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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县人民政府文件

关于颁发《蒙自县地名志》的通知

蒙政发(1987)122号

《蒙自县地名志》、《地名图》是根据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982)50号文件精神，以国务

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为原则，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

求，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现予以颁发施行。《蒙自县地名志》将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交、交通、邮电、科研、文教，

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

的地名资料。

今后，凡使用地名的单位以及商标设计，新闻报道等均应以本志的标准名称保持一致。

需要命名、调整、复名、书写都必须严格履行地名审批手续。

蒙自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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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人们交往中对一定位置的指称。由于历

史的原因，地名源出不一。许多民族语名称，字别音讹，语义含混，一地多名，或一名数

地。建国后新建的街、路、巷、居民区在1982年地名普查期间，地名更是混乱。为提高管

理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在省、州地名委员会的指导

下，我县于t982年4月至10月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先后参加普查人数三十余人，获得

地名资料约百万字，弄清了全县地名底子。并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为编纂本志提供了

基础材料。

这部《地名劫是在普查的基础上编纂的。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
四化建设需要为宗旨，作到求实存真，资料准确，内容充实，言简意赅，图文并茂，有较广

泛的实用性。 ．

本志收录各类地名1009条，图片30幅，所附l：150000地名图，是根据l：50000航

测图缩制，未经实地勘测，不作划界依据。

本志的编纂是在县委、县人大常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全书完稿经县人民政府批

准并经省、州地名主管部门审定认可。因此，书中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过。蒙自县现行地

名，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县地名名称时，都必须以此为准。今后原

有地名的更名或新地名的命名，都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编纂本志，由于时间紧，人手少，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

正。

蒙自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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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自 县 概 况

蒙自县在本省本州南部偏东，红河与南盘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上。东连文In县，南靠屏边

苗族自治县，东北角与砚山县接壤，西连个旧市，北接开远市，西南隅与金平苗族瑶族傣族

自治县及元阳县隔红河相望。元、明以来历代均为军事重镇。

全县面积2228平方公里。其中坝区544．2平方公里，山区1683．8平方公里。县境南北

最大纵距61．4公里。南端最远点为水田区的北勒底村，北端最远点为草坝区的波黑村。东西

最大横距61．3公里，东端最远点为老寨区的坝心，西端最远点为冷泉区的撒马坎。全县面积

折合3342000亩，其中耕地392922亩；荒山1662125亩；石山309197亩；林地596785

亩；水域37478亩；园地1 1214亩；难以利用的土地171393亩；其它道路住房等160886

亩。民族有汉、彝、苗、壮、回等5种。总人口248464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55．17％，城市人口41764人，占总人口的16．8％。全县辖1个镇，13个区，74个乡(其

中24个苗族乡、8个壮族乡)，4个区辖镇，3个农村办事处，674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

文澜镇承恩街。

蒙自以目则山得名。目则山，彝语称“母祖白莫”，母为天，祖为高，白莫为大山，即峰

插云表的顶天大山。后“母祖”衍化为“目则”，目则又衍化为蒙自。《元史地理志》载“县境有

山名目则，汉语讹为蒙自”。

蒙自县，两汉属益州郡贲古县地。三国蜀汉属兴古郡贲古县地。晋属兴古郡隶宁州。

宋、齐属梁水郡梁水县地，隶益州。梁朝仍之。陈、隋属昆州地，隶南宁州总管府。唐初为

．剑南道戎州八平城，天宝末年人南诏为南下馆(傥迟顿)，隶通海都督府。宋大理前期属巴

甸地，隶通海都督府，后隶秀山郡。1257年(元宪宗七年)设目则千户，隶阿煲万户府。
1276年(至元十三年)改为蒙自县，县名沿用至今。元隶临安路。明初土酋陆羡内附，授土

知府。1502年(弘治十五年)改土归流，仍为蒙自县，隶临安府。1508年(明正德三年)

置新安御，抚千户百户等官，皆隶临安卫。15l 1年(明正德六年)省安南长官司入蒙自县。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曾于1648年(南明永历三年、清顺治五年)改蒙自为“乐新”

县。1653年(顺治十年)复改为蒙自县，隶I临安府。1665年(清康照四年)析县东南地置

开化府。1686年(二十五年)裁新安御，废千户百户等官，改置千总把j总外委存城，隶临元

镇。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迁双水塘同知驻个旧。1887年(十三年)据《中法续议商务

专条》开为商埠，设蒙自关，改隶临安开广通，移临元镇总兵驻此。1899年(二十五年)杨

自元聚千人反抗法帝和清吏的压迫和奴役。1913年(民国二年)置蒙自道于此，同年划县西

部两个矿区设个旧县。1928年(民国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在县内开展工运、农运，在小东山

建立我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同年七月中共云南省委地下机关在查尼皮村举行第一次省党代

会。1929年(民国十八年)裁蒙自道。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置云南省第三行政督察

区，专员公署迁建水。建国后，1950年设蒙自专区，蒙自行署驻地。1957年蒙自专区与红

气1I



河哈尼族自治区合并，同年11月18日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驻个旧。1958年蒙自

县撤销改为蒙自联社，由个旧市领导。1960年恢复蒙自县，仍隶个旧市。1961年改属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地形：从东北部的老寨、鸣鹫经中部的倒马坎至西南部的羊角箐一线，是红河与南盘江

的分水岭，最高点为老寨大黑山2567．7米．分水岭两侧地势逐渐降低，北侧为断陷盆地，

地势平坦，三条丘陵地带绵亘其间，分割为蒙自坝、草坝、大屯坝三个小盆地。海拔在1260

米至1330米之间。南侧属红河河谷，山高谷深，地势陡峭，其最低点冷泉区清水河，海拔

200米。县城海拔1301米。

山脉：属云岭东南支系葱蒙山脉。从西向东延伸在东经103
o

15 7处断陷下沉，东南至

西北的五里冲、何家寨峡谷和县西北的断陷盆地——蒙自坝、草坝、大屯坝，把境内山体分

为东北、西南两部份。东北部的大黑山、花园箐，杨梅山、古布龙大坡，菲土大箐、颇者大

黑山，大龙树坡、黑山、犁耙山、狼蟒山、八台坡和西南部的老官山、横山、燕子坡、曲嘴

坡、甲马坎大山等高峰连成一线，形成境内山体的最高地带。。南侧成阶梯形，渐次下降至海

拔1000米左右处再陡降为海拔200米左右的深谷。

水系：境内有山区河流八条，坝区河流三条，湖泊两个。八条山区河均为长年河。南溪

河-发源于鸣鹫区西甲冲，由南向西流经猛拉桥头至菲白水库再由北向南流经庄寨水库至戈

姑出境，境内河长70．8公里。杨柳河：发源于鸣鹫区谷堆山脚，南北流向，经杨柳冲、鸣鹫

至石洞潜流，河长12公里。差冲河：为蒙自县与屏边县界河，为南溪河支流，发源于老寨

区差冲龙潭，东南流向，由小河与差冲河交汇出境，境内河长9公里。眯尾河：属盘龙河支

流，发源于老寨区放羊坡，南北流向，至落龙洞潜流。 一．

三条坝区河均为间歇河。犁江河：东西流向，发源于冷泉区龙古塘，经响水河流入长桥

海。响水河以下为季节性河流，河长23公里。沙拉河：东西流向，发源于多法勒区黑龙

塘，旱季干涸，雨季有水流入长桥海，河长ll公里。黑水河：发源于草坝区黑水洞，东西

流向，至雷公哨出境，境内河长17公里。

两个湖泊：长桥海在县城西北6公里，水面10．16平方公里，储水量4000万立方米，

平均水深1．8米，最深处6．3米。大屯海，在县城西9公里，为蒙自、个旧界湖，、水面17．6．

平方公里，储水量4000万立方米。

气候：蒙自县地处云南低纬高原，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雨热同季，干湿季分明(干季从11月至次年4月，湿季从5月至10月)，旱涝交错，以旱

为主，立体气候比较明显。西北部海拔1260米至1330米的坝区，属南亚热带干湿气候。年

均温18．6℃，最冷月均温12．1℃，最热月均温22．8℃，极端高温36℃，极端低温一4．412。

无霜期336天，初霜期12月2日，终霜期1月16日。年降雨量915毫米，年雨日120天左

右。年均日照数2234小时．。年均相对湿度72％。东北部海拔1850米以上的温凉山区，属

南温带气候。年均温14℃，。最冷月均温7。C，最热月均温19℃，无霜期160天，雨量1200

毫米以上，年均日照数1405小时。中部海拔1200米至1900米的暖热山区，属中北亚热带

气候，地跨分水岭两侧，其中海拔1200米至1600米的地区属中亚热带，年均温16℃至

18℃，最冷月均温9℃至ll℃，最热月均温20℃至22℃。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地区，

属北亚热带气候，年均温14℃至16℃，最冷月均温64至8℃，最热月均温18℃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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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分水岭以j匕1100毫米至1200毫米；分水岭以南1300毫米至1700毫米之间。平均日照

数海拔1200米至1600米的地区为1769小时；1600米至1900米的地区为1769小时。南部

海拔200米至1200米的河谷地带，属北亚热带气候，年均温21℃，最冷月均温14．3℃，最

热月均温26℃。雨量1200毫米，终年无霜。

风向：南风。风速：平均3．4米／秒。
。

土壤：全县土壤分9个土类，15个亚类，63个土耕地土种，其中水稻土是主要农业土

壤，分布在山区，坝区大部为已耕农田。冲积土是较好的旱地土壤，有1个亚类9个土种分

布于坝区i赤红壤，有2个亚类6个土种，分布在海拔1330米以下的坝区南部丘陵地带．

石灰岩土有2个亚类5个土种，分布在坝区中北部地带。．J山地红壤有2个亚类6个土种，分

布在分水岭以北地区。黄壤有1个亚类12个土种，分布在分水岭以南海拔1900米以下山

区。棕黄壤有1个亚类2个土种，分布在海拔1900米以上温凉山区。燥红壤有1个亚类2

个土种，分布在半湿润河谷区。紫色壤零星分布在有紫色砂质岩的山区。

自然资源：有煤、锰、铅、锌、锡、银、锑。石灰岩、泥灰岩占全县总面积的60％。

地热资源：老寨区尾鲁底村附近有温泉，出水O．01立方米／秒。

水资源：全县年降水量约25亿立方米。年迳流量约8亿立方米。无入境水，有出境水

4．28亿立方米，水能蕴藏约10510千瓦。 ．

．植物资源：冷泉区清水河一带原生植被为热带北缘季雨林。南部海拔500米至1200米

左右的弯田一带原生植被为南亚热带温性常绿阔叶林次生思茅松。海拔1200米至1900米的

芷村、鸣鹫、期路白等区原生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以栎樟木主。海拔1900米以上东部

山区，原生植被为苔藓阔叶林。 ．

经济：1984年社会总产值18281．6万元，国民收入7945．94万元，工农业产值10709．2

万元。工业占49．6％，农业占50．4％。主要工业有冶金、机械、化工。农业有粮、甘蔗、花

生．
‘

交通：境内有昆(明)河(口)铁路，蒙(自)宝(秀)铁路，杨(武)河(口)公

路。

商业：有国营商业网点13个，供销合作网点194个，个体商贩1230户。1984年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6791万元。主要出口商品有甜养、杂豆、硫酸锰，锑砂、牛皮、杂皮、羽毛

等。 ，

土特名产：有蒙自刀烟、甜石榴、白桃，红花桃、山楂、蒙自年糕、蒙自过桥米线。

文化教育：全县有幼儿园5所，学生637人；小学403所，学生33755人；初中10

所，完中2所，农中1所，学生6867人，中专3所，学生960人；师专1所，学生374

人．文化宫l座，’文化馆1个，文化站14个，文化室13个，图书馆2个，电影院8座，影

剧院l座。电影放映队39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个。境内有省属蚕桑科学研究所、蜜蜂

科学研究所，州属农业科学研究所。

卫生：境内有州医院，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医院，卫生所18个。

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有明代安南长官司遗址，左营都司署遗址，台湾府北路理蕃同知曹

士桂墓，明代墓葬群，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议会址查尼皮村，革命烈士纪念碑，

烈士陵园，杜涛烈士旧居，闻一多先生旧居，南湖，缘狮洞，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旧址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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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澜 镇 ·概 况

文澜镇在县境西部偏北，蒙自坝中心。东北与多法勒区为邻，东南与新安所区交界，西

北与十里铺区接壤，西南与红寨区相连。总面积13平方公里。镇人民政府驻回春街。

文澜镇，旧称目则，元、明，清时期均为鹿苑里。自1276年(至元十三年)设县以来

向为县治驻地。1484年(明成化二十年)始筑土城，1615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改筑石

城，1730年(清雍正八年)、’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1882年(光绪八年)三次重修。解

放后1951年拆除城墙。自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云南开科取士以来，。见湖书院”、“观澜

书院”，。道成书院”以及学堂在城内相继成立，人文蔚起。民国初属中区团保局，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改为第一区；1940年(--十九年)废区划为文澜镇、观澜镇、仁寿乡和碧

色镇的第七保(北窑)。文澜即文化发达之意。1950年设蒙中区；1953处改城关区；1958

年改蒙坝人民公社城关管理区；1961年改城关镇；1966年改城关人民公社；1967年改东方

红公社；1981年分为城关公社、城关镇；1984年合并为城关镇，辖9个居民委员会，3个

农村办事处，8个村。有汉、回、彝、壮、苗5种民族。人口40547人；其中城镇人口

31061人，农民9486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76．6％。1987年3月7日改为文澜镇。

1887年(光绪十三年)，蒙自开商埠，法、德、意、英、美、希等国在东门一带设领

事、教会、银行、洋行、公司。广东、江西、四川等省商人接踵而来，工商业出现畸形发

展，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通车后，商业月趋繁荣，经济甚为活跃。解放前夕，一度市中箫

条，商业倒闭。建国后，地方工业有电池、化肥、丝绸、印刷、化工、农机、轴承、火柴、

糖果，酿酒、塑料等工厂。 ．
，

文化教育：有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和电影院5座。学校有大专l所， 中专2所，

普通中学4所，小学4所。 7 ．

名胜古迹：有南湖、革命烈士纪念碑、瀛洲亭，明万历元年的平定碑：杜涛烈士旧居，

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课室，闻一多先生旧居。 ～一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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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镇标准地名

文澜镇W6nLOn ZHen镇。位于蒙

自县中部坝区，13．3平方公里。辖9个居

民委员会，3个农村办事处。6727户，

38218人。元、明、清以来均为蒙自县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初置蒙自道。解

放后设蒙自专区于此。

武庙街居民委员会W6mi60jie iom『n

w6iyuon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名。

辖武庙街、大树街等6条街巷，位于城区

中部。510户，1545人，汉、彝、苗、壮4

种民族。

武庙街W6midojie街。以武庙得

名。西自阁学街，东至东大街口，长295

米，宽3米，105户，286人，汉族。驻有

州党校、县广播站、县武装部。

武庙街大寺巷W6m iOoj ie D6slxiong

巷。因大寺(鹿苑寺)得名。东自东大

街，南至环城南路，长100米，宽6米。15

户，133人。 ．

承恩街CH6ngenjie街。以北城门

——承恩门得名。位于城区东北部，北自北

大街，南至武庙街，长205米，宽9米。44

户，132人，县人民政府驻地。

大树街Dashejie街。1825年(清

道光五年)建街道时，杜培中有一棵青香树

得名。北自人民东路，南至武庙街，长265

米，宽8米。111户，354人。

东大街DongdOjie街。原名文庙街．

位于城区东部，1982年更名为东大街。西

自武庙街，东至东村，长705米，宽12

米。124户，365人．驻有文教局，卫生

局、县医院。

东大街文庙巷DongdOjie w6nmiao

xiOng巷。原名文庙东街，’1982年改为东

大街文庙巷。北自人民东路，南至东大街，

长225米，宽6米。11l户，284人。

保安街居民委员会BSoonjieJgmfn

w6iyuen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名。

辖保安街、三义街等7条街巷。456户，

1482人。汉、回、苗3种民族。

保安街Bfioonjie街。以．保安寺得

名。北自三义街，东达环城北路，长130

米，宽10米。150户，519人。驻有县粮油

加工厂。

保安街油笼巷B600njie y6u16ng

xiong巷。原该地生产油笼故名。南自麦

子巷，北至保安街，长175米，宽5米。

108户，285人，汉族。

人民中路麦子巷R6nminzhOnglO

M6izixiOng巷。原为麦子市场故名。东

自人民中路，北至环城北路，长165米，宽

5将108户，384人，汉、回2种民族。
三义街Sonyijie街。以三义庙得

名。南自西林寺街，北至丰乐街，长160

米，宽9米。43户，137人，汉族。农民住

户390芦。2075人。

四川庙街Slchuanmidoii百街。以四

川庙(四川会馆)得名。南自环城北路，北

至蒙河公路，长435米，宽15米。、6户，

14人，汉族。
‘

丰乐街Fenglejie街。以丰乐井得

名。南自三义街，北至火车站西机口，长

220米，宽lO米。40户，112人，汉、回2

种民族。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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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西路白泥井巷H uanch6ngX．JI=l

BOinijlngxie]ng巷。以巷中自泥井得名。

东自环城西路，西达麦子巷．长45米，宽

1．5米。21户，81人。

普照街居民委员会POzhOojie jomfn

w6iyuen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名。

辖4条街，457户，1352人，汉，回，壮、

彝4种民族。

普照街P6zh60jie街。以龙王庙匾

额“灵光普照”得名。南自人民中路，北至环

城北路，长165米，宽5米，72户，290

人。

火车站大街 Hu6chezh6n D洲百街。

以蒙自火车站得名。南白环城北路，北至火

车站，长125米，宽15米。83户，291

人，汉、回、壮3种民族。

环城北路 Hu6nch6ngb洲cJ路。东

自东大街，西北至保安街口，长1025米，

宽9米。241户，947人。为城区主要农贸

市场。

环城j匕巷 H u6nch6ngb否ixi6ng

巷。南自环城北路，北至巷底，长8米，宽

l米。2户，12人。

人民西路居民委员会R6nminxil0 io

minw6vn6nhuj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

名。辖9条街巷。415户，1366人，汉、

回、彝3种。

人民西路R6nminx|lO路。人民路

西段。东自人民中路，西接蒙河公路，长

1350米，宽15米。内有个旧汽车站、监管

站。

人民西路龙井巷R6nmlnxllb 16ng

jingxiOng巷。以龙井得名。南自人民西

路，北至铁路，长105米，宽7米，内有州

农科所、纺织厂等。

人民西路新村北巷R6nminxilO xln

conb6i×idng巷。1982年新建居民点。西

自人民西路，北至铁路边，长125米，宽8

米。

太原街T0iyuonji6街。解放前多住

山西太原人故名。南自人民西路，北至丰乐

街，长400米，宽13米。区内有清真寺。

西林寺街Xllfnsi jj6街。因西林寺

得名。南自人民西路，北起三义街，长60

米，宽13米。

新村西路Xihcon x[1e路。原名供

电所背后，1982年更名。北自人民西路，

西至州气象处，长584米，宽18米。内

有丝绸厂、州气象处。

新村北路Xicon b6ilQ路。1960年

新建居民点，1982年命名。西南自人民西

路，北至丰乐街，长25米，宽9米。

人民中路西耳巷Rgnmfnzhon910

Xl否rxieng巷。南自人民中路，北至巷

底，长15米，宽1．5米。

人民东路居民委员会 R6nmindongI cI

iOminw6iyu6n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

得名。辖街、．巷9条。528户，1834人，

汉、彝、壮、回4种民族。

人民东路R6nmfndongI也路。人民

路东段。西自人民中路，东至环城北路，长

120米，宽5米。 ．．

人民东路北巷R6nmindongl8 E凳i

xoing巷。新建居民点，1982年命名。位

于人民东路北面，西自人民东路，北至环城

北路，长70米，宽3米。

人民东路复兴巷R6nmindonglof6

xingxding巷。南自人民中路，北至巷

底，长35米，宽1．5米。

人民中路耳巷R6nmfnzhOngl5占r

xeing巷。人民中路北面的小巷。南自人

民中路，北至巷底，长15米，宽l米。

人民中路道署巷R6nminzhOngl0

dOoshOxiOng以清时道台门得名。南自人

民东路，北至巷底，长35米，宽1．5米。

北大街B6id6jie街。南自人民中路



十字街口，北至蒙河公路，长300米，宽

13米，城区主要农贸市场。

环城北路廖家巷Hudnch@ng嘲101id

ji’axl“ang巷。以廖姓得名。东自环城北

路，西至巷底，长10米，宽4米。

镇署街ZHengshOjie街。以清时的

镇台衙门得名。南自人民中路，北至环城北

路，长160米，宽3米。

镇署街武库巷ZH@ngshojie W6kO 、

xing巷。以满时军装局得名。西自镇署

街，北至环城北路，长165米，宽2米。

回春街居民委员会Hui chonjiejomin

w@iyu6m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名。

辖4条街、巷、路，446户，1471人，汉、

回、彝、壮4种民族。

回春街HUfchanjie街。明清时居民

游春，回城的路口。北自环城西路，东至桂

林街，长205米，宽11米。县图书馆，文j

澜镇人民政府驻地。

人民中路R6nmlnzhOnglO路。原名

义正街，1982年更名为人民中路。西接人

民西路，东接人民东路，长502米，宽13

米。为商业中心区。

人民中路西左巷 R6nminzhongIa×I

zu6xidmg巷。原名撒尿巷，1950年更名

为西左巷。北自人民中路，南至月牙塘街，

长75米，宽3米。

环城西路Hu6nch6ngx．1已路。原名

西南城脚，1982年更名。东自三角塘，北

接环城北路，长370米，宽14米。为商业

中心区，有新华书店。

桂林街居民委员会Guilinjie iomin

w@iyuC]m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名。

辖7条街、巷，490户，1472人，有汉、

回、壮，彝5种民族。内有蒙自师范学校、

法院、检察院、农业局、农业银行、县招待

所、第二小学。

桂林街Guilfnjie街。清光绪时邑人

王鸿浩任广西桂林直隶军民府，1928年

(民国十七年)县长张知名更此街为桂林街

以资纪念。北自人民中路，南至环城南路，

长300米，宽13米。

桂林街王家巷Guilinjie wdngiia

xidng巷。以姓氏得名。东接桂林街，西

至巷底，长50米，宽3米。

桂林街大井巷Guiliniie DC]jlng

xiang巷。因当地有一大口井得名。

桂林街熊家巷Guilinjie Xi6ngjia

xiong巷。因姓氏得名。东自桂林街，西

至巷底，长50米，宽3．5米。

早街Z60jie街。历来有早市。东自

武庙街，西至桂林街，长24米，宽12米。

阁学街G6xu6jie街。原名县前街。

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邑人尹壮图为

内阁学士。1928年(民国十七年)更此街

名为阁学街，以资纪念。北自人民中路，南

至南湖北路，长380米，宽t2米。

环城南路Hu6mch6ngn6nII=l路。南

自南湖北路，西接环城西路，长500米，宽

15米。

铜房街居民委员会T6ngf6ng jie Jo

minW6iyuClm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得

名。辖12条街、巷，688户，2073人，有

汉、回、苗、壮4种民族。内有蒙自联合诊

所。

铜房街TOngff]ngjie街。因清时此

地冶炼过铜故名。东自铁货街，西至新村南

路，长395米，宽8米。

瓦货街W6hu创ie街。原为陶瓷器

市场。北自人民西路，西至太原街，长90

米，宽5米。

瓦货街寿福巷W6hu6jie ShOuft3

xiang巷。因寿福寺得名。东自太原街，

西至新村南路，长170米，宽1．5米。

铁货街Ti@hu6jie街．原为铁器市
场。东自人民中路，．西至铜房街，长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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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8米。内有文澜镇联合诊所。

新村南路XincQnnanl0路。1958年

建居民新村，是年命名。北自人民西路，南

至小石桥，长565米，宽10米。

世发街SHifojie街。原名十八家，

后改为世发街，取世代兴旺发达之意。北自

铁货街，南至小石桥，长270米，宽8米。

世发街花大门巷SHifojie Huodom6n

xiong巷。民国初年段氏大院，其中一户

大门有雕饰故名。西自世发街，东至巷底，

长75米，宽2米。

世发街包家巷SHifojie BoojiOxiong

巷。以包姓得名。西自世发街，东至巷

底，长25米，宽1．5米。

世发街高家巷SHifojie Goo jioxiOng

巷。以高姓得名。东至世发街，‘西至巷

底，长30米，宽1．5米。

世发街马家巷SHi fojie M6jiOxiong

巷。以马姓得名。东自世发街。西至巷

底，长130米，宽1．5米。 ．

世发街栅子脚巷SHifojie zhozi∞o

xiong巷。因巷ISi栅子得名。东自世发

街，西南至柏枝园路，长160米，宽2米。

柏枝园路B6izh!yioml0路。因柏

枝园得名。南自南湖西路，西北至铜房街，

长1005米，宽lO米。

月牙塘街居民委员会Yu6yc3tdngiie

jOminw6iyudnhui居民委员会。以驻地

得名。辖7条街、巷。859户，3437人，有

汉、彝、回3种民族。内有蒙自县第四小

学、县蔬菜公司、县委党校。

月牙塘街YueyCitong jie街。清时

有月牙形水塘一个故名。北自起龙街，南至

三角塘街，长105米，宽10米。内有蔬菜

公司。

月牙塘街石门坎巷Yu6yotongjie shi

m6nk(jnxieng巷。以巷El栅子的石门槛

得名。东自月牙塘街，西至巷底，长150

米，宽3米。 。

小石桥街Xkjoshiqioojie街。清代

建有小石桥一座故名。东自三角塘街，西至

柏枝园路，长150米，宽6米。内有贸易公

司酒厂。

三角塘街Sc]njiSotongjie街。原街

口有三角形水塘故名。北自月牙塘，南至小

石桥，长180米，宽12米。
～

起龙街Oil6ngjie街。因起龙祠得

名。西北自铁货街口，东南至月牙塘街，长

150米，宽11米。

起龙街一耳巷Oil6ngjie yi6rxiC]ng

巷，为起龙街西面的第一条小巷。，长35

米，宽2．5米。

起龙街二耳巷Oil6ngjie 6r6rxiOng

巷。为起龙街西面的第二条小巷，长140

米，宽10米。

大园梓街Deyuc]nzjie街。原为书院

遗址，名大院子后讹为大园梓。北自小石桥

街头，南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垦分局

大楼，长375米，宽12米。

三义农村办事处Sclnye nOngcOn

B0nshich0办事处。以驻地三义街得

名。位于城区，辖本镇西北部散居农民和北

窑、空心树、北庄3个村，共645户，3240

人，．有汉、彝、回、壮4种民族．耕地

4692亩。

北庄B6izhuOng村。位于本镇北

郊，汉、壮2种民族，74户，337人。耕地

540亩．

北窑B6iyoo村。位于本镇北郊，

汉、壮2种民族，134户，635人，耕地

893亩。

空心树KOngxiish0村。位于本镇北

郊，汉族，47户，193人，耕地334亩。

起龙农村办事处Q_i16ng nOngcOn

Benshich0办事处。以驻地得名，辖本

镇城区西南部散居农民，769户，3753人，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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