坝，此坝位予

牛栏江畔，故称河坝。有135人。

位于大队东南部。此地有一高25米、竟10米．探50米

的天然岩河，故名。有109．K,。

位于大从南部。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吴姓首居此

地一山垮，称吴家垮子I后人户增多，’逐渐移居斜坡

上，1965年改名偏坡。有415人。

位于公社西北部。雍正十二年(1734年)，此地水田因

缺水干荒，称干田I 1931年惨渠引牛栏江水灌之．改

称甘田。有2373人。特产甘桔．花椒。
‘

位于大队南部。沿牛栏江畔有相邻三寨，此寨居下，故

名。甘田大队驻地，有284人。

位于大队东北部。该地上，下为陡岩，中问是一长约

印O米，宽约50米的缓坡地带，村子坐落其问，故名。

有119人。 ．

位予大队西部。清朝末年(1908年前后)，一唐姓人家

在此建水池，筑有—较长堤坝，故名。有316人。特产

花椒。

位于大队西部一较小的山问坪子上，故名。有86人。

特产花椒。
’

位予大队中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陈姓农户放

火烧山，开拓此地．故名。有328人。

位于大队中部。以村前一棵较大的杏树得名。有137人。

位于大队东部山粱上，住户多为王姓，故名。有424A。

位于大队西南部。清末(1908年前后)以村西一小坪子

内的青桐树林得名。海拔628米，全县最低处。有116

人。特产花椒，柑桔。

位于大队南部。i螽牛栏江畔有三个村寨，此寨居中，故

名。有274人。特产花椒、柑桔。

位于大队南部。沿牛栏江畔有三个相邻村寨，此寨居

上，故名。有288人。特产柑桔。

位于公社北部。雍正十二年(1734年)，潘、吴二姓人

家到此定居，因自然条件好，出产丰富，生活安妥，快

乐，故名。有3272人。

位于大队西部。光缮四年(18弛年)，该村何姓农户将

一块水田改建成鱼塘，遂名。妥乐大队驻地，有278

人。特产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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