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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通海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聚奎阁：位于县城中心，东、南、西!北四路通达，
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ti

通海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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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人民政府文件
[1984]55号

★

关于颁发《通海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乡、县属各委、办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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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关系

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国际交往和国内交通、邮电通讯的大事。由于我县是一个民族

杂居县，许多地名在历史进程演变中，出现了不少导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音谐同

音、含义不好等弊，·特别在文革动乱，大搞“一片红修时，地名任意改变，造成地名的极大

混乱。 ．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

工作试行细则》的规定，在上级党政的领导下，开展我县地名工作，进行内查、外调，广泛听

取区、乡领导和群众意见，反复核实，考证有关资料，作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整理

成四项成果，报经县、地，省审核合格，验收发证。遵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

在四项成果基础上编辑了《通海县地名志》一书报请县i地、省审查合格，准予颁发实施。

今后各行业，各单位、各村庄使用地名，均应照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管理和应用，并设置各

种地名标志，不得随意改变。凡需要更名、命名或其它改变地名的，应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核

批准，方能启用。‘

通海县人民政府

198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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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全国各民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书写是否正确与统一．

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国际交往，并为四化建设与两个文明建设

的服务I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

《通海县地名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在1982年的全县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发布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

《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言简意赅，进行编辑。

本书全面介绍了我县各类地名的基本特征和位置，是一本资料性的专志读物。’内容包括

行政区划、人口、民族、历史沿革、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山脉，湖、河等诸方面，

共收录了各类地名886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492条I独立方位的企，事业单位名

称33条，人工建筑物名称9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47条1名胜古迹，游览地19条。为了使读

。者对我县有个全面的了解，还根据航测图绘制了1：5．5万分之一的县地图l幅，区(镇)分图7

幅。但此份地图，未经实地勘测，仅为示意，不作行政区划分界的依据。有县、区并各类的

文字概况18分，有关各类地名，名胜，工艺的精选照片48帧。

本志在党和政府、县人大、县政协的领导下，先后承民政局、县志办公室，县统计局、

水利局、图书馆、林业局、邮电局，气象站，国营照像馆等有关单位的支持，省地名委员会、

玉溪地区行政公署地名普查办公室的指导，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工作同志的努力，编就《通海

县地名志》初稿，送请县、地、省领导审核，经省地名委员会审核，提出意见指示重整，参‘

加重编整修的同志青秀云，罗树才，何以能，储家辉，葛世尧，摄影张庆林、杨晓敏。由于

我们水平有限，经验差，中间编误难免，企乞读者同志赐予批评指正!在此向鼎力勖助同志

深感鸣谢! ．

通海县地名志编纂小组

1988年12月2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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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目

凡 例

1．本《地名志》共收录了我县各类地名条目886条。(地名普查初计909条，根据上级规

定以1：5．5万的航测图为准则，互对核实，图上有实地无的删，图上无实地有的补，计删了23

．条，并在原图上圈标呈报。

2．本志以地名普查上报验收合格的四项成果为基础，并非照抄照转来堆砌，以实事求

是来进行编辑，在工作中若出现新问题，又重新补调，严谨整理，普查时遗留待考的问题得

到查清。本志初稿在1982年编就，经送请各级领导审核，遵照省地名委员会审批指示，于

、1986年重行整修第二稿，·送请县级领导、玉溪地区行政公署地名办公室、云南省地名委员会

等三级审核，遵照再次审批意见七十多条，再行修正，送请复审，批示同意付印。

3．本志的各条条目，据地名普查时经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基础上重新组织，文体采

用词典式叙述、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表》为准。条目后，释文前加

汉语拼音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标准音标号。行政区划，照1984年体制改革，

公社、大队名称，改成区(镇)、乡、社编写。资料截限至1984年底，历史资料根据史籍记

载，数字资料根据县统计局《1984年统计年鉴》及有关单位供给为准。以详今略古，求实存

真的科学态度进行整编。 。，

‘

。=、编排
’

·

．
√

’4．本志编排分：．①首卷、②各类地名条目、⑨附录、④后记、四大部份排编。

5．本志以横排纵写，文图并茂。有县地图、区(镇)地图、原通海、河西两县(1949

年前)的行政区简。图计10幅、各种文字概况18份，各类地名精选照片．48帧。

6．印排、条目与释文采用同号字排印，条目外加粗黑括弧，以区醒目，汉语拼音用同

号拉丁字母歌特体的字体排印。
●

三、附录

．7．国务院发布国发C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国务院发布

国发[1986]11号《地名管理条例》，作为供地名，命名、更名、和地名管理的依据参考。

8．经省，地级批复准予投印出版的文件通知j

9．通海、河西两县历史沿革简表I通海县1982--1984年地名，更名一览表，通海县新

旧地名对照表，通海县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I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

读者方便查考。 。

10．后记。

．11．附通海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名单；地名普查办公室成员名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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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镇概况

秀山镇在通海县城内。是通海县人民政府驻地。东北接杨广区，南连秀山，西邻九街

区。面积1．20平方公里，人口3，299户，12，815人。镇人民政府驻地福星街。辖4个居民委员

会、29条街(巷)，25个居民组。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驻有党政机关、企事业

各部门主管单位，各行业厂社单位。有汉，回、蒙、彝、哈尼等民族杂居，汉族占全镇人口

90％，以工商业为主。

清末及民国初为五区制时名中区，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称第一区，二十八年(1939

年)废区改镇、城内名秀洲镇、城外名秀麓镇。1949年新中国诞生废旧制改为第一区。1954

年建置城关镇，1984年更名秀山镇，以历史悠久，稳定性强的秀山得名。

通海县城，远在唐南诏建拓东城(今昆明)置拓东节度辖晋宁州、石城川通海镇。地处

滇南要冲，与华宁、石屏，江川、玉溪等市县相邻，商业比较发达，为滇中各种货物集销，

散销交点，商贾云集，已享“小云南照号称。小手工业较发达、产品质高样繁，早获用户赞

许，畅销省内外。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工商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

造及扶持，商业从个体走向集体l工业从个体走入集体，手工生产进入机械生产，创举新局

面。特别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开放，体制改革，经济搞括，工商业日增繁荣，

拥有城镇生产企业15个，有电器、建材、工艺、饮食等，各类商业服务网点24个，1980年工

业总产值达702万元，职工月均47元，1984年工业总产值l。564万元，职工月均84元，比增1

倍余(据镇政府1985年春节墙报公告记载)。促进向称消费城镇，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生产水

平的生产城镇。

教育、卫生：1984年底有镇办中学l所、9个班，学生492人，教师27人，小学1所，22

个班，学生1。296人，教师43人，幼儿园3个，入院儿童665人，教师36人。电影院1个、幸

福院1所，入院老人13人。城镇卫生有市容管理站监督管理，基本做到市容整洁，评列为全

省八县卫生县之一。各行业卫生也基本整洁。

名胜、游览地：有雄树城中心的聚奎阁；秀丽绚彩，旅游不绝的秀山。旅游服务业日有

发展，有宾馆及大小招待所旅社15个以上，旅游人次日达700—8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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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镇行政区划

(通海县]Tbngh6i Xian 详见

“通海县概况"。

[北街] B吾j J i百 在县城正北故

名。南北走向，长253米，宽8米，水泥路面。

36户，129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地。

[秀山镇]Xiosh6n Zh吾n详．见“秀

山镇概况"。

[福星街] F0×Tng J I百 在南街东，

东西走向，长250米，宽4米，水泥路面。以

昔年街内年高，名望高的老人多，寓意福星

高照故名。98户，321人，汉族。秀山镇人民

政府驻地。

(第一街居民委员会] D T—I J i吾

JQmfnw首i yu6nhui 辖8条街(巷)，6个

一居民组，594户，1933人，汉族。驻地阚家

巷。 一

[阚家巷] Kan』16 Xlang 在南街

东，以居民多姓阚故名。80户，248人，汉族。

(顺城街] ShQnch百ng J i吾在县城’

南，昔为城濠城墙占地，适应形势发展，折

墙填濠，辟为街道，街顺原南城脚故名。东

西走向，长250米，宽8米，水泥路面。 驻

有部分国营企事业单位。19户，50人，汉族。

[东街]DOng J．百 在县城正东

故名。西东走向，长225米，宽6米，水泥

路面。178户，598人，汉族。

[环城东路]Hu6nch#ng DOng Io

在县城东，因路环绕城东故名。南北走向，

长454米，宽8米，水泥路面。驻有县委会，

国营企业和集体单位。

[兴家巷]X rnql·6 XI ang在北街

东，原以住户姓辛得名。因辛姓外迁，余有

‘住户，又取“兴盛’’之义，改称“兴家巷"。

居民、农民杂居，居民72户，217人，农民32

户，174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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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 N6n J i百 在县城正南 ，

故名，南北走向，长250米，宽11米，水泥路

面，街树阴绿。是县城的经济、企事业中心。

驻有人民银行，百货商店、邮电局等国营企

业单位。40户，162人。汉族。

(祁家巷] QⅢa XI右ng 在南街

西，以住户祁姓多故名，驻有手管局幼儿园。

155户，486人，汉族。

(盐店巷] Y6ndian X iang 在北

街西，以清代末叶，在此设过官办盐店故名。

驻有城关五金厂。117户，595人，汉族。

[第三街居民委员会] DT一3 J·百

0mii3W6l Yu6nhuT 辖8条街(巷)j 6个

居民组，603户，2099人，汉族。驻地崇文

街。

[崇文街] ChOngw吾n J T百 在县城

南，南北走向，长30米，宽3米，101户，
一

378人，相传先辈文风盛，有名望的人户多，

原来街口悬有“崇文里"匾额故名，汉族。

(太和街] T6-h6 J f否 在县城东，

东西走向，长250米，宽6米，居民、农民杂

居，居民42户，145人，农民83户，345人．

沿以1928年太和镇得名。汉族。

[中栅街] ZhOngzh8 J·6在县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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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走阿，于财神街与太和街中间，原在东

西街头有栅子故名。长150米，宽‘5米，67户，

225人，汉族。．

(财神街] CaI sh§n J l百在县城南，

东西走向，长250米，宽5米。昔年街中建有

财神庙故名。驻有国营企业贸易公司、土产

公司门市部等单位。11"7户，384人，汉族。

[东城街]D6ngcheng J i百在县城

．．东，近东城脚故名。南北走向，长200米，

宽3米，居民、农民杂居，居民30户，92人，

农民70户，309人，汉族。

[极星街] Ji_xfng J i百在县城东南

部，南北走向，长200米，宽3米。昔年街内

建有南熏阁，内祀南极仙翁故名。居民，农

民杂居，居民43户，141人，农民20户，120

人，汉族。城郊乡政府驻此街；

[周家巷] ZhOui i6 X i6ng在县城

南，北头接财神街，居民多周姓故名。54户，

223人，汉族。驻有城关中学，商业幼儿园。

(艾家巷] AIjia、×iang在县城南，

与周家巷相连，住户多艾姓故名。26户，96

人，汉族。 ．

。[第四街居民委员会] D T一4 Ji百

iominw吾IYu6nhui 辖8条街(巷)，6个

居民组，584户，1856人，汉族。驻地文庙

街。

[文庙街] w百nmloo J I百在县城正

南，以街尾建有“文庙’’故名。南北走向，长

280米，宽6米，水泥路面，123户，415人，

汉族。文庙现为县立第一中学校址。

[新市场]Xfnshich6ng 在县城南，

与顺城街相连，东西走向，长218米，宽6米，

水泥路面，为适应现时的发展，商业的需要，

是1938年，新建的街场故名。驻有财政局、

税务局、商业局、农业银行等企事业单位。

(环城西路]Hu6nch吾ng×T Io 在

县城西，环绕西城脚故名。南北走向，长450

米，宽12米，水泥路面，驻有公安局、检察

院，工人电影院，汽车站等单位。

(文昌街] W6nchOng J i百 在县城

南，与财神街相接，街内原建有文昌官故名，、

东西走向，长200米，宽4米，84户，229人，

汉族。有职工电影院。

[文星街]w吾n×ing J i吾在县城南，

以街北原有文星阁故名。南北走向，长120米，

宽5米，石面路，105户，332人，汉族。

、(文献里] Wenx ianIi 在县城南，

相传里内因文风盛，为官清廉，上宪赠赐“文

献里修故名。131户，487人，汉族。

(马家巷] 卜1石116 Xi6ng 在县城

南，与文庙街相接，巷内住户多马姓故名。

7r4户，253人，汉族。

[富善街] FOshan J i吾在县城西，

街的西头原有新财神庙，昔有栅子，上悬富

善街’’匾额因名。东西走向，长200米，宽4

米，水泥路面，居民、农民杂居，农民102

户，445人，居民13户，29人，汉族。曾名

高坡，驻有县医院。

[西城街] ×fchSng J i百 在县城西

城脚故名。南北走向，长250米，宽5米，116

户，328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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