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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协及《罗平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参加的

审稿会议审定，认为《；，罗平县地名志∥体例规范，结构合理．

内容详实 并报上级部门认可，：隹予出版发行，

?罗平县地名志》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今后在公务活

动和社会交往中，凡涉及使用我县境内地名时，一律以本志的

称谓为：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如确需更名和新命

名的地名，必须按规定办理审拙手续。



罗平县历届地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一九八。年

组长：韩正祥

副组长：梁家兴

成员：王建友唐石生保明焦应龙李明兴杨莲恩黄伯勤龚文清

宋志华崔小海吴中良陈立坤

下设办公室在民政局，张长青任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负责人从1982年4月1日以后为曾国荣。

一九九二年

组长：王开铸

副组长：朱文明李栋贤熊家荣

成员：王春生赵德荣唐德斌史学武余海宽吴和芳匮圈谢紊书
李国美 肖晓清张发寅曹国兴张朝金刘国民李家荣周志荣

下设办公室，朱文明同志兼办公室主任，曾国荣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oo一年

主任：朱德光

副主任：尹耀春

成员：毕跃先李吉平吴玉常林家德赵英祥李兴德王家福李兴宽

刘乔富李春碧雷沅林李明泽孙建明刘德良刘家祥李兴明



刘学周王开祥

下设办公室在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宋根祥兼任，由曾国荣同志任主编。

二oo二年

主任：朱德光

副主任：尹耀春

成员：毕跃先李吉平吴玉常叶荣昌 赵英祥汤跃宏梁顺成保稳章

刘乔富李春碧 区小周 熊建良孙建明 牛天佐刘家祥李兴明

黄树云王开祥

下设办公室在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宋根祥兼任，由梁大文任执行主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纂人员名单

主 编：吴玉常

副主编：宋根祥

执行主编：梁大文

编 辑：梅爱华陆树荣梁大文高垄李凤琼曾国荣孔繁溥

绘 图：陆树荣

摄 影：胡良辅

责任校对：梁大文陆树荣



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

稳定、人民安民乐业的兴盛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倡导全国各地编修地方志，以提供一部全面完整

的地情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罗平地名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经三届编委和编纂

人员的辛勤耕耘，终于付印出版了。它标志着我县结束了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的现象，地名管理工

作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法的轨道。该书是我县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具有法定性、标准性

和规范性的工具书和资料书，同时又是一部内容详实，可读性强的乡土地名知识读物。成果来之

不易，可喜可贺。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某一地方

的语言约定。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经济活动和国防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

历史的原因，地名源出不一，纷纭复杂。不少名称、字别音讹，语义含混，有的甚至带有封建意

识和民族歧视色彩；有的则一名数地或数名一地；有的有地无名。因此摸清家底，修编地名典

籍，依法规范地名，结束地名混乱现象，提高管理和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使全县地名具有法定

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是当务之急，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罗平位于云南省东部，滇、黔、桂三省(区)交会处，是云南出省出海的东大门，素有“滇

黔锁钥”和“滇东门户”之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罗平各族人民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全县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创

造，罗平这块滇东热土成就更加辉煌。油菜花海、布依风情、峡谷风光、瀑布群落让世人倾慕，

令世界瞩目。2002年4月，罗平30万亩油菜花海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最大的自然

天成花园称号。为适应建设旅游大省、文化大省和树立滇东门户形象的需要，依法规范地名，加

强地名管理，建立地名标志，对罗平乃至全省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罗平县地名志》出版问世之际，时值全国上下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我们深信《罗平县地名志》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罗平地名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开发利用，将对罗

平实施旅游带动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芝等雩常霎尹耀春常务副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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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规定要求编印

出版的。是我国建国以来地名普查、补更工作的主要成果的综合反映，也是几千年来民间积累地

名遗产的总结。

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

是人类在历史活动中形成的产物。它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被广泛的应用着。做好地名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命名、更名工作，提高地名的应用和管理水平，是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

工作。1981年，我县在全县展开了地名普查。1992年进行了地名补更。基本弄清了全县地名的

底子，并对原有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为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创造了条件，为编

纂本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基础材料。

《罗平县地名志》是一部以记述全县现有各类地名的地理位置、语别、来源及其含义为主兼

及历史沿革、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综合性资料书。全书约计50万字。列载县内各类

标准地名1725条。其中政区、居民点1463条，企事业单位67条，人工建筑72条，自然实体97

条，名胜古迹26条。它不仅使全县各类地名规范化，也是全县各地基本情况的综合反映。随着

地名的标准化，从此结束了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

本志是在地名补更的基础上进行编纂的，在编纂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为指针，根据省、市的编纂意见，遵循以地名为轴、内涵为本、外延有界、术语确切的编写

原则。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以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力求资料准确、内容翔实、结构得当、言

简意赅、文图并茂、查阅方便，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实用性统一。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罗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二oo二年十月一日

_《’



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实记述本县各类地名。力求作到

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坚持以地名为轴，内涵为本，外延有界的编纂原则。主要记述本县各类地名的标准

名称、来历、含义、方位、特征、历史演变，延及与地名有关的其它方面，如人I：1、民族、土

地、社会经济等状况，以及水利、电力、交通等设施，也作必要的简要记述。

三、本志设卷首、正文、附录三个部分，卷首含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罗平县地名志>的

通知》，本志编纂领导小组及编辑人员名录，序、前言、凡例、地图、照片、目录；正文含概况

和全县各类地名、分设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五

个大类；附录含中央和省有关地名管理的文件、条例、规定，各种参阅表及查阅索引。正文地名

采用条式编排，全志列载各类地名共1725条。

四、本志资料来源，以地名普查、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为依据，并参考各有关部门的详查资

料，档案资料和已编辑出版的专业志书、古籍文献、乡(镇)、村委会人口、土地面积、民族分

类数据参照各乡(镇)统计站统计数。企事业单位有关数据经实地调查得出。

五、本志汉字、汉语拼音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准。

六、本志政区地图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绘制的1：5万地形图绘制，只作示意，不作

界定。

七、地名词目中各企事业行政单位的占地面积数字、不作土地产权依据。其它地名词目涉及

的面积、长度(或距离)系参照1：5万地图估算，非实地测量数。地名词目语别，未作说明的均

为汉语地名。

八、本志断限时间、上限不限，按占有资料追溯，各种数据下限至2001年，政区设置沿至

2002年。

九、本志属内部资料，请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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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息、繁衍。据史书和文献记载：罗平远在战国时期至秦朝末

年，为漏卧侯国腹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漏卧县，隶属群舸郡。蜀汉、两晋、

南北朝仍名漏卧县，改属兴古郡。隋为南宁州总管府属地。唐设于蛮，为塔敝纳夷甸。高祖武德

七年(公元624年)，置盘水县，属盘州(西平州)。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为郎州

都督府属地。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相传为盘瓠后裔罗雄者所踞。至其孙普恐、改

塔敝纳夷甸(南诏之爨部地)为“罗雄部”，隶属于南诏国石城郡。宋仍为罗雄部，是为云南东

爨乌蛮三十七部之一，隶属于大理国石城郡。至南宋晚期，云南东部土司从大理分裂出来，建

“自杞国”，罗平为其“自杞国”中心地区。宋理宗保佑元年(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1254

年，云南统一，建云南行中书省，罗雄部归附，隶普摩千户所。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

割夜郎部，置罗雄州，辖亦佐县(今富源县地)，隶属于曲靖路。明初仍置罗雄州，成祖永乐初

年(1403年)，析亦佐县，直隶于曲靖府，罗雄州仍存。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裁定雄守御千

户所，调建于罗雄州。土酋者继荣弑其父者浚，叛乱。黔国公沐昌祚，云南巡抚刘世曾、将军刘

挺平定土知州者继荣之叛乱，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改土归流，奏请朝廷，四月改罗雄州为

罗平州，并移治所于今县城内，隶属于曲靖军民万户府。清初因之，康熙八年(1669年)裁亦

佐县并归平夷县。罗平州仍存，隶属于曲靖府。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改县，隶属于滇中道，

不久道废，直隶属于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29日)析“飞地”仁安镇、振义乡归师

宗、泸西二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隶属于宜良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师

宗析小红班、小马街二村入罗平县。

1948年迎来解放。1949年1月初，“罗平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3月1日，罗平县第一

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罗平县临时人民政府(罗平县人民政府前身)在板桥建立，隶属

于罗盘区专员公署。1950年隶属于宜良专员公署。1954年，宜良专员公署撤销，改属瞳靖专员

公署。同年9月16日，师宗县析火莫(村)人罗平县；罗平县划出小马厂(村)归师宗县。

1958年lo月26日(人民公社化初期)，师宗、泸西、罗平三县合并为师宗县。1959年2月15

日，从师宗县析出泸西归并红河州弥勒县，师宗与罗平二县合并为罗平县。1961年7月1日，师

宗县从罗平县析出，恢复师宗、罗平二县建制。1963年10月24日，师宗县析出高良区六棚、六

鲁、当别3个公社归入罗平县；11月26日，罗平县裁竹基全区13个公社人师宗县。1970年曲靖

专区改为曲靖地区，罗平县属曲靖地区行政公署辖以后，行政区域固定。1997年隶属地级曲靖

市。

罗平县地处滇东高原向桂西丘陵过渡地带及向黔西南山地过渡的一级台面之一部。南北相距

98公里，东西跨越77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呈不规则菱形分布。阶梯式从北向南递降，北部受

块泽河，中部受九龙河，南部受南盘江、清水江切割，形成了由山区(中山)、岩溶盆地、溶蚀

盆地、中、低山河谷及丘陵等多个单元混合的特殊地形。西北以溶蚀洼地及缓丘孤峰为主，中部

以山间盆地、中山河谷为主；东南以石灰岩峡谷、山地，低山河谷、峰丛山地、峰林为主。县境

北部和南部山高坡陡，沟深谷狭，地形破碎。全县平均海拔1595米，最高点为中部环城乡与九

龙镇交界的自腊山，海拔2468米，最低点在东南部的三江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汇

处)，海拨722米。境内山脉属乌蒙山的南延部分，多呈东北至西南走向，部分为南北走向。名

山有白腊山、照壁山(古名玉屏山)、盔甲山、马把山、金鸡山、石龙山(古名淑龙山)、土官城

山等。大山有刷竹山、牛头山、五里箐、老虎山等。

境内河流属珠江水系。九龙河发源于独木水库，从麒麟、陆良、罗平三县区交会点进入罗

平，流经阿岗、九龙、长底三乡镇，横贯罗平县中部，与黄泥河汇合后注入南盘江；流经东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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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河、多依河；东北部的块泽河、初纳河；流经南部的南盘江、清水江，最后都汇集到罗平县

境的最低点——三江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汇点)，交广西红水河，再注入澎湃壮阔的

广东西江，归入浩渺无边的南海。

罗平地质形成年为妒-0．7亿年，由加里东、天山、海西、印支、燕山等构造运动形成。地

貌为喀斯特地貌，石灰岩发育十分明显，地下多石灰岩溶洞、伏流和地热。

罗平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具有冬寒期短，雨量充沛的特点。是云南省四个多雨中心地

区之一。又因地形复杂，垂直立体差异较大，具有典型的立体气候特征。全年平均气温在

12．2℃至18．5℃之间，一月最冷，平均气温自北往南由5．1℃递增到9．50C；七月最热，平均气

温自北往南由19。C递增到25℃(最高达39．1℃)。全年日照时数1685．8小时，有雾日数为38．1

天，无霜期在231于253天之间。年降雨量在1310．6至1778．9毫米之间，雨量尤以白腊山(其

山是东南季风的迎风坡)东南麓的罗平坝子最多。气象灾害主要有洪涝、大风、冰雹、霜冻、大

雪凝冻和大旱。

罗平位于云南四个多雨中心地区的滇东多雨区，境内水资源丰富，年平均降雨量43．52亿立

方米，除去蒸发损失19亿立方米和年径流8．33亿立方米后，还剩下16．19亿立方米，占总水量

的66．02％，人均有水31134．6立方米。蕴藏着丰富的水能资源，全县水能蕴藏量105万千瓦，

已开发利用72万千瓦(其中鲁布革电站60万千瓦、大寨电站6万千瓦、腊庄电站6万千瓦)，

罗平河流大多数常年流水，四时不竭。地下水资源丰富，总水量8．33亿立方米，已发现的龙潭

和泉流2l处，以老厂乡的初纳大寨泉水、阿岗镇的戈维泉流、鲁布革乡的腊者村泉流等出水量

最大，常年出水量都在每秒1．0立方米以上，在这些地下水源中，有部分温泉。

罗平幅原辽阔，土地资源丰富。根据1992年土地详查资料，全县土地总面积453．8万亩。

林地161．8万亩，占土地面积的25．3％，荒草地占17．1％，水域面积占1．2％，城镇村社交通用

地占8．3％，难利用土地占15．7％，园地占1．4％，其它占0．05％，耕地1149711．7亩，占

25．3％。耕地主要分布在罗平坝子、草白海子、山间小盆地及坡度在25度左右的山区地面，有

30--3000亩的山间小盆地80余个，千亩以上的坝子(槽子)40个。土壤大致可分为红壤、赤红

壤、黄壤、黄棕壤、紫色土、石灰土、冲积土、革甸土、水稻土九大类型。红壤占旱地面积的

36．4％。

罗平自然生态及农业生态较复杂，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据《云南省罗平县森林资源调查、林

业区划》载：罗平县有高等植物50多个科、70多个属、100多个种。主要树种有云南松、华山

松、油杉、麻栎、栓皮栎、旱冬瓜、高山栎、栲、杉木、苦楝、滇楸、梓树、酸枣、黄杨、桦

木、桤木、椿树、核桃、板栗、枇杷、油桐、棕榈、茶叶、慈竹、金竹、木荷、红椿、枫香、白

花泡桐、木棉、合欢等。灌木及草本植物有杜鹃、滇杨梅、木姜子、四明花、火把果、棠梨、南

烛、乌饭、马桑、安息香、白茅、凤尾草、紫茎泽兰、铁芝箕、扁茅、蕨类。药用植物有生血

草、地球半夏、龙胆草、白头翁、虫蝼、柴胡、苦参、白芨、马蹄香、南天星、骨碎补、金毛狗

蕨、千张纸、石斛、钩藤、砂仁等；栽培植物有500余种，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蚕豆

为主，经济作物有烤烟、油菜籽、生姜；果蔬类以桃、李、梨、芭蕉、柑桔、苹果、瓜、豆、白

合、白薯为主。野生食用菌有近20种，其中尤以鸡土从、竹荪、白荪、香菌、木耳、青头菌、牛

肝菌、刷把菌、老人头、石灰菌等品质最好。

野生动物主要有獐、狐狸、野猪、野兔、豪猪、水獭、旱獭、松鼠、白脸獐、猴子、穿山

甲、刺猬等。鸟类主要有鹰、猫头鹰、雁、鹃、燕、鸠、房雀、雉、画眉、八哥、布谷、鹧鸪

等。饲养动物有60多个品种，以猪、牛、马、骡、驴、羊、鸡、鸭、鹅、鱼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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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山区辽阔，植物群落多种多样，在林业用地中，有林地1232077亩，疏林20999亩，灌

木林515927亩，未成林地5973亩，经济林57880亩，竹林14280亩。主要树种有杉木、华山松、

油杉、云南松、旱冬瓜等。名贵树种有香樟、红椿等，果木林有核桃、板栗、柑桔、梨树和桃李

等。在鲁布革乡罗斯、团坡、六鲁、六朋、当别生长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树蕨(桫椤科蕨类

树物)。

复杂的地质构造，为罗平矿产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据勘测资料表明，县境内有煤、铅

锌、大理石、硫铁、石膏、铜、铁、金等9种主要矿藏。其中煤的蕴藏量达25—30亿吨，主要

分布在阿岗、马街、阿鲁和富乐等乡镇。板桥、钟山二乡镇亦有少量分布。矿体长20公里、宽

2．5公里的黄金矿分布在钟山乡鲜拉。铅锌的蕴藏量达550万吨，集中在富乐镇；大理石主要分

布在马街、环城、板桥、富乐等乡镇。据《罗平州志》、《云南古代史》记载；铅锌的采掘、冶炼

历史长达三百余年。现已建成13处理原矿石近300吨的采选厂。

罗平土壤肥沃，气候温湿多雨，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农、林、牧、副、渔

业的基础雄厚，是全国48个油菜生产基地县之一，41个烤烟优质适产示范县之一，云南省商品

粮基地之一。经济以农业为主。2001年全县耕地面积114．9万亩，其中水田18．2万亩，旱地

96．7万亩。总播种面积100．7万亩，其中粮食作物55．1万亩、经济作物45．6万亩。2001年粮食

总产1．74亿公斤，烤烟1989万公斤，油菜籽3446万公斤，生姜68万吨。农业总产值90402万

元，人均1924元；国民生产总值22．6亿元，人均4388元。年末生猪存栏258086头，大牲畜存

栏108825头，山羊存栏67687头。

罗平开发利用水利电力的历史悠久，远在明代，罗平县各族人民就开始对九龙河、块泽河进

行初步的开发利用。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县城西郊修建太液湖，一为“蓄水以制火患”，

二为“引灌附近田亩，并培风景”。尽管如此，迄1949年止，仅有鲁邑、洛得克大沟、阿洪大

沟、腊庄、江边大沟等近10处水利设施，可灌溉耕地1500余亩，没有电力设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县委、县政府把水利建设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工作来抓。至2001年共建有中型水库2

座，小(一)型水库3座，小(--)型水库14座，总库容2754万立方米，小坝塘81个，机电排

灌站66处220台。自流行水沟渠2000多条，各项水利设施总有效控制面积lO万余亩。1963年后

农村掀起了小水电站建设高潮，至1979年建成小水电站108座，装机容量共计986．7千瓦，小水

电站对照明、加工米面及灌溉少量农田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县内九龙河电站、大寨电站的建成，

小水电站逐步被大电网所取代。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普遍使用高压电网输电。至2001年县内

建成腊庄、鲁布革、大寨三座电站，其中腊庄电站为现建电站，装机容量为6万千瓦，是目前全

国最大的县办中型电站之一；大寨电站、鲁布革电站属省建电站。鲁布革电站装机容量为60万

千瓦，是中国首次引进外资进行水电建设的试点工程。科技含量较高，年发电量28．49亿度，主

供昆明市、曲靖市、广东、南昆铁路电铁牵引用电及云贵两省边境地区用电。全县有llO千伏输

电线路3条，长18．32公里；35千伏输电线路12条，长165．49公里；10千伏输电线路44条，

长222．9公里；变电站8座；变压器1700台，通电率达100％。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农

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

罗平工业发展速度迅猛。明代，罗平有砖、瓦、石灰、竹木、铁器等制作。清代，民间逐渐

兴办各种实业，酿酒、榨油、造纸等作坊陆续开业，有少量煤碳开采。雍正至乾隆年问私人几度

开采铅锌矿。光绪、民国年间用土法冶炼硫磺。民国时期，城乡小手工业增多，但规模、产量不

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平工业迅速发展，1952年，有个体手工业232家(户)，工业总

产值为54．4万元。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罗平工业成效显著，现已有冶金、采矿、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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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化工、造纸、建筑、建材、电力、农机、印刷、酿酒、服装、皮革、食品加工、林产品加工

等全民、集体、私营工业。2001年末工业总产值13．76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3．49％。

其中黄磷、锌锭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

罗平地处滇桂黔三省(区)交界，特殊的区位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罗平自古为云南出省

出海的东大门，素有“滇东门户”之称。明清时期先后修筑东、南、西、北四条驿道，沟通罗平

与外地的联系。民国19年(1930年)开始修筑滇黔公路过境。民国34年3月建成通车，境内路

长64．58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路建设，采用多种筹资投劳形式。

20世纪50～70年代末，先后修通了“罗黄”线、“罗八线”、“板钟”线、“钻块”线等公路干线，

公路网络辐射到各区乡。80年代以后，公路建设速度更加迅速，迄止2001年底，全县拥有公路

300余条，全长2157．4公里。其中国道68．4公里，省道68．2公里，专用公路58公里，县乡公路

96．16公里；乡村公路1001．2公里。全县6镇8乡和所有行政村通公路，1244个自然村970个村

通公路，通车率78％。南昆铁路横穿县境东西，全长57．57公里，各级站点5个。铁路货站一

个，储运量为30万吨。由于天生桥电站的建设，库区蓄水使罗平境内的黄泥河、南盘江可通过

l万吨级的船只。

全县14个乡(镇)都有汽车和客运班车营运，部分行政村和自然村也有客运车直达，毗邻

省、市、县均直达客车。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机动车辆逐年增加，2001年末全县拥有民

用汽车5380辆，其中营运载客汽车208辆，营运量达75万人次，营运载货汽车3176辆，货运量

达79万吨。

罗平邮电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早。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罗雄州开建驿道，设置多罗

驿站。明代沿循。宣统二年(1908年)，设置罗平邮政代办所。民国lo年(1921年)成立罗平

电报局通报营业。民国29年改邮政代办所为三等乙级邮政局。民国33年抗战时期，罗平修建飞

机场，外来人员增多，业务量增多，局制改为二等乙级。1951年lO月21日罗平县邮政、电信合

并为邮电局，下设3个代办所。1956年设支局3个，邮电所7个，代办所3个。2001年全县各乡

(镇)设有邮电所和服务网点共26个，建成了以县城为中心，覆盖全县14个乡镇155个行政村

的邮电通讯网。农村邮路及投递路线3087公里，报刊累计数258．75万份，邮电业务收入302万

元。2001年电话线路总长356公里，市话达17904户，农话6912户，移动电话21600户。长途程

控自动计费微机系统l套，并进入全国长途程控自动网，市话自动交换机容量24432门，实现

长、市电话直拔，农话自动拨号，有数字传输机2台，开办了有声信函，邮政储蓄等业务，已能

同国内外办理邮电业务。

随着社会交往和各民族大融合的不断发展，罗平商业日新月异。明代，罗平辟有古驿道通往

省内外，县城商业兴起。清雍正七年(1729年)，外省商人到富乐开采铅锌矿，运进成药、布

7匹、食盐、日用品等，同时运出罗平盛产的鸦片、菜油、山货及农副产品和矿产品。宣统二年

(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四川及两广等省外商长期到罗平经营洋杂商品，罗雄、板桥、富乐

集镇成为罗平商业活动中心。

1950年，县内开始兴办国营商业，日用商品逐渐增多，1952．1953年，城乡成立供销合作

社，1956年，完成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城市以国营商业为主，农村以集体商业为主、

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市场繁荣。至1989年，全县商业国内纯购进额1．08亿

元，其中工业品纯购进额2576万元；农副产品采购额81．93万元。全县商业商品零售额1．15亿

元。2001年，全县集贸市场发展到40个，其中万人以上5个。商业网点6174个，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4．0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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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土司统治的历史较长，明朝方改土归流，加之地处僻乡，文化教育开发较晚。明弘治七

年(1494年)始设社学兴教，至清朝末年，全县仅有高、初两等小学10所，学生共200余人，

此外，私塾继设40余所；民国元年(1912年)，改学堂为学校，全县共开办小学22所，有学生

508人。1950年，全县开办小学191所，有学生8605人，初级中学1所，在校生116人，教职工

总数335人。2001年末全县有普通中学23所(其中有一所为私立学校)，247所小学、15所幼儿

园，在校学生11．85万人；职业中学l所，在校学生1288人，专职教师63人。中小学校舍

517777平方米。从1996年至2001年的6年间，全县升人大中专学校2418人，1998年实现了“普

九”目标，2000年通过了“普实”验收。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大生产中的作用日月突出。为适应社会发展的

需要，1971年罗平县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1991年全县14个乡镇相应建立了科普协会。现有

县级专业学会16个，各种农业专业技术学会(农研会)80个，会员1735人，各种技术咨询服务

站64个。1991年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01年末，全县有农技、畜牧兽医、植保、植检、水

产、良种繁育、林业、水工、水文、气象、地震测报、医疗、保健、防疫、药检、建筑设计、质

检、标准计量等17个技术单位，所有乡镇都有科技干部和农、林、水、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

155个村民(社区居民)委员会配备了农科、兽医和林业员。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技

术人员5840人。几年来，共获科研和技术成果奖(指省市级表彰过的)40项，其中省部级奖2

项，地市级奖38项。 。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属上层建筑的范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全县人民的努力，

罗平文化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前只设有一个民众教育馆。1950年成立县文化馆、

新华书店、电影院、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规模逐年扩大。2001年县图书馆收藏书籍5．5万册，图

书流量达8万人次。全县有文化站和文化中心14个，电影院10个、礼堂、俱乐部各1个，电影

放映队12个。1972年正式成立县文工队，经过艰苦摸索，民族民间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赞花

扇》、《破四门》、《小哥上门》、《好村长》等歌剧和曲艺，先后受省、市和文化部的嘉奖。现有群

众业余演出队140个，业余创作骨干近百人，先后整理出版了《罗平花灯曲调选》、《云南民间民

族舞蹈集成·罗平资料卷》和民歌、民间故事集。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2001年全县建立广播

电台l座，电视差转台和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3000座，开通了微波电视，电视覆盖面积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平县卫生事业蒸蒸日上。民国38年，罗平建立卫生院，但条件

十分简陋，1948年仅有1名内科医生，2名护士和1名助产士，病床6张。1950年建立罗平县人

民卫生院，1953年成立防疫站，1983年成立保健站。经过50年的发展，到2001年末，共有医疗

机构204个，病床1162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994人，在全县范围内消灭了疟疾，麻疯病治愈率

达93．6％。为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罗平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既是云南出省、出海的东大门，又是布依文化的发祥地。旅游资

源丰富，境内有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落——九龙瀑布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布赫曾为其题名：

“九龙十瀑，南国一绝”。1999年6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命名该景区为全省首批11个优秀风景旅游

区之一：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花园——30万亩油菜花海，2002年4月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

总部授予“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称号；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水车博物馆——多依河天然水车博

览园；有可与长江三峡媲美的鲁布革峡谷风光；有中外闻名的鲁布革电站地下厂房景观。多依河

柔美秀丽，婀娜多姿。养育着勤劳、纯朴的布依族儿女，蕴育了丰富多姿的布依文化。以县城为

中心的油菜花海、太液湖、腊山湖、湾子湖和天生桥库区淹没后形成的万峰湖，景色迷人，让人

留连往返。丰富的旅游资源给罗平带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从1998年罗平县委、政府提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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