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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文件
盘政(1986)100号

★

关于颁发《盘龙区地名志》的通知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借以识别空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

围、形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称谓，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

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

昆明市盘龙区《地名志》，是根据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982)50号和市人民政

府昆政发(1982)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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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经审定、现决定予以颁发。

《盘龙区地名志》是继承和发扬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

的史料书，记叙了我区所辖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区的地名管理

向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迈出了新的一步，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为政治、经济j

文化、军事、交通、邮电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盘龙区地名志》所提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今后，凡涉及到使用地名

时，均应以本志的标准名称为准。需要命名、更名、调整恢复的地名，都须按报批

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地名审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更改和命名。

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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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区概况

昆明市盘龙区概况

盘龙区位于昆明市城区东部，有盘龙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区，故得名。西与五华

区交错衔接，东、南、北与官渡区相连。平均海拔1，89l米，地势平坦，稍呈南

低北高之势。全区面积13．38平方公里，设有小南、‘长春、南强、金碧、珠玑、’太

和、拓东、环城、东站、董家湾、东华11个街道办事处，共169个居民(家属)

委员会。．人口为353564人，主要为汉族，其中有回、白、彝、满等24个兄弟民族

16586人，占总人口的4．69％。中共昆明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

协机关驻在辖区内。

辖区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15℃；最冷一

月，平均气温7．7℃；最热七月，平均气温20℃。、年温差小，但昼夜之间、晴雨之

间温差较大，有“四季无寒暑，遇雨便成冬”之说。年降水量900．9毫米，降雨量集

中在五至十月，。雨量共为856．4毫米。风力多为二至三级，冬春季偶有四至五级。

盘龙区有悠久的历史。远在旧石器时代，昆明坝子东边便有了古人类，考古学

者将其定名为“昆明人”。距今约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老的“滇人”繁衍

生活于滇池周围。战国时期，楚人庄矫人滇“修池立国”。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

前109年)，滇王帝羌臣服于汉朝，现盘龙区地域为汉中央王朝所设谷昌县的一部

份。三国蜀及西晋属建宁郡。东晋属晋宁郡。隋、唐属昆州。唐永泰元年(公元

765年)，南诏国置拓东城，意为。开拓东境”，其范围北迄今长春路，西、南至滇

池岸边，东至五里多，后改称鄯阐城。南诏应道元年(809年)定鄯阐为东都，

860年改为上都。南诏国覆灭后，大理国于五代晋天福二年(937年)在鄯阐城旧

址设鄯阐城直至南宋。元忽必烈进兵云南，灭大理政权后，在公元1256年置鄯阐

万户府。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称善州，下设昆明县。至元十三年

．(1276年)置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改善州为中庆路，昆明为路治、省治、又称押赤

城、(鸭池城)或昆明。明初改云南行中书省为云南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改中庆

路为云南府，沿称昆明县，清代将云南布政使司改为云南省、云南府和昆明县名

称。民国十一年(1922年)划昆明县。城中心区及附廊村落设昆明市政公所，

1928年更名为昆明市政府辖八个区；城郊区为昆明县。现盘龙区辖区为元、明、

清、民国年间省会衙署、官邸驻地。解放初调整区划为六个区。‘1953年昆明县、

市合并称市，设十个区，城区有一、二，三、四区，1956年将一、三区合并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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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区，设区人民委员会，1968年改为盘龙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改为盘龙区人民

政府至今。

区内拥有大理国经幢、东寺塔(又称金鸡塔)、赛典赤·瞻思丁衣冠冢、人民

胜利堂、真庆观、南城清真寺、铜犴(民间称金牛)、聂耳故居、文庙棂星门等一

批国家、省、．市、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纪念1915年蔡锷在昆明成立护国

军出师讨伐袁世凯的护国门亦将重建。

解放前，辖区内城市建设落后，道路狭窄，房屋陈旧。区内只有南屏街、正义

路两条水泥路，最宽的道路为南屏街，宽25米。其它所有街道路面是条石、·碎石

或泥土路面，运输多靠人力、畜力。除南屏街沿街有一批砖混结构房屋外，多为土

木结构房屋。解放以来，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自中心地段向边缘逐渐扩展，并对旧

城区进行了大量改造。开辟和拓宽了东西向主干道东风路、人民路，南北向主干道

北京路、青年路、白塔路、环城路和穿金路等十二条大街，路宽四十至五十米。所

有道路均修成水泥或沥清路面，小街小巷也都全部铺成沥清或水泥预制块路面。区

内新建了董家湾、苏家村、东华等一批居住条件优越，生活设施配套的居民小区，

人民居住条件有较大改善。街道上高层楼房一幢幢拔地而起，全区进行了大量的绿

化美化工作。如今，区内道路宽敞，高楼大厦林立，绿树常青，四季花开，市容整

洁，环境优美。

据史记载，自南宋以来，盘龙区就是经济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地方。“云津夜

市”曾为昆明八景之一。作为省会城市中心区之一的盘龙区，现驻有中央、省、市

属企事业单位一千多个。工厂多分布在辖区边缘，以纺织、交通运输、电子工业、

五金器材，食品加工为主。云南电子设备厂生产的电子计算机，定为国家优选机

型。云南机床厂生产的机床行销全国，出口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茶花汽车厂生产

的茶花牌130系列汽车、昆明电视机厂生产的山茶牌彩电供不应求。昆明纺织厂生

产的精梳高档纱、棉布、花呢等质量优异，获国家经委、纺织工业部质量管理优秀

奖。冠生园、桂美轩的食品、糕点驰名中外。辖区内有准轨铁路的昆明站、米轨铁

路的昆明火车北站、民航昆明售票处、昆明汽车客运站，成为全省客运枢纽。国际

旅行社昆明分社、昆明饭店、震庄迎宾馆等大型旅社也在区内，旅游服务事业发

达。区内还驻有省、市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昆明百货大

楼、民族贸易商场等大型综合商场，街道上商场、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商品琳琅满

目，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1956年以后，逐步创办了区属工商企业。1958年至1979年，先后几批区属企

业交由市有关部门管理。1979年以来，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方针，

新办街道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工业方面已有塑料、家具、印刷、五金机

械、汽车零配件、化工、服装等190多个企业。昆明市汽车铁货箱厂生产的汽车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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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箱、昆明市通风除尘设备厂生产的超高压静电抑制尘源装置、昆明市民用锅炉厂

生产的消烟除尘节能快速锅炉、南强精细化工总厂生产的锡盐产品和高速卷烟胶、

环城塑料厂生产的电缆料等都享有较高声誉，十分畅销，有的还填补了省内空白，

评为省、市优质产品。商业方面有百货、五金、糖烟酒、食品，饮食等服务行业的

网点360多个。建筑安装业有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和水电安装企业20多个。1986

年区属企业工业总产值9，749万元，商业销售额12，000万元，建筑安装工作量

3，114万元。有个体工商户5，700多户。

解放前，教育落后，几所公立、私立学校多设在会馆、神堂和庙宇内，规模

小，设备陈旧。解放后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基础教育已

经普及。目前区属学校有职工大学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中学3所，小学34

所、幼儿园17所(其中民办5所)，在校学生32000多人，教职员工1800多人。

各类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业余教育也蓬勃开展。此外，区内还驻有云南工学

院、云南中医学院和20多所市属和单位开办的中学。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水利

电力部昆明勘测设计院、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省电子计算中心、省科技情报

研究所、省地理研究所等一批科研单位也分布在区内。

辖区内有云南省京剧院、云南画院、云南美术馆等一批省、市属专业文化艺术

团体、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和13个影剧院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等出版

印刷单位。有区属文化馆1个，图书馆1个，档案馆1个，影剧院3座，专业剧团

1个，文化站、室170多个，群众文化生活内容丰富，业余文艺创作和演唱活动十

分活跃。区级医院从解放初的1个联合诊所和两个保健站发展到现有医疗卫生单位

15个，工作人员740多人，病床200多张。加上区内驻有一批省、市级医院和单

位卫生所，群众就医十分方便。近几年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人口自然

增长率在千分之四左右。体育工作以学校体育工作为重点，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

动。近年来，老年人体育锻炼活动也日趋活跃。作为全省体育活动中心的云南省体

育馆也在区内。

解放三十多年来，盘龙区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仅仅是开始。随

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盘龙区各

项事业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将一步步充分显示出来。三十多万勤劳、智慧、勇敢的各

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的方针，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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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街道办事处

明通巷居委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