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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睁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县长 胡国华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的地名专

著和地名工具书。它是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者和编纂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本

志的编纂出版，将给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

地名是人们赋予的、约定俗成的、一定地理实体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专有名称。地名是人

类交往和劳动生产的产物。它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地应用着。因此，做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科学化处理，提高地名的管理水平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国际交往、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民族团结和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

根据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的部署，我县于1980年10月起在全县开展了历时两年的地名

普查工作。1990年10月至1993年6月已全面完成了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通过地名普

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按《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实施细则》和《云南省地名补查和资料更

新工作暂行细则》，对各类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从而清除了过去带有侮辱人民、妨

碍民族团结、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字多译、译音不准、用字生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经

过反复调查、验证和核实，编纂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

本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坚持略古详今的原则，以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力求达到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资料

可靠、文字简明、图文并茂，以叙述地名为主，着重概述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方位、距

离和与地名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交通等情况。充分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的出版发行不仅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地名管理，提高地名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服务，而且对认识县情，研究地方史、村史、民族史以及地理、民俗

等学科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希望各部门，乡(镇)领导和干部将该志列诸案头作为生活的必

备工具书，使志书更好地为我县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九九四年六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

凡 例

一、本志载录地名3193条，其中政区地名213条，自然村2475条，片村36条，街、路、

巷12条，企事业单位50条，人工建筑物146条，名胜古迹、纪念地12条，自然地理实体250

条。全书58万字，照片51幅。

二、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和居民点(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和纪

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的顺序排列。

‘三、本志条目的方位、距离，乡(镇)条目以县城确定，办事处、自然村条目以乡

(镇)政府驻地确定。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纪念地以县城确定，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

体，知名度较大的以县城确定，其它以乡(镇)政府驻地确定。本志条目中的距离，凡是通

公路的均以公路里程计，其它均以直线距离(图上距离)计。

四、本志所用数据系1990年末统计数，县、乡(镇)条目中的户数、人口、耕地等数据

系县统计局核定数，其它条目中所用数据均为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所核定的数据。‘

五、本志汉字以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为准，汉语拼音以《中国地

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拼写，彝语地名为汉字译写。

六、本志年代记载，清朝以前的采用朝代、帝王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此后，统一采用公

元纪年。

七、本志编制标准地名图一幅，此图是按现行管理范围绘制的，不作法定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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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Lfiqu&n Yizfi Midozfi Zizhixibn]属云南省昆明市。地处昆明市北

部，东北接东川市；东与曲靖地区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相连}南和富民县接壤，西、西南

同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毗邻；北界金沙江与四川省会理、会东两县相望。位于东经102。147—

102。56’，北纬25。257—26。22’之间。东西最大横距约6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约105公里。总

面积4228．5平方公里，折合6506891亩，其中：山区4161．5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98．4％，

坝区66．9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6％，耕地面积391580亩，占总面积的6％，森林面积

550274．2亩，占总面积的8．5％，森林覆盖率21．4 0A。辖3镇15乡，194个办事处，2146个

村民委员会，2474个自然村；92660户，422075人，其中：农业人口408440人，非农业人口

13635人，有彝、苗、傈僳、傣、壮、回、白、哈尼等少数民族125970人，占总人口的29．8％；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彝族93061人，占总人口的22％}苗族人口12002人，占总人口的2．8oA。

县人民政府驻屏山镇，县城位于县境南部，距昆明市区90公里。

禄劝，元以前称“洪农碌券”，系彝语，意为有很多石头的山梁。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

年)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改“碌券”为禄劝，沿用至今。禄劝地域，夏、商属梁州地。周
’

合梁于雍，为百濮地。战国时期属滇国地。汉属越西郡。西晋、南北朝属晋宁郡。隋属昆州。

唐初为求州地，南诏政权时期为爨部地。宋大理政权时期禄劝境分罗婺部，洪农碌券部，掌

鸠法块部。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立罗婺万户府，隶威楚路。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

年)置禄劝州辖石旧(今旧县村一带)、易笼(今云龙乡一带)二县。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

年j藏易龙彗八俅列州，止倦一平薇臼旧县八俅明州。力坊四十血牛(公兀1617华)殿雨甸

县。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10月16日降禄劝州为县，隶武定直隶州。1915年禄劝

县隶云南省公署。 ‘

1949年12月13日禄劝解放，17日成立禄劝县军政委员会，属武定专区。1950年1月12

日撤销军政委员会设临时人民政府。同年5月15日正式成立禄劝县人民政府，所辖屏山、卓

千、永山(撤营盘)、镇康(皎西)、狗街(九龙)5个区改屏山、茂山、团街、撤营盘、则黑、

皎西、大松树、九龙、转龙9个区，下辖126个乡。1953年4月武定专区撤销并楚雄专区，1956

年，会泽县所辖施宽、方建、舒姑等6个社划归禄劝，1958年4月后，隶属楚雄彝族自治州。

1958年8月全县人民公社化，改9个区为屏山(东风)、团街、撤营盘(先锋)、贵成、皎西

(胜利)、大松树(金江)、九龙(和平)、乌蒙(含转龙)8个人民公社，下辖153个管理区。

同年10月从屏山分出部分管理区，增设翠华(火箭)公社；从团街分出部分管理区，增设中

屏(红旗)公社；从皎西、大松树、撤营盘3个公社各分出部分管理区，增设马鹿塘公社。1959

年10月从乌蒙公社分设为乌蒙、转龙两个公社。1971年4月从团街公社划出部分大队增设云

龙公社；从屏山划出部分大队增设茂山、崇德公社；从皎西公社划出部分大队增设汤郎公社I

从大松树划出部分大队增设马鹿塘公社；从乌蒙公社划出部分大队成立雪山公社，1973年成

立屏山镇(县辖)。1980年12月从撤营盘公社划出部分大队增设双化公社。至此，全县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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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公社、1个镇，下辖209个生产大队。1981年人民公社改称管理委员会。1983年9月9

日改隶昆明市，1984年4月设区建乡，全县为18个区、1个镇，下辖189个乡、3个乡级办

事处，2个乡级镇。1985年6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禄劝县，设立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1988年4月区乡体制改革(改区为乡，改乡为办事处)，撤销秀屏区，合并屏山镇。改撒营盘

区和转龙区为镇。全县为15个乡、3个镇，下辖194个办事处。

禄劝地形复杂，地表起伏较大，境内绵亘耸立的群山与深邃的江河溪涧相间，地表被纵

横交错的溪河切割，南部较完整，中部和北部较破碎，最为明显的是由南向北的普渡河和自

北向南的掌鸠河把县境切割为普渡河以东，普渡河与掌鸠河之间及掌鸠河以西三大块。县境

地势为东北高，西南低，自东北向西南呈阶梯状缓降，地势高低悬殊较大。雄峙东北的乌蒙

山主峰马鬃岭，海拔4247米，为境内最高点。普渡河与金沙江汇合处的小河口为全县最低点，

海拔746米，相对高差为3501米。在崇山峻岭之间，从东北向西南，依次出现一些相对平缓

的山间台地和河谷冲积带，俗称“坝子”。较大的有转龙、九龙、则黑、撤营盘、芝兰、皎西、

团街、云龙、中屏、翠华、屏山、崇德等坝子。这些坝子，是境内粮食和经济作物主产区。

境内河流均属长江水系。径流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21条，其中主要有普

渡河、掌鸠河、洗马河、九龙河、中屏河等。金沙江由西北入境，流经县境北部的汤郎、皎

西、大松树、马鹿塘、则黑、雪山6个乡，为禄劝与四川省会理、会东两县的天然界河。发

源于县境北部马鹿塘乡境内的掌鸠河由北向南汇集县境西、西北部的大小河流，流经双化

．(称芝兰河)、撤营盘(称石板河)、团街(称鹧鸪河)、茂山(以下称掌鸠河)、屏山、崇德7

个乡(镇)，在县境南端汇入普渡河。普渡河源于滇池，上游称螳螂川，在县境南端的崇德乡

马鞍鞒办事处麻栎树村入境始称普渡河。由南向北汇集东、东北部的诸河流经崇德、翠华、九

龙、中屏、乌蒙、雪山、则黑7个乡，于火头田注入金沙江． -”

禄劝地质属滇古陆地质，县境处于强烈的南北向切割的横断山脉中段及滇池断陷带上。地

质构成复杂，新生地质构造运动表现十分明显，加之金沙江、普渡河两大河流的切割，境内

形成很多断裂带。县境东部和东北部的翠华、九龙、转龙、乌蒙、雪山、中屏、则黑、马鹿

塘等地区，位于著名的小江断裂带，地壳运动剧烈，滑坡和地震频繁，1965年11月23日马

鹿塘乡普福大面积滑坡和1985年4月18日13时52分的转龙6．1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

．造成严重的损失。

禄劝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由于地势高差悬殊大，“立体气侯一的特点十分突出，俗有

“山高一丈，大不一样”．“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总的气候特点是：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干湿分明。气温分寒、温、热带分部。县城地区，年平均气

温为15．6"C I金沙江、普渡河河谷地区，气候炎热，终年无霜雪，乌蒙、雪山、马鹿塘等地

区，年平均气温为12℃左右，气候寒冷。全县极端高温33．7"C，极端低温一6．5"C，7月平均

气温21．1℃，1月平均气温7．8℃，年平均降雨量747．7毫米，平均日照时数2317．6小时，无

霜期300天。主要灾害性天气有：三、四月的。倒春寒”、晚霜冻、春夏早，八月低温。其次

有局部性冰雹、大风、洪涝等。 ．一

禄劝土壤及植被种类繁多，有紫色土、红壤、棕壤、暗棕壤、黄棕壤、燥红壤、高山草

甸土(黑色或黑灰色)，暗针叶土(黑色)等。在这些土壤中分布最广，面积最大的是紫色土

和红壤两种。禄劝土壤呈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即海拔4001米以上为高山草甸土，因气候寒

-■飞，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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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湿度大，植被以甸状矮草为主，其它有苔藓，甸状杜鹃灌丛等。成土母质以残积物

为主，其次是坡积物，表土有3—8厘米的毡状草皮层，其根系密集交错，腐质物层较厚，呈

灰黑色或黑灰色，PH值为5；海拔4000--3801米为暗针叶林土，植被为冷杉，黄花杜鹃灌木

丛及刺灌共生林，土壤中腐质物较厚，但砾石较多，土色为黑色，PH值为5；海拔3800--3201

米为暗棕色壤，植被为规律分布，成片生长的杜鹃花矮林、剑竹等，表土层厚约34厘米．PH

值为5，海拔3200m2701米为棕壤，植被为大杜鹃、小毛叶刺栎、草被等，土层较厚，PH值

为5；海拔2700--2301米为黄棕壤，植被为栎树及其它阔叶林，PH值为5．5I海拔2300米

以下的广大地区，主要分布着两种土壤类型，紫色土壤主要分布在皎西、封过、双化、撤营

盘、团街、茂山等乡；红色土壤主要分布在雪山、乌蒙、转龙、九龙、翠华、崇德等乡。植

被皆为云南松、云杉等针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PH值为6。其次，海拔i000米以下的金

沙江、普渡河燥热河谷地带还分布着燥红壤。在紫色土和红壤分布地带中还有石灰土的零星

分布。 ’

禄劝的崇山峻岭中，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由于山林的过量砍伐和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

杀，很多珍贵动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境内除数量不多的豹子和狼外，哺乳类动物还有獐

子、麂子、岩羊、猴子、狐狸、獾、豪猪、兔、穿山甲、水獭、黄鼠狼、鼯鼠(飞虎)、松鼠、

蝙蝠等。飞禽类动物有鹦鹉、雉鸡、雪鸡、鹰、鹞、鹭鸶、鹧鸪、斑鸠、啄木鸟、画眉、猫

头鹰、百灵、乌鸦、麻雀、燕子等。其它还有软体动物、两栖动物、腔肠动物、节肢动物、昆

虫等。

禄劝地域广阔，矿藏资源较为丰富，矿藏资源有铜、铁、锌、铅、钛、硫铁矿、磷、芒

硝、石棉、石灰石等。其中储藏量较大的矿藏是铁矿，仅笔架山矿面储藏量就达1419．6万吨，

平均品位为42．79％；铅矿全县已发现14个矿点，其中转龙中槽子点，日产粗矿3吨，可开

采10年左右I硫铁矿分布在县城北部的大松树乡新村一带，平均品位15．6％，储藏量大，土

层浅，可露天亓采，还有磷矿、芒硝矿。、认矿储藏较丰畜，品位较高。 一

禄劝水资源极其丰富，大部分河流属常年丰水河流，流量大，流速急，落差多可利用，有

广阔的水力开发前景。全县年地表水径流总量为16．16亿立方米，年地下水径流量为6．32亿

立方米，地下水流量占地表水径流总量的39．1％。水能理论蕴藏量为89．8万千瓦，可供利用

的有22万千瓦，占蕴藏量的24．5％，1990年底止，已开发利用8645千瓦，占可开发利用的

3．9％。

禄劝农业，由于“立体气候”的影响，“立体农业”的特点十分突出。海拔2301米以上

的马鹿塘、乌蒙、雪山等乡所属的38个办事处属高寒山区，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期长，粮

食产量不高，以种植洋芋、养子、燕麦、白芸豆为主。海拔1901m2300米内的半山区，主要

是九龙、转龙、中屏、撒营盘、双化、皎西、汤郎等乡所属的1 02个办事处属温凉地区，土

地较肥沃，雨量充沛，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为主，兼植少量水稻、洋芋、杂豆等。经济作

物有烤烟、白芸豆等。海拔1501—1900之间的崇德、屏山、茂山、团街、云龙等坝区及河谷

地区的61个办事处属温暖地区，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蚕豆为主，兼有玉米、杂豆、薯类

等。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籽为主。海拔1500米以下的金沙江、普渡河河谷流域的细柞、汤

郎、皎平、新村等7个办事处属燥热河谷地区；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一季两熟。这里是甘

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的主产区。全县391580亩耕地面积中，有水田97124亩，旱地29445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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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粮食产量为102943吨，农民人均有粮252公斤。

境内2000米以上的山区、高寒山区，有广阔的森林、荒山、草地，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条件。畜类有猪、牛、山羊、绵羊、骡马等。1990年大牲畜存栏126629头，生猪存栏

320765头，山绵羊存栏324985头。

禄劝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因此植被群落多样，森林有灌木林、混交林、松林、杉木林等，

覆盖率为8．5％。稀有名贵树种有香樟、楸木、红椿。经济林木有核桃、板栗、黄果、柑桔、

苹果、油桐、桑、茶等。

境内土特产品资源丰富，品类较多，大宗土特产品有禄劝壮鸡、白芸豆、山羊板皮、五

彩羊毛毡、柑桔、板栗、烤烟、土烟、花椒、野生食用菌、野生药材、松香(松脂)等。

建国前，仅有少数手工业作坊，没有工业企业。建国后至1990年，兴建了农具厂、印刷

厂、水泥厂、五金厂、磷酸盐厂、电站等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有丝棉被厂、砖瓦厂、软

木厂、建筑公司等。1990年工业总产值26801万元。

建国前，禄劝商品经济落后，集市贸易十分萧条，各族人民主要通过乡村中的。街子”进

行简单的贸易活动。建国初，全县有贸易公司下设的4个贸易小组和11个基层供销社，商业

职工不到百人，县城有门市部一个，商品贸易仍以私人经营为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商业

面貌逐步改观，到1990年，有全民所有制商业网点202个，从业人员1030余人，供销网点

409个，从业人员830余人，其它集体所有制网点8个，从业人员2 5人，此外，还有个体经

营者1699户，纯购进总值为5670余万元，销售总额为6350余万元。
‘

禄劝各族人民在水利、电力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1950年到1990年这40年间，

全县已建成蓄水千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2座，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小(一)型水库2座，十万

立方米以上的小(二)型水库25座，共建水库29座，总畜水量4177．7万立方米，修建了过

流量在0．3立方米／秒以上的引水沟渠10余条，有效灌溉面积达32378亩。电力建设发展较

快，掌鸠河水能资源开发计划顺利进行，并已完成了双化水库坝后电站、十一电站、团街电

站、五一电站、新房子电站的建设。除此之外，还建了75千瓦以上的石头窝、汤郎等7座电

站，年发电总量为8645千瓦。1975年、1985年、1990年分别兴建了青山凹、撒营盘、半角

变电站，变电总容量为9250干伏安。解决了屏山、崇德、茂山、翠华、团街、中屏、云龙、

撤营盘、双化、皎西、汤郎、大松树、马鹿塘、则黑、14个乡(镇)的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

用电。

1949年以前，全县仅有简陋的普通初级中学一所，教职工13人，在校学生100人，有小

学88所；教职工100人，学生6500名。1990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697所，其中：完全

中学3所、初级中学1 9所、教职工866人，在校学生高中1321人，初中10220人，职中7

所，其中：职高1所、职初6所，教职工64人，在校学生职高248人，职初522人；小学666

所，教职工2603人，在校学生55326人，幼儿园2所，教职工71人，在校幼儿1791人。高

中升学率20．27％，初中升学率24．61％，小学升学率50．5％，适龄儿童入学率95．1％，普

及率97．1％。 ，

科技队伍日益壮大，1990年末，全县有大专毕业生650人，中专毕业生2152人。各类科

技人员318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75％。取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科技工作者2747人，其

中：副高职19人，中职313人，初职2115人。1956年至1990年获国家、省、市各类科技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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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奖24项。1985年12月科技培训中心成立，先后举办了各种科技培训班680期70020人次。

逐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81年至1990年间，先后编辑出版了

《禄劝文史资料》(一、二缉)、《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供销合作

社志》等书，完成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展规划系统工程》等项目的研究。

文艺创作承先启后，清末民初，彝族诗人鲁大宗及其创作对后人有积极的影响，《听涛轩

诗抄》、《听涛轩杂录》等著作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工

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上边说》、《罗牧阿智新传》、彝剧《山歌情》、《孩子爹娘》，摄影和剪

纸作品《皎平渡》、《彝山放牧》、《彝山风情录》等作品先后在市、省、国家级的文艺创作评

比中获奖。

图书、电影、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发展。1990年止，仅县图书馆l座，藏书31977册，年

借阅45480人次，有县级新华书店1个，分店2个，书刊销售点15个，年销售图书12513252

册；全县除各乡镇电影放映队外，还有329个农村放映点，年放映13590余场f有线广播覆

盖7．3万人，覆盖率17．29％，有电视差转台19个，总发射功率779瓦(实际用553瓦)，有

地面卫星接收站17个、单收站9个，电视覆盖人口32．65万，电视覆盖率达77．35％。

⋯医药卫生事业长足发展。建国前仅卫生所1所，另有个别私营小药铺和行医者。自建国
后至1990年已建立了县防疫站、皮防站、妇幼保建站、药检所、中心制剂室、县属第一、第

二、第三人民医院、中医院、15所乡级卫生院。全县共有医药卫生机构2 5个、病床509张，

医务人员379人。各办事处设有卫生室，有乡村医生199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变了

过去缺医少药的现象，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体育事业方面，各种民间体育活动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每年在重大节日期间都开展一

些民间体育和蓝球、田径等项目的比赛活动。近年来体育活动设施已有所增加。

建国前，禄劝邮电事业十分落后，仅县城设有两个职员的邮政局，有电话机一部和县城

芏武疋，，)阡公里电诸线跆。剑1990年厩发展剑邮电所16个(含3个支局)有职工171人，有

电话交换机19部，总容量1060门，各式电话机759部；长途电话电路14条，电报电路3条，

全县通话线路897杆线公里。县境内办事处通电话率达100％。年报纸期发行数12713份，累

计1838029份，各种刊物杂志期发行数15061份，累计206360份，进、转、出口函件累计

795303件，包裹5989件，汇票326563张，业务总收入达91．7万元，通邮率95％。

县境有昆永公路通过，东北部有禄转公路通寻甸、东川I西北部有禄撤公路通撒营盘等

地，皎平公路达四川省会理县城。全县除雪山乡外，其余17个乡(镇)通公路。境内共有省

管公路4条，计188公里；县乡公路8条，计311公里；乡村公路55条，计504公里；专用

公路7条，计40公里。1990年全县有卡车302辆，大小客车167辆，大中型拖拉机21辆，手

扶拖拉机566辆。

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民国《禄劝县志》有“禄劝八景”的记载，现除县城南5公

里处的角家营大龙潭和县境东北部的乌蒙轿子雪山具有天然之胜外，其余大多名存实亡。县

城东北约lo公里处掌鸠河畔的錾字岩彝汉文摩崖，记述了罗婺部首领凤氏家族的起源和盛衰

史，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还有摩崖造像“石大人”、风家城遗址、营盘山

新石器遗址等。1935年、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禄劝，曾留下九龙大木克村红军壁画、

宣传标语、“红军洞”、翠华界牌村“毛主席路居纪念馆”、普渡河铁索桥、双化石板河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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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皎平渡等革命遗址。这些革命遗址已分别列为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县城151

公里的滇中最高峰一乌蒙轿子雪山已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旅游观光者逐年

成倍递增。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县城一角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屏山镇) 7

屏 山 镇

屏山镇[Pingshan Zhen]在县境南部，系

自治县人民政府驻地。为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东与翠华乡接界，南与崇德乡毗邻，

西与武定县接壤，北和茂山乡相连。总面积

165．33平方公里。辖北街、南街、咪油、旧

县、砚瓦冲、绿槐、茂龙、六江、鲁溪、发

明，克梯11个办事处，103个村民委员会，

111个自然村，7755户，33702人。有彝、苗、

傈僳、回、傣、白、壮、哈尼等少数民族5754

人，占总人口的17．07％。耕地19063亩，其

中田12180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麦

子、蚕豆为主，经济作物有烤烟、油菜籽，经

济林木有板栗、桃、梨等。

屏山，因镇政府驻秀屏山麓(又名玉屏

山)而得名。明末清初属县城境，1943年设

镇，1950年3月至1965年6月设屏山区，

1965年7月从屏山区划出南街、北街、咪油

3个大队议屏山镇，属县政府直辖。1969年

屏山区改称屏山公社，1984年复区，1988年

秀屏区并屏山镇。

境内地势东、西、北高，南部低。东部

有子母山、大尖山、磨盘山起伏，西部有秀

屏山、石大人山纵贯南北，北部有杨梅山、万

泥科山屹立，海拔均在2100米以上。最高点

万泥科山，海拔2589米，最低点旧县大桥，

海拔1667米。南街、北街、咪油、旧县、六

江、鲁溪、发明7个办事处，地处掌鸠河沿

岸，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是境内粮食

和经济作物主产区之一。绿槐、茂龙、砚瓦

冲、克梯4个办事处属半山区，为本镇烤烟

基地。全镇年平均气温15．6"C。年平均降雨

量966．4毫米。

交通四通八达，各办事处通公路。南有

禄富公路直达昆明，北有禄撒公路通团街、撒

营盘等地，皎平公路达四川省会理县城。西

有禄武公路通武定、元谋、楚雄、永仁等地，

东有禄转公路通寻甸、东川。日有定时客车

十几班次经境内川流而过。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初有小学

6所，现有初级中学2所，幼儿园1所，小学

2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6％。有镇卫生所

1所，各办事处设有卫生室。

镇政府驻地是山城集镇，街道集中，方

圆一平方公里，8条街，1条路，3条巷相互

交错成“田”字分布，居民、机关单位沿街、

路、巷为复合式聚落。1949年前，街道狭窄

坎坷，房屋低矮破旧。1950年后，逐步将原

有的街、路、巷进行翻修拓宽铺为水泥、沥

青路面。1988年新建了金融街、海田街。街

道两侧新建筑物拔地而起。商业点陆续增多，

公用设施亦相继建成，城镇面貌日渐改观。

1949年前，屏山镇工业是空白，商业基础薄

弱。近年来，乡镇企业以建筑、建材、食品

加工和商业服务为主，到1990年从业人员达

1945人，年总产值1379万元。

在镇北约10公里的掌鸠河畔，有一彝汉

文摩岩，系明代石刻，它记述了罗婺部首领

凤氏家族的盛衰史；镇西三台山古道旁的巨

石上，刻有两尊高浮雕彩绘天王像称“石大

人”，初步判断为唐南昭时期所刻，两处属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街、路、巷

南街KNan Jie】在城区南部，故名。东

起五星路，西至县委党校，中与新街、正街、

后街相交，长8 87米，宽5—8米。东段为沥

—m*4。“““4*1a“；“a“49“9+————ll_“914*“j

z“z-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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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路面，西段为水泥路面。驻有粮食局、县

委、县政府、县幼儿园、屏山小学、屏山镇

一中、公安局、检察院、荣军休养所、县委

党校等行政事业单位。

东街[D6ng Jie】因街由正街迎东走向，

故名。东起五星路，西至商业局，中与新街

相交。长250米，宽7．5米，沥青路面。两

侧驻有屏山财政所、屏山供销社第一门市部、

百货公司摄影部和个体饮食服务店。

北街【＆i Jie]在城区北部，故名。东起

五星路，西至正街，中与新街相交。长345米，

宽7．5—20米，沥青路面。驻有邮电大楼、食

品工业公司、工商银行综合楼、新华书店、El

杂公司、屏山供销社综合楼、得月楼饭店、揽

月楼饭店旅社、县医院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

饮食服务店。

新街【Xin Jie】街道于1957年拆旧城墙

后新建，故名。南起南街，北至北街，中与

东街相交。长337米，宽5—7米，沥青路面。

驻有物资公司、妇幼保建所、屏山镇税务分

局、工商银行、五交化公司、禄劝一中、新

街旅社、春燕饭店等企事业单位和个体饮食

服务店。

正街[Zheng Jie】街道位于县城正中，故

名。南起南街，北至北街，中与东街相交。长

215米，宽4—5米，沥青路面。驻有缝纫社、

回族饭店、财政局、商业局、印刷厂等企事

业单位和饮食服务店。

后街[Hbu Jie】街道位于旧县府(今商

业局)驻地后面，故名。南起南街，北至孙

家巷。长217米，宽4米，水泥路面。驻有

县法院、司法局、武装部等单位。

金融街[Jinr6ng Jie]1988年建成。南起

禄转公路，北至海田街。长120米，宽8米，

沥青路面。因驻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故

名。

海田街[Haititin Jie]1988年建成。此地

建街道前为农田，原名老海田，故取名海田

街。西起五星路，东至田坝，中与金融街相

交。长140米，宽13米，沥青路面。驻有百

货公司、兴兴旅社饭店、理发店等企事业单

位和个体饮食店。

五星路[Wfaxing Ln】因此路南端曾设有

“五星马店”故名。南起外贸公司，北至县汽

车运输公司，中与南街、东街、北街、海田

街相交。长1850米，宽13—15米，沥青路

面。两侧驻有外贸公司、计生委、兴合春餐

厅、旅游饭店、客运站、秀屏饭店、水电公

司、烟草公司、农机公司、电影院、贸易大

楼、土产公司、百货大楼、政府招待所、水

电局、食品公司、交通局、经委、林业局、五

金厂、卫生局、汽车运输公司等行政企事业

单位和饮食服务店。

赵家巷[Zh&ojia Xiang]该巷赵姓居多，

故名。南起南街、北至东街。长112米，宽

2—2．5米，水泥路面。驻有30户农户，119

人。 。

孙家巷[Sanjia Xihng]又名丁家巷。以

首居户姓氏得名。东起正街，西至后街。长

193米，宽3米，水泥路面。驻有县供销社职

工学校，农户13户，39人。

张家巷[Zhangiia Xiang]以首居户姓氏

得名。东起五星路，西至新街。长100米，宽

1—1．5米，水泥路面。驻有屏山镇派出所，农

户32户，137人。

南街办事处

南街办事处[Nanjie lMnshicha]在城区

南部。辖大松树、南街一、南街二、东街一、

东街二、东街三6个村民委员会，474户，有

汉族1901人，彝族22人，回族3人，傣族

2人，傈僳族1人。境内最高海拔2072米，最

低海拔1661米。属温暖平坝、粮、经、林、

牧区。耕地856亩，其中田802亩，主产水

稻、蚕豆、小麦，经济作物有油菜籽、蔬菜。

办事处以原驻南街得名。1971年成立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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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改设办事处。

大松树[Das6ngshnl建村在一片茂盛的

松树林里，故名。在镇政府驻地西，公路里

程1．5公里。块状聚落，41户，185人(汉

族)。地处缓坡，耕地83亩，其中田69亩。

北街办事处

北街办事处【B6ijie Banshichd]在城区

北部，辖英子龙、北街、团结、跃进、向阳

5个村民委员会，378户，有汉族1619人，彝

族9人，傣族3人。境内最高海拔2106米，

最低海拔1667米。属温暖平坝粮、经、林、

牧区。耕地765亩，其中田638亩，主产水

稻、蚕豆、小麦，经济作物有油菜籽、蔬菜。

办事处以驻北街得名。1971年成立大队，

1984年改设办事处。

英子龙[Yingzil6ng]彝语，由“念滋

噜”演变而来。念：土，滋：潮湿，噜：龙潭，

建村在龙潭旁且土质潮湿，故名。在镇政府

驻地北1公里处。块状聚落，97户，420人

(汉族)。地处山脚，耕地190亩，其中田177

亩。

咪油办事处

咪油办事处[Miy6u Banshichd]在镇境

西南部，面积11．87平方公里。辖咪油、永

平、马家庄3个自然村，4个村民委员会，418

户，有汉族1818人，彝族16人，傈僳族2人，

傣族2人。自然村居住地最高海拔马家庄

1765米，最低海拔永平1650米。属温暖平坝

粮、经、林、牧区。耕地1162亩，其中田961

亩，主产水稻、小麦、蚕豆，经济作物有油

菜籽，经济林木有核桃、梨、板栗。有小学

3所。禄富公路过境。办事处以驻咪油村得

名，海拔1666米。1970年从旧县大队划出，

成立永平大队，1973年迁至眯油村，改名称

咪油大队，1988年改设办事处。

咪油[Miy6u]彝语，咪：田或地，油：

抽签，即用抽签的方法来划分田地之意。在

镇政府驻地南1公里处。线状聚落，113户，

有汉族498人，傣族2人，傈僳族1人，地

处山脚，耕地317亩，其中田233亩。禄富

公路从村东侧通过。

永平[Y5ngping]原名苟家营。1950年

改为永平，即永远太平之意。在屏山镇政府

驻地南1．5公里处。块状聚落，131户，605

人，其中：汉族592人，彝族12人，傈僳族

1人。地处山脚，耕地403亩，其中田381亩。

禄富公路由村东侧通过。

马家庄[M五jiazhuang]该村居住地清朝

时属武定州知府马家的粮田庄子，故名。在

镇政府驻地西南2公里处。块状聚落，174

户，有汉族728人，彝族4人。地处缓坡，耕

地442亩，其中田347亩。

克梯办事处

克梯办事处[K6ti Banshichfl]在镇境西

北部，面积41．69平方公里。辖岔河、旧铁

厂、多椰树、大木场、大地、张家村、山河

头、坡岔箐、核桃箐、稗子田、田坝心、眯

达拉、火山、大克梯、’凹子、大龙潭、小免

梯、竹园村、背板地19个自然村、16个村民

委员会，613户，有汉族1456人，彝族399

人，苗族553人，傈僳族366人。办事处驻

岔河，海拔1836米，自然村居住地最高海拔

核桃箐2256米，最低海拔竹园1793米。属

温暖平坝粮、经、林、牧区。耕地2369亩，

其中田1215亩，主产玉米、小麦、蚕豆，经

济作物有烤烟、油菜籽。有小学3所，医务

室1个，购销店1个。办事处以原驻大克梯

得名。1950年成立克梯乡，1958年改设管理

区，1961年撤消并入鲁溪大队，1963年分开，

1984年改设乡，1988年改设办事处。

岔河[Chahel建村在两河汇合处，故名。

在镇政府驻地西北7．5公里处。块状聚落，20

户，106人(汉族)。地处河边，耕地93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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