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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社、大队管理委员会、嵩阳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科，局。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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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关系到民欣团结，关

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大事．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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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等现象。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修期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搞地名“一片

红黟，任意更改一些公社、大队，自然村的名称，破坏了这些地名的历史继承性及群众

的习惯称谓，使地名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

为适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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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依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及《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对全县范围的主要地名作了认真核调，听

取群众意见，查考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嵩明县地名志》，编绘了《嵩明县地

图》及标准地名，现颁发施行。自八三年一月一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

鉴、路标署名等，所使用的地名一律按“地名志力中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

随意更改。今后凡需更名的地名，须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

嵩明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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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变易的。每一条地

名都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不仅与国家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交通邮电，新闻出版，科研，城建，旅游，民政，公安工

作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国际交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了适应我国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从1979年开始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地名

普查工作。通过对地名的标准化处理，结束地名混乱现象，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尊

严，有利内外交往，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

嵩明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从1，81年2月开始，至1982年4月基本结束，共核调了全

县2，359条地名，经过整理资料适当取舍，正式标图填表的地名共1，607条，其中行政区

划115条，居民点679条，城镇街巷19条，各专业部门66条，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物149

条，自然地理实体570条。注销的地名9条。在各类地名中有彝语地名136条，占总数的

11．7％，其余是汉语地名。

通过地名普查，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基本搞清了全县一千五百

余条地名的起源，词义，演变及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建制沿革等情况，对一

地多名，一名多写，重名，不利于民族团结及含义不好的地名都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

处理，做到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I对1967年至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大

搞地名口一片红"造成千部一腔，千地一名，破坏了历史性继承性的地名，都按方便群

众，遵重习惯，好找好记，便利使用的原则，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一的精神，按报批手续、更改或恢复了8个公社，20个大队，9个自然村的名称。

通过地名普查，发现5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原有嵩明县的各类地名1，315条之中，

标错标漏的有331条I其中整条标注错的有7处，在一条地名中错1个字或2个字的有

214条。漏掉的自然村有10个，对这些地名都一一作了补正。原地形图上的县界，有14个

地段不符合实际情况，把本县的村寨标到他县境内的有16个，也都作了纠正。

本志的编撰工作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辑录，依据和采用的古籍资料有<明

史·地理志’，‘云南通志'、清康熙‘嵩明州志>、光绪《续修嵩明州志》，民国三

十四年版‘嵩明县志’，‘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及1980年‘地名集刊'第8期等。本志

所录地名的范围，以1981年地名普查的成果一嵩明县地名图为蓝本，地名图上标注的
地名全部辑录，地名图上未标出的地名只录注口历史地名修，列予古今地名对照表中。

所录地名按性质分为五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

物，四，名胜古迹^五，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区戈|j的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名

称之后以外，一律分类别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至东的次序编排。每条地

刀．————●下一

>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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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时，在搿简注"栏内，

再加注方言读音。。(若只是声调不同，音节无异的地名，不另加注)。

本志所录的彝语地名中，有一部分是彝汉混合的名称，在“语别’’栏内都注记为

搿彝’’语地名。

本志所用的各项数据，基本上都采用1980年年终统计数。本志所录地名有两套检索

表列于“附录"中，一是搿首字笔画索引"，二是皙首字音序索引”。

本志由嵩明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辑。领导小组组长李江，办公室

主任杨杰；具体分工-撰文，编地名图及彩色照片一赵伯狄，覃献之I索引、，校对
一陈万鸿，傅举莘，黄万国，傅秀英。在收集《地名志》的资料中，承县档案馆、图
书馆及各专项数字的主管科，局、站给予大力支持，地名图承昆明军区35022部队和七

二一七印刷厂鼎力协助，又承新华印刷厂，玉溪印刷厂支持印制装帧，嵩明县的历史

沿革有关资料得到云南大学历史系朱惠荣老师审正，体例及编图的技术处理得到昆明军

区35021部队副大队长，省地名办公室技术顾问李子盛同志的具体指导，一并在此表示

深切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差错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 ¨，

●

，嵩明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j

一九]k--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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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的说明

九八二年地名普查时的标准

名称和当时的现状，当时的嵩明县属曲靖地区所辖。从一九八三年十月起，全县划归昆明市

Z

管辖，并于一九八四年在全县进行体制改革，把原设的人民公社改为区，设区公所，原生产大队

改为乡，设乡人民政府，有5个大队调整合并，有5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大队设立民族乡。体制改

革后，全县有9个区，1个县辖镇’9 3个乡，5个民族乡、(回族乡4个、苗族乡1个)2个

区辖镇，3个街道办事处。 ，．

为了读者使用本志资料，方便查阅，现将各区，乡的行政区划与原设的公社、大队名称列表对照。

：

原设的公社、大队名称与体制改革后的区，乡名称对照表

1 9 8 3年 1 9 8 4年 1 9 8 3年 1 9 8 4年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嵩阳镇、 l，县政府驻地
五村大队 嵩阳镇(县辖) 2，镇下设3个 羊街大队 羊街乡 羊 街

街道办事处

阿子营公社 阿子营区 阿子营 鼠街大队 鼠街乡 鼠 街

阿子营大队 阿子营乡 阿子 营 侯家营大队 侯家营乡 侯家营

岩峰哨大队 岩蜂哨乡 小洼塘 马军大队 马军乡 马 军

阿达龙大队 阿达龙乡 阿达龙 大嗔公社 大哨 区 老 村

朵格大队 朵格乡 上朵格 大哨大队 大哨乡 ’老 村

果东大队 果东乡 果 东 竹箐口大队 竹箐口乡 竹箐 口

甸头大队 甸头乡 甸 头 竹园大队 竹园乡 下竹园

铁冲大队 铁冲乡 小木场 白邑公社 白 邑 区 白 邑

牧羊大队 牧羊乡 牧羊街 白邑大队 自邑乡 ’白 邑

大竹园大队 大竹园乡 大竹园 三转弯大队 三转弯苗族乡 三转弯

者纳大队 者纳乡 者 纳 菜子地大队 菜子地乡 菜子地



1 9 8 3年 1 9 8 4年 l 9 8 3年 1 9 8 4年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麦地冲大队 麦地冲乡 麦 地冲 大村子大队 大村子乡 大．村子

苏海大队 苏海乡 上街子 黑营盘大队 黑营盘乡 上房子
、

周达大队 周达乡 达达村 布能大队 布能乡 布能村

团结大队 团结回族乡 回 营村 大庄大队 上禾乡 上大庄

南营大队 南营乡’ 马脚一村 白鹤大队 自鹤乡 白鹤村

前所大队 前所乡 前 所 龙街大队 龙街乡 上龙 旧

老坝大队 老坝乡 老 坝 大坡大队 大坡乡 白石山

迤者大队 迤者乡 迤 者 矣铎大队 矣铎乡 下矣铎村

金钟大队 金钟乡 金 钟村 月家大队 月家乡 上木丛龙
卜

‘小营大队 小营乡 小 营 太平龙大队 太平龙乡 太平龙

中所大队 中所乡 中 所 (大城大队撤销，大城村划归
月家乡，鹧鸪村划归龙保乡)

旬尾大队 甸尾乡 甸 尾 小街公社 小街区． 小 街

嵩 阳 公社 倚伴区 嵩阳镇东街 小街大队 小街镇(区辖) 小 街

果马大庄大队 大庄乡 大 庄 匡郎大队 匡郎乡 匡 郎

普渡大队 普渡乡 下普渡 墩白大队 墩自乡 汉人村

大营大队 大营回族乡 大 营 本纳克大队 本纳克乡 本纳克

龙院大队 龙院乡 龙院村 牛足大队 牛足乡 烂．泥箐

东村大队 东村乡 东 村 保旺大队 保旺乡 新 村

新春邑大队 新春邑乡 新 春 邑 五条沟大队 五条沟乡 五条沟

山脚大队 山脚乡 小 L【J脚 矣得谷大队 矣得谷乡 大矣得谷

寺脚大队 寺脚乡 寺脚村 东屯大队 东屯乡 东 屯

倚伴大队 倚伴乡 小 倚 伴 积德大队 积德回族乡 积德村

回辉大队 回辉回族乡 回辉村 ．哈前大队 哈前乡 哈 前

木作大队 木作乡 上木作 李官大队 李官乡 李官村

(伍村大队划并嵩阳镇，设晁 家村办事处) 旬丰大队 甸丰乡． 甸 尾
杨桥公社杨桥 孽 杨 桥

秧田大队 秧田乡 白 谷村
杨桥大队 杨桥乡 杨 桥

福海大队 福海乡 下 坝
西山大队 西山乡 西山村



1 9 8 3年 l 9 8 4年 l 9 8 3年 l 9 8 4年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公社，大队名称 区，乡名称 区，乡政府驻地

阿古龙大队 阿古龙乡 阿古龙 小新街公社小新街区 小新‘街

大桥大队 大桥乡 兔 街 小新街大队 小新街乡 小新街

杨林公社 杨林 区 杨 林 水海大队 水海乡 水海子

杨林大队-＼ 杨林镇(区辖) 杨 林 古城大队 古城乡 古 城老城大队j
官庄大队 官庄乡 大官庄 河西大队 河西乡 河 西

新村大队 新村乡 孟李村 荒田大队 荒田乡 大平地

官渡大队 官渡乡 大官渡 阿里塘大队 阿里塘乡 阿里塘

龙保大队 龙保乡 龙家村 果子园大队 果园乡 果子园

马坊大队 马坊乡 马 坊

罗良大队 罗良乡 下罗 良 ●
●

(老城大队撒销划并杨林镇)
’

东山大队 东山乡 杨林汛

．张官营大队 张官营乡 张宫营

大树营大队 大树营乡 大树营

老余屯大队 老余屯乡 老余屯

落水洞大队 落水洞乡 落水洞
／ ●

核桃大队 核桃乡 草子坡

四营公社 四 营 区 四营街

四营大队 四营乡 四营街 ，

腰站大队 腰站乡 马路地

罗帮大队 罗帮乡 罗 帮 ●

老猴街大队 老猴街乡 老猴街

海潮大队 海潮乡 大山哨
，

，

上马坊大队-l
下马坊大队_f 上马坊乡 上马坊 ●

(下马坊大队撤销划‘
并上马 坊乡)

花窝大队 花窝乡 石虎村

马尾箐大队 大箐乡 马尾箐 ，弩
“

’，



嵩明县概况

嵩明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县人民政府驻嵩阳镇北街。全县面积l，351．5平方公里。

东邻马龙县，东南与宜良县相接，南面及西南与昆明市官渡区接壤，西邻富民县，北靠

寻甸县。区划为1个镇，9个公社，下辖104个大队，1，056个生产队I有664个自然村，

总户数51，613户，人口266，145人，(其中农户48，093户，246，540人，非农业人口19，605

人)。有回族11，452人，苗族2，186人，彝族1，024人，白族114人，其他少数民族84人I‘

其余为汉族，占总人口的94．4％。

据史料记载。嵩明之地在战国末期属楚滇国范围j汉属益州郡牧靡县，后乌白蛮强

盛，汉人徒去，与诸蛮在城南筑台而盟，盟台面对秀崧山，以此得名矗崧盟力。蜀汉诸

葛亮南征，曾与盂获誓盟于此，今县城南古盟台上尚存武侯祠遗址。唐初属升麻县，南

诏蒙氏置长城郡。宋大理段氏立崧盟部。元初置崧盟万户，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

设长州，寻升崧盟府，至元二十二年改为崧盟州，领邵甸、杨林二县。到土司高阿况主

政时改崧盟州为嵩明州，隶中庆路。明属云南府，仍设嵩明州，洪武十五年(1382年)

裁邵旬县并入州I成化十七年裁杨林县并入州。清仍设嵩明州。民国三年改州为县，隶

滇中道，后道废，直属于省。

1935年，1936年中央红军两次过嵩明，播下革命火种。1949年12月9日云南宣布起

义和平解放，嵩明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属曲靖专区。

1950年春，全县划分为11个乡，镇。(嵩阳镇，杨林镇、嘉玲镇，凤鸣，月丰，复

兴，胜利，自龙，民权，滇源，邵内乡)。同年秋，增设4个区，下辖15个乡镇。1951

年土地改革后，划为69个小乡·1954年大办农业合作社，1956年转并为高级社。

1958年口大跃进一时期，县，乡的建制有较大变动。9月份划出龙保乡的矣纳寨，

乌西、免耳关，对龙、小哨5个高级社归昆明市官渡区小哨牧场，11月，划出杨林镇，，

大树营乡，四营乡归昆明市明良矿区，划出南营乡的化香箐村归昆明小哨牧场。将8个

人民公社与寻旬回族自治县并为寻旬县，撤销嵩明县。1959年11月，从明良矿区划回杨

林公社，四营公社归寻旬县辖。

1961年7月嵩寻分县，恢复嵩明县建制，把原先的8个公社，划为13个公社。1962年

又增为15个公社，即。嵩阳，杨桥，新龙．梁王，胜利，四营、小新街．．正义，龙保，

杨林，大坡，白邑，阿子营，牧羊，大树营。同时将下辖的123个管理区改为18 54"大

队·

1963年至1965年，撤销大队建制，把公社规模划小，成立6个区，2个镇，下辖81

个公社，直接管理1，405个生产队。】965年冬又撤区，并为9个人民公社，下辖1014"大
队·

从1953年至1967年期间，县界有几次变动I 1953年原属马龙县的小新街划归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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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1957年又将荒田乡划入嵩明县。1958年从本县划出龙保乡的5个高级社归昆明市I

划出散旦乡归富民县。1962年原属寻甸县的大营、龙院、接界、新春邑，尖山，普渡8

个大队划入本县，成立新龙公社。1967年又把果马大庄大队划归嵩明县。

1978年全县划分为9个公社(嵩阳、杨桥，杨林，四营，新街，正义、白邑，阿子

营，建设)，共105大队。1981年增设嵩阳镇j在“文革一期间，曾轻率地将8个公

社、16个大队更改为所谓“革命化’’名称，至1982年地名普查时恢复了历史上的原来名

称。

嵩阴县的地貌，处于云贵高原的山岳河谷地带。中部是坝区，四周群山环抱，以北

部的梁王山最高，主峰大尖山海拔2，840米。支脉有三t往东15公里为草白龙山，海拔

2，833米，往西25公里是老鸦山，海拔2，643．8米，往南20公里为大五山，海拔2，522米。

嵩明坝子的东边有药灵山，拔地700米，范围30平方公里，主峰海拔2，627．4米是嵩明的

一大名山o‘嵩明州志》载；药灵山古名秀崧山，在州东三十里，秀插霄汉，产诸药

品。蜀汉孟获尝寨于此，上有洗甲池。云覆其顶即雨，晴则日光先照。志载。秀崧晴

霭一即此。县境内多数高山地带均有石灰岩溶洞。全县最低海拔是四营公社天浊封边，．
高程l，770．5米。 ．／莲早＼，、

境内地形比例是六山一水二分田。共有5个坝子，合计面积237平方公里，占全县

总面积的17．6％。半山区约占42％，山区占40％。5个坝区以嵩明坝子最大，南北长16

公里，东西宽13公里，共194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900米。有耕地23．3万亩，占全县耕

地的63．7％。西部的较小坝子有白邑，阿子营，牧羊，鼠街坝子等。 j

境内河流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仅东部及东南一隅的山区132平方公里属珠江

流域的径流面积)。主要河流有8条t西部的牧羊河、冷水河是昆明盘龙江的上游源

流，东部的果马河，弥良河，对龙河，杨林河、普沙河、匿郎河都流往嘉丽泽，汇集为牛

栏江(1949年前又称车洪汪)。由西往东15公里，在药灵山南麓折向北流11公里入寻旬县

境。全县河流以牧羊河最长，汇集30处山泉龙潭，共50公里，最大流量80立米／秒。解·

放以来经综合治理的有牛栏江，牧羊河中段，冷水河，果马河，弥良河，杨林河，以及

支流天化河，肠子河，普沙河、自丁河，西冲河等。这些河都是常年有水源的，治理后

皆化-灾为利，给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0一一～ ’“～i 。一 一～

嵩明的气候属北亚热带气候，受印度洋季侯风的影响，春．夏，秋大部分时间为西

南风，仅是阴雨之日为东北风向。1980年降雨量787．6毫米，雨量最多月份是8月，222

毫米。1980年最高气温29．2℃，最低气温零下4．9℃1年均气温14．3℃。最高月份是7

月，月平均19．8℃，最低是1月份，月平均6．6℃。年积温5241．7℃。历年最高气温是

1963年5月31日，34℃，最低气温记录是1968年2月中旬，零下8．9℃。每年夏秋之交

易出现小面积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是冰雹，有局部农作物受灾。无霜期为220天左右。

森林的分布，大多数在梁王山区及其支脉上，比较集中的林区有梁王山，草自龙

山，长松园国有林场，以及菜子地，侯家营，大竹园，周达，马军，果东，花窝，荒田

等大队的山区。全县森林覆盖面积342，782亩，占总面积的16．9％，主要树种有云南松，

华山松，油杉，圆柏，侧柏、桉树，桤木、白杨，北京杨，麻栎等。林区有少量麂、雉。

、兔等动物。1980年采伐木材3，294立米，采伐竹子24万公斤。造林面积6，26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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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明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365，458亩，占总面积的18％’其中水田189，929

亩，旱地175，529亩。复种指数139．6％I 1980年种稂面积393，598亩，产粮20，804．8万斤，

平均亩产528．5斤。主要农作物是稻谷，种植16，829亩，单产615斤，总产10，366．5万斤。

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子为主，1980年烤烟18，434亩，单产237斤，总产438万斤，油菜

子(大，小春)18，081亩，总产57．1万斤。蚕桑．果园及林产品，数量不多，1980年桑

园377亩，产茧6，533市斤。果园6，051亩，产水果26，739市担，品种有桃，梨，苹，葡萄

等。林产千果(板栗、核桃、松子)762市担。

畜牧业方面l全县牧业用地113，590亩。1980年底有山羊33，220只， (其中私有

17．3％)，绵羊15，397只(私养6．1％)，水牛17'，487头(私养2．8％)，黄牛14，269头

(私养4．6％)，骡、马、驴9，163匹，(私养60．1％)，生猪106，518头(私养92．2％)，

其中肥猪年末存栏30，747头。畜产品I 1980年产羊毛11，501市斤，羊皮2，038张，牛皮

2。536张，宰杀肥猪28，525头。

嵩明县的工业生产规模小而少。1980年全县28个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仅681万元。其

中全民所有制为427万元。较闻名的厂有农机修造广，杨林肥酒厂、水泥厂，粮油加工

厂等广j男外有省级驻嵩厂矿t四营煤矿、十四冶机修厂等。农村的工副业主要经营项

目有砖瓦窑359座，石灰窑28座，建筑队14个，铁件加工，竹器编织，民间运输，酿酒

榨油等，1980年社队副业总收入l，769．5万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421万元。

境内的土特产有梁壬山的自芸豆，松子，上马坊的新凤茶，桃李，杨林肥酒等，

尤其是杨林肥酒，清香馥郁，有补中益气健脾强身之效，誉满全滇。。 7．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958年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全县水库星罗棋布，

沟渠纵横交错，计有中型水库2个，库容3，292万方，小(一)型水库14个，库容

4，129．5万方l小(二)型水库60个，库容1，161万方，小塘坝252个，可蓄水476万方I全

县总蓄水量9，038万方。加上果马河，牛栏江，冷水河三处拦河闸所拦蓄之水，有效灌

溉面积达18．5万亩。全县主干渠道285公里，坝区的15万亩水田实现了自流灌溉。1980

年稳产的耕地占总耕地比重的41．4％。利用水库，塘坝发展养鱼业，主要品种有鲢、

鲤，草鱼，1980年产鱼72吨，另在河渠捕捞的鱼虾7吨。

嵩明县的农村集市贸易，自1979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来，市场甚为活

跃，全县12个街市，1980年累计成交总金额605万元。城乡储户在银行的储蓄存款逐年

增加，1980年年末的储蓄余额为260．5万元。1980年的地方财政收入龇05．6万元。
’：嵩明的交通方便，铁路，公路联接成网口贵昆铁路从东南部通过，境内有4个火车

站。(火烧坝，杨林，四营，崔家庄)沥青铺面的公路干线有兰l一是滇黔公路，境内

33公里，二是嵩昭公路，自南往北，境内24公里，三是7204公路，通过县境西部阿子营

公社24公里。县级公路有嵩阳镇至阿子营48公里l嵩阳至四营15公里I老新街至宣良

县，本县境内6公里。此外，公社问的简易公路共长202公里。已通汽车，拖拉机的生

产队942个，占总队数的89．2％，1980年全县有卡车64辆，客车lO辆，拖拉机挂车34辆，

手扶拖拉机361辆，马车779辆。全县已架设高压输电线路464公里，通电的生产队1，022

个，占总队数的96．7％。

解放以来，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三十年来共培养了高中毕业生6，950人，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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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35，950人，小学毕业生ll万人。1980年有中，小学校376所，在校高中生729人，

初中生9，199人，小学生37，294人。全县教师2，034人(其中民办教师l，240人)。1980

年适龄儿童入学率91．3％。

1980年在县城新建了一座有l，400座位的电影院，全县有电影放映队(组)3 7个。

93人。有一个专业花灯剧团，32人。县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有藏书2万余册。有新华

书店县支店，职工16人。

卫生事业方面l医疗技术队伍不断壮大，1980年达316人。全县有病床220张(不包

括驻嵩单位的病床数)。连同厂矿的医疗设施，全县有卫生医疗机构31个。在防疫工作

上，近两年来已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基本控制了疟疾i回归热，斑

疹伤寒、白喉等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和流行，危害儿童健康最严重的百日咳和麻疹，近两

年的发病率比七十年代的平均数下降了80％。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贯彻以来，有效地控

制了人口增长率。1980年自然增长率为7．42‰，比1979．年(28．4‰)下降了21‰。

嵩明坝子处于9至10度的地震区域，属于小江断裂带中段地区。县城设有地震观测

站，有资料记载目前仍处于地质构造活动期。二百年来，嵩明境内发生过多次地震，最

大的一次是1833年9月6日，小屯有碑文记载l “清道光十三年，岁巳二十二日，地忽

大震，将寺崩塌，被灾者嵩明等十三州县。共倒瓦草房87，621间，压死男妇大小6，707

丁口⋯⋯黟。 、 ，

嵩明的古迹有四l一是古盟台，在城南200米。土台面积150平方米；高2．5米，立

有搿古盟台"石碑一块，碑顶雕刻双风，碑侧镂刻石狮一对，造型生动，精工雕凿，右

边有古树一株似华盖覆于碑上方。台上有明嘉靖建造的武侯祠，在‘武侯祠碑记'上记

载。 搿嵩明，古崧盟郡。昔武侯南征，擒孟获于秀崧山，筑台盟此，遂以名郡·台日

，蛮盟台，，世祠祀之，以至于今。力二是，两株古柏l在县城北部黄龙山顶，高30

米，为唐天秸年间所种，距今已一千余年，列为县级保护文物。三是兰公祠与兰墓。位

子杨林南街口，始建于明代，清康熙扩修为12间瓦楼房。祠后有兰茂之墓，墓碑为清末

状元袁嘉谷所书搿明兰隐君墓黟五个篆字。兰公就是明代著名药物学家，学者，诗人兰

茂，生子明洪武三十年，卒于成化十二年，终年八十岁。终身为贫民隐士，不仕官途，

以教书为业，兼以采药，治病，著书。他编著的‘滇南本草'是一部享有盛名的医药巨

著，它早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祖国的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四是白邑黑龙

潭，翠林清泉，环境幽静，龙官内保存有清光绪帝御笔盘盘江昭佑一九龙捧圣匾一块。

嵩明的革命纪念地一红军长征纪念塔，屹立于黄龙山南麓。塔高10米，用l 7 l块

粉青石砌成，建于1978年，是纪念193,5，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两次经过嵩明，

足迹遍及全县68个大队，200多个自然村，行程230华里，沿途传播马列主义真理，播下

革命火种的光辉历程。整个建筑占地745平方米，结构严谨大方，是各族人民缅怀革命

先烈及革命历史的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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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嵩阳镇概．况
◆

嵩阳镇是嵩明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嵩明县中部，东经103002，，北纬25．20，。东

与嵩阳公社倚伴，寺脚大队毗邻，南接木作，回辉大队，西与五村大队相连，北邻山脚

大队。南北长3．5公里，东西宽2．2公里，总面积7．8平方公里。辖6条街道，13条巷，2

个村。l，129户，9，195人。百分之九十五是汉族，其余有回，苗，彝等兄弟民族．总人

口中有农业人口5，040人，非农业人口4，155入． ’．

曩嵩阳彦之名始于明代，以地处黄龙山的南麓，于此建城，以嵩明州之a嵩"，山

之阳(即南麓)的“阳"，取名嵩阳。自那以后的州治，县治都设于此。民国初，城内

设崇正厢，1937年改设嵩阳镇。1949年解放后建立人民政权仍称嵩阳镇。1952年改为嵩

阳乡：1955年复为嵩阳镇，属杨桥区。1958年试办红旗人民公社，年底改为嵩阳公社。

1963年仍设嵩阳镇。1966年改为嵩阳大队，属嵩阳公社辖。1981年从嵩阳公社分出，设

嵩阳镇，由县直辖·

嵩阳镇地处坝区，四周平坦，平均海拔1，915米。北部有黄龙山，海拔1，947'米，范

围16万平方米。山腰山脚是嵩明一中所在，南麓建有红军长征纪念塔。山顶有古柏二

株，唐代末期所种，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今仍枝叶翠茂，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全镇以十

字街为中心，设东街、南街，西街，北街，铺有沥青路面。1980年新建了有l，400座位

的电影院，扩修了南街，市容有很大改观。

嵩阳镇为全县的交通枢纽，嵩昭公路从镇东通过，又是嵩阿公路，嵩四公路的起

点，每天有直达昆明，寻旬，曲靖的班车。28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可通达汽车。

全镇耕地面积5，245亩，占总面积的t6％，住宅区及广场、晒场占地3，800亩，占总

面积的32％。普沙河自西北至东南经过境内，全部耕地实现自流灌溉。主产稻谷，玉米，

蚕豆。经济作物有烤烟，油菜。1980年粮食总产372．6万斤·嵩阳镇年均气温1 4．3℃。

历年最高气温是1963年5月31日，达34℃。最低气温是1968年2月中旬，零下8．9℃．

无霜期225天·每年五月至十月为雨季，年降雨量7'00至1000毫米。 ·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一嵩明初级中学，设子嵩阳镇。．仅
有8个班。完小一所，8个班。从1958年起开办了高中班，1980年有8个高中班，高中

学生429人，8个初中班，学生333人，教职工60人I嵩阳小学有23个班，l，228人，并

附设了8个初中班37'6人·嵩小有教师72人。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方面。现有

县，镇办的医院各一所，病床110张。医护人员164人，比解放初增加了3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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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嵩明县s。ngmtng．xian，一汉。，主衾罱筑喜查娶，1蔓3鋈5釜1荨娄囊皇于合2善6
位于云南省东部， ， ．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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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J．‘： ，J

Son9yang Zh色n

●‘．
^●

’

东 街Do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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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位于嵩明县中部，7．8平方公里，9，195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4，155人。1981年设镇。嵩
阳之名始于明代，以地处黄龙山之阳，在
此建城，以嵩明州的嵩为首字名命“嵩
t廿77

街道，嵩阳镇人民政府驻地。西起十字街，
汉 东止环城东路。长400米，宽11米。1，728

人。以位于十字街之东得名。’ -．

●

7‘巷，自南向北，南巷口接东街，北端连学
汉 海。长200米，宽4米·385人，汉族。以

住户多娃汤得名。

孝友巷Xiaoy6u Xi矗ng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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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村1。Qiinylcnn‘：⋯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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厩城东路。，．Huincheng

●

南t 街t 7‘N直n Jie

Do矗gh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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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巷，自南向北，南巷口连东街，北端连下
巷。长190米，宽4米。3 5 9人，汉族．．
以住户多姓赵得名。一’‘

⋯‘

、
，、， ，、，j ．：： ：’4j ：。．。‘_。’：■

巷，一自南往北，南巷口连东街，北端连下
巷。长190米，宽8米。260人，汉族。以
住户提倡孝亲友弟，‘崇尚礼节得巷名。

巷，由北往南，北巷口连东街，-'长50米，?’．
宽8米。642人i‘汉族。从前巷内有一块
大晒场，以此得巷名。 ～，．，

村，在镇东；IgT00米，82人，汉族。1958年
修建上游水库，淹没区的部分住户迁此建
村，故名。 ，一 ·．

街道，位于嵩阳镇东南部。长1公里，。宽
12米。有邮电局、工交局等18个单位。以
所处位置在城东得名。

，

’●

¨
●

街道，位于嵩阳镇南部，北起十字街，南
接嵩阿公路。全长500米，宽1I米。以位
于十字街之南得名。． ．． ，。。

o．-． ，．．．一一． 一 街道，白南街中段向东，100米后折向东
南岔街 Nancha Jie 汉 南与环城东路相接。长250米，宽ll米。

因此街由南街斜岔向东，故名。

巷，自南往北，南巷口连南岔街，北口接
朝宗巷 ChaozOng Xiang 汉 东街。长220米，宽4米。771A．，汉族。

因此巷南端紧临朝宗门，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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