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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县人民政府文件
永政发(1984)11 3号

关于颁发我县打标准地名”及

’《永平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公所、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

形状特征，而共同认定的名称，是社会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

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

事。由于我县多民族杂居，许多地名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很大，出现

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译音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特别是

搿文革”期间大搞地名二片红，任意更改地名，使地名造成更大的混乱。随

着四化建设的发展，搞好地名普查，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重要。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3 0 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我县于

一九八一年十月组织力量对全县八个区的地名进行了普查．经过反复核实，

听取干部群众意见，考证有关资料，对照地理概貌特征和群众的习惯称谓，

确定我县标准地名，编辑成《永平县地名志》现予颁布使用。今后在称呼、

书写、使用地名时，应按照此次确定的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改

和新命名的地名，按照国务院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程序和权限逐级上报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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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的部

署，在省．州，地名办公室具体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永平县地名普

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了熟悉和热爱此项工作的同志组成工作班子·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

史负责的精神，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干部，实事求是的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从八一年十月开

始，历时十七个月，完成了表，卡，图，文四项成果资料。经州，省逐级验收合格，资料已上报

州、省、中央地名委员会。现根据四项成果资料，在县政府领导下，成立了地名志编纂办公室，经

过一年多的工作，编辑成式云南省永平县地名志》作为工具书向社会提供使用。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的重要基础。整个工作大体经历了组织准备、业务培训，实地调

查，资料考证，资料整理，成果验收等过程。采取领导，群众和专业人员三结合的方法，普查了全县

地名现状，来历，含义及沿革。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名标准化工作，确定了符合读音，书写，正音，

正字的规定，含义健康的地名。对有损民族团结，含义不好，用字生辟的地名，通过群众协商讨

论，按照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权限，履行了法定的报批手续。

地名是国内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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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统一，地名

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

绘，文教等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通过地名普查和编辑出版

《云南省永平县地名志》，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况。今后，使用永平县地名，应以地名志中

的标准地名为准，如需要更名，命名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法定

手续，方可有效。

本地名志收录的标准地名，是按五万分一地图上每一条地名作了增、删和标准化处理的。

2219条标准地名中，行政区划单位82条，自然村1543条，片村28条，城镇街道3条，独立存在的，

重要的，起地名作用的各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35条；古迹，古遗址，纪念地，建筑物34条，各类

自然，地理实体276条，地片218条。另外，志书中还绘制永平县地名图一张，插页照片28张，传说

中的地名小故事一份。

县区文字概况所引人口数系1982年人口普查数，行政隶属关系数字是1984年体制改革后的数字，

其余数字均采用1980年的年报统计数。



为保持区、乡辖属地名的完整性，采取从上到下，从左至右，按纬差一分以区、

排列。为了查阅方便，我们还排列了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和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在编纂《云南省永平县地各志》过程中，承蒙省、州、县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区

助，在此，谨表谢意。由于我们缺乏专业知识、水平有限，对其中有缺点，错误的地方敬

编辑《地名志》是在县政府领导下，由谢恩沛，马瑞华，杨继梁、林荫曾，马群

刘家茂，崔东泰共同组成编辑办公室。

照片摄影。林荫曾、杨继梁、王式远。

制图。 马群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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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平’县 概 况

永平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县人民政府驻老街镇新民街。是内地通往边境专州及缅甸的西陲要地。

东邻漾濞县，南靠昌宁县，西至澜沧江边与保山县隔江分治，北与云龙县山水相连。总面积2884平

方公里。辖曲硐，龙门，杉阳，厂街，水泄，龙街，北斗，老街八个区、七十二个乡(镇)，其中

民族乡三十四个。1543个自然村，470个村民委员会。25786户142156人。其中。汉族97781人，占

68．78％，彝族27627人，占19．43％，回族10333人，占7．26％，白族3736人，占2．62％，苗族1496

人，占I．05％，傈僳族1056人，占0．74％，藏，壮、布衣、满、僮、瑶，哈尼、傣，黎，纳西，

佤，景颇，普米等族共127人，占0．09％，是一个多民族的县。

永平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属益州郡，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始立博南县，蜀汉、

晋、宋，齐属永昌郡，唐初属匡州、唐南诏为永昌节度地，宋大理为胜乡郡，五代，宋属永昌府，

元宪宗七年(1257年)改胜乡郡为千户所，属永昌府，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一统的元为对汉

代在西南边疆设治的肯定和纪念“汉永平中始置县劳这一史实，而以永平为县名，寓以永远太平之

嘉意。明洪武十五年，改县为永平御，属金齿卫，明洪武二十三年永平以千户所之设置属金齿军民

指挥使司，明景泰属永昌镇，嘉靖元年(1522年)改属永昌军民府，嘉靖三年春复改永昌金齿二千

户所为永平县，属永昌军民府，清代体制设置虽有变更，但隶属关系一直未变，民国初属腾越道，

后划归大理管辖至今。

永平界至多有变更。清道光前，东达漾濞县卖牛巷，南至岔路稻田略外，西至博南山顶，北至

干海子，瓦草河，东北至云龙福里一带。道光三年五月东北部福里以内六十八寨割归云龙。民国元

年漾濞立县，划永平顺濞江以东和龙街镇的吉村，三马，水竹坪、阿富厂，迤古摩归漾濞。划保山

的杉阳地区和顺宁(昌宁)的稻田至四季利河及鱼坝平坦以内的龙马上半乡归永平。直到民国二十六

年方才划割清楚。解放后为了设置管理的方便，1950年划瓦草河地区归云龙县。一九五九年云龙，

水平合并为永平县，六一年分县时，划云龙黑豆场等地归永平，形成现时之永平境界。

解放三十年来县属体制多次变更。一九五二年前，县人民政府下辖四个区，老街，银江，龙

门，北斗为一区，杉阳为二区’厂街，水泄为三区，龙街为四区。区以下设村。一九五二年底民主

建政，原设区不变，下辖48个乡直到1958年。1958年初撤区并乡后，县直辖21个乡，1958年底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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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龙街两个联社，联社下辖13个人民公社，122个管理区，1962年'举1966年全县设六个区(银

江、龙门，杉阳，厂街、水泄，龙街)一社(云台山公社)一镇(老街镇)，改管理区为小公社，

1966年"举．1968年间复改区、镇为人民公社，小公社为大队。1954年"至1968年县设人民委员会’

1968年zi茜1980年称县革命委员会，1980年第三次普选改称县人民政府至今。1984年春体制改革后，

县辖八区、三镇、三十五乡和三十四个民族乡。

永平县境内群山连绵，地势复杂。‘横断山脉云岭山系的云台山脉，博南山脉环绕全县。从地势

上看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差大。全县平均海拔1800米左右，最高峰为青神龙海拔2933米，．最低

为伟龙鱼坝平坦海拔1130米。由于山高谷深，峰峦重叠，河流深下，地貌复杂，海拔差异大，形成

了永平是一个山区县。就全县-420万亩的总面积看，一般山地面积就占85．7％，高山占8．1％，坝子

河谷只占6．2％。

全县主要河流有银江河，倒流河、上村河等30多条，加上山川箐沟共有大自然长流水沟153条。

一般地表水量为1．8亿立方米，过境澜沧江年产水量356．37亿立方米，顺濞河年产水量2．5FL立方米，

共计年产水m-360．67亿立方米。地下水有曲硐温泉，水温高达57"C，水质碱性，每小时喷水量为01

吨。

根据省气候区划指标，我县属亚热带气候中的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均温为16—18度，一月均

温7—9度，七月均温为20—22度。有霜期为120天左右。年积温5835．9度。降雨量分布，伟龙、

松坡，金光寺一带，龙门、北斗，龙街的大部份地区，降雨过程多，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00一

1500毫米。而杉阳坝子，沙鲁、羊街等地为少雨区，年降雨量为700至1100毫米。其他地区年降雨

量为1000mll00毫米。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干旱，低温霜冻，冰雹和强风。 录

我县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县有林面积为109万亩，占全县总面积39．3％，有高灌森林57．75万

亩，用材林86．8万亩，木材总蓄积量为909万立方米。经济林木有泡核桃21160亩，铁核桃30，000

亩，油桐11，084亩，茶叶4000多亩。

野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根据林勘五大队调查，在我县金光寺林区仅高等植物就有89科360余

种，其中尚有第四冰期遗留下来的樟科，木兰科等多种古代植物的分布，特别像水清树(木兰科)

是独属独种的独生子。具有活化石美名的阙氏木兰(木莲花)和杜氏木莲、楠木，华山松、云南枫

杨高达25米。遍岭各色杜鹃和原始南山茶特别繁茂，有的高达12米，花色艳丽，树形美观。栽培植

物有我国第二棵大茶树(孝感茶)，高8．2米，根径130．2厘米，周径4．09米。大理茶花高7米，周

径219厘米。千香柏、侧柏高27米，还有绒叶含笑，玉兰、七芯茶花等。

药用资源种类繁多，如小蘖科，毛莨科，伞形科、天南星科、百合科，姜科可全草入药。全县

尚有人工栽培的三七，天麻．人参．当归，红花，木香，砂仁，草果，胡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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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可供外贸出口的冬菇，黑木耳、鸡棕，松茸等特产。

野生动物资源有国家明令保护的珍贵动物如虎，金钱豹、草豹．黑熊．马鹿，麂子，獐子，

山驴，岩羊，金丝猴，孔雀、风凰鸡、康鸡，白鹇鸡等。

矿藏资源有铜，铁，钴，钼，铀，金，水晶石，石棉，煤等。历史上曾冶炼过铜铁，现存大量

矿渣，其中还含有大量的钴和钼。铀矿为国防尖端所需物资，、69年至71年曾开采过铀矿，由于矿贫

停采。煤蕴藏量约1300万吨，以年采三万吨计算，可采400年。

工业主要以采煤，制糖，木材加工和小型农机具加工。现有年产12000吨煤矿一座，年产红

糖500吨，蔗酒100吨的糖厂一座。1980年工业总产值为464．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9．1％。‘
一

城乡企业有新的发展，现有区办企业33个，乡办企业72个，从业人员1318人，1980年城乡企业

总收入125．88万元。

农业以粮食，甘蔗，土烟为主。全县有耕地面积202762亩，其中水田64357亩，山地138450

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包谷，小麦，蚕豆为主。1980年粮食总产78174000斤，入均占有599斤。

80年主要作物播种面积是l水稻64243亩，总产3210万斤，平均单产500斤，包谷138405亩，总产

2616万斤，平均单产189斤，小麦50011亩，总产107万斤，单产214斤，蚕豆21110亩，总产335万

斤，平均单产159斤．80年甘蔗总产909万斤，土烟48655斤。农业总产值1964万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80．87％。

发展林业是我县一大优势，1980年林业总产值128万多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

畜牧业的发展也是我县优势之一，1980年末大牲畜存栏数57712头，人均0．4头，生猪存栏数

103523头，人均0．8头，山绵羊75743只，人均O．6只。人均占有大小牲畜1．8头(只)。畜牧业总

收入150多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16．5％。

农田水利有了很大发展，现有蓄水工程207件，其中小(I)型水库二座，小(I)型水库五

座，小水塘200多个，设计库容量为763．25万立方米，效益面积为17291亩。引水工程有大小水沟

工253条，有效灌溉面积6720亩。机械喷灌工程117件，670马力，建立喷灌池338个，控制面积

为8531亩。人畜引水工程83件，解决了15922人和9207头大牲畜的人畜饮水。全县有小型电站30多

座，装机容量为2553砝。目前，经省，州批准，利用云龙县溉江水利资源建有一座装机容量为4560危

的小型发电站一座，取名{优江电站，设计投资为626万元，机组设备141万元，总投资为677万元，

投产后除供永平工农业生产和照明用电外，主要供云龙锡矿工业用电，同时与保山并网。

交通运输，全县有载重汽车46辆，大中型拖拉机55台，手扶拖拉机68台，胶轮马车52辆，小

车，手推车2699辆。交通方便，县境内有昆畹公路新1日段贯穿其中，近140公里，加上县修公路

46公里，使八个区，49个乡都通公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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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了很大发展，现有普通中学三所，区级中学四所，附设初中十一所。

在校高中学生846人，初中学生3629人。有小学375所，在校学生21423人。幼儿园二所，幼儿班

五班。入院儿童423人。业余夜校101所，夜校学生2513人。有中小学教师1325人。其中。中学教

师292人，小学教师909人，幼儿教师9人，夜校教师110人。兴建了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站，

电影院，文工队，文化站，现有职2I"．82人。各区都有广播站，电影队。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有县医院一个，区卫生院八个，设置病床188张。有防疫站、保健站

各一个，全县共有医，护人员253人，乡村医生200多．人。

文物古迹有省二级文物保护的霁虹桥和博南古道，拟报省将金光寺列为自然保护区．其它寺，

祠．庙，阁，庵从五八年以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巳破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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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大河穿城而过，图为河上的

老街大桥

缅桂之乡的大白缅桂花树



一九八二年建成的百货大楼

水
平
县
又
化
馆



老街区概况

老街区位于永平县西北部。东与北斗区接壤，南与曲硐为邻，西至澜沧江边和云龙，保山两县

隔江分治，北靠本县龙门区。总面积188．2平方公里。是永平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据记载和采访，银江大河旧称银龙江，原绕城而下，城内凿渠通流。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年)五月，水平地震断续三天，大河改道破城而下，城廓遂废，淹没官署民居，官衙几迁便

署。到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鉴于嘉靖年间大河改道之害，重建新城于西山东麓，继迁

县署民居，开辟街道市场于新城，县署旧址即称老街。清咸丰同治间，新城也毁于内乱，县署因几

多原由，于同治十年暂迁曲硐，到光绪十八年迁回老街，后又几经搬迁，老街之名始终沿用。

。

解放后体制区划多变。解放初设两街，以河西的新华，新民，新城为一街，河东的甸板村以

南，光音河上半村以北，锅圈山，冷饭坡、荒田、箐门口、东山以内地区均为二街，各设街公所归

一区，1952年2月10日老街民主建政，成立老街人民政府。划新华街为新华大组，划花桥之大尖山，

土官庄，蟠桃寺，新城为新城大组，划骷髅山(今富足山)，新民街为新民大组，划河东街，教场

街为新光大组，车站以外地区另建河湾乡，统归一区管辖。1954年3月为了管理方便，人口分配恰

当，划河湾乡的锅圈山、冷饭坡，荒田归铁丝窝乡外，。其他归并老街镇，设车站，河湾，宝峰，东

山等大组。1958年初撤区并乡，撤镇改并大组为管理区，设新华，新城、新光，车站五个管理区，

属银江联社。1965年底又成立老街镇，直属县，设新华，光明，新城，车站四个大队，划土官庄归

卓潘大队。1968年改设老街镇革委会，辖新华、新民、新城、车站四个大队。1971年改镇为公社，

大队调整为河东，河西、胜泉、卓潘，沙鲁五个大队。1981年4月老街公社恢复为老街镇，下辖河

东，河西，胜泉，卓潘、沙鲁，大箐六个大队和一个居民委员会。1984年春体制改革，改老街镇为

老街区，并大箐，卓潘为卓潘乡，并河东，河西，居民委员会成立老街镇，划曲硐区苏屯乡归老街

区，现全区辖老街镇，苏屯、胜泉，卓潘，沙鲁四个乡，一个居民委员会，三十个村民委员会，一

百零二个自然村。

全区有3006户，14663人，有汉、回、白，苗，傈傈五种民族。耕地18283亩，其中水mi0216

亩。1980年主要作物播种面积及产量(不含新划入的苏屯乡)，水稻7716亩，总产2742730斤，平

均单产615斤。包谷5335亩，总产1479649斤，平均单产277斤。小麦3295亩，总产1236352斤，平均

单产375斤。蚕豆2078亩，总产348218斤，平均单产168斤。全区人均占有粮食689斤，每年交售公

余粮121万斤。

区内最高海拔2666米，最低1400米，年平均温度20．2度，成霜期9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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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山区乡地广人稀，森林茂密，牧场宽广，对于发展经济林木和培育用材林以及发展畜牧业

都有优越的条件。现有大小牲畜5572头，人均0．46头。坝区人多地少，处于交通沿线，宜开展多种

经营，广开生财门路。要有计划地进行城镇和住宅的建设。此外尚有大碱塘辽阔含碱缓坡山地，可

以大力发展桐林，培植果园，发展饲养业。

境内有铜、铁、钻，金，铀，煤等矿藏资源和森林资源。

城乡企业有很大发展。有汽车五辆，履带拖拉机、轮式拖拉机九台，手扶拖拉机二十七台。机

械配件厂一个，铁工组二个，建筑队三个，五金修理组二个，桐林场一个。1980年城乡企业总收入

1274720元，人均收A．IOO元，年底存款数138060元，私人存款22611元。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区内有完小六所，初级中学一所，附中一所，村小二十一所，在校学

生3154人，有教职T142人。有区卫生院和民办医院各一所，有医护人员27人。

银江大河自北入境，穿城而过，是主要大河，枯洪流量差异突出，但枯流季节足以供浇灌，农

田受益甚大，有库容250万立方米大碱塘水库一座，改变了河东地区缺水状况。

县城街道均可通车，昆畹公路新旧段(经改线留下的旧公路段)绕城而过，加上1979年自修炉

字公路，使全区各乡均通公路，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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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永平县 YcSngPfngXlan

新，民街XTnmTn J16

老街区LaojleQo

新光 街XTnguOng J18

老街镇 L60 JI百Zh爸n

新 华街 ×Tnhu石j幢

老街镇居委会 L石ojl百Zh吾nJow荟Ihui

车 站 CheZhan

东 山D6ngShOn

外箐门口 WaiqTngm吾nK6u

里菁门口 LTqTngm否nK6u

姚安村 Y600nCOn

木坝沟 ·Mebagou
、

河 湾 H百W石n

黑油关H(jlySuguan

宝丰寺 B石of6ngST

麦则山 HaIZ@Shan

鸡刺塘 ITCTt6ng

新 城XTnCh@ng

豹子窝 BaoZlW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