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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县人民政府文件

广政发(1 986) 号

关于颁发《广南县地名志》的通知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关系

到四化建设、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国际交往和人民日常生活的

大事。由于历史原因和人为的因素，使我县地名也存在一地多名、用

字不统一～多地一名、民族语地名音译不准、含义不健康和不利于民

族团结等混乱现象。

遵照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文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

精神，我县于1 983年1月完成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范围内的各

类主要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考证有

关地名资料，对照地理概貌特点，对地名的混乱现象作了标准

化、规范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

编纂意见》编纂了《广南县地名志》，经省和州审查认可，特予颁
上三工

及。

今后使用地名，一律以本志所载为准。如需要新命地名或更改

地名，均应根据国务院国发(1 986)1 1号《地名管理条例》的规

定，报经批准。

广南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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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尝窒
日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地球和宇宙间各种地理实

体不同位置，范围，形状和特征约定俗成的名称。搞好地名的标准

化，提高地名管理的科学水平，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

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

活。因此，地名读音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即

地名是否标准化。对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有重要关系。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从1980年5月开始，到1983年1月结束，历

时两年零八个月。在普查过程中，我县地名普查工作者曾多次到各

区、乡、点进行实地调查，请教有关知情人士，征求广大干部和群

众意见，查阅了大量地方志，碑文等有关地名资料，共核实调查了

3793条地名，基本上弄清了每条地名的称谓，来历，含义和演变过

程。对少部份含义不健康，读音，书写不规范的地名，作了标准化

处理；对需要更名，命名的地名，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暂行规

定》的有关精神，上报和审批。在此基础上，我们编纂了这本《地

名志》。

本《志》共辑录广南县地名3 567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名称3036条；企事业单位26条；人工建筑物23条；名胜古迹4条，

纪念地1条；自然地理实体384条；江河22条；洞7条， 沟l条，

瀑布l条；地片、片村62条。本《志》还附载广南县行政区划图l

幅，彩色插图8帧，黑白插图l帧以供查阅和参考。此外还有音序

1



笔画索弓J和正音正字对照表，以供查找和对照。

广南县是个多民族杂居区，无论山河，居民点或是场坝，均有

民族语称谓。本《志》共录民族语地名1 1 3蛹占总数34．9％。其
中：壮语1074条，彝语55条，苗语2条。对民族语地名的译写，我们

尽量做到分词解释，实在没办法解释的，才采用了笼统的解释办法。

本《志》主要撰稿人是卢忠炳、王立祥，李斌，地图标注是卢

忠炳；照片摄制钱大勇，拼音标注审核是王立祥。校对：卢忠炳，

李斌，王立祥。

在编纂过程中，承各区，乡干部，群众协助收集材料和提供情

况；承参加地名普查工作全体同志共同努力；承陆烈武同志给予

大力帮助指导和民政局、统计局，水电局，工交局、气象站、档案

馆，文化馆，县委宣传部，县志办、林业局、教育局、卫生局、文

化局、财政局等单位给予热情支持，特在此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批评指

正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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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月



，≥凡 例

l，本《地名志》是一本供各部门使用的地名工具书。在资料

中，凡是有争议的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如山、河、水库、

电站等，不论编排在那一个行政区内，均不作为所有权的依据。

2、《地名志》资料截止时间，按规定为1 984年底，‘但有些资

料收集不齐，有的也使用了1985年的资料。

3、地名用字按规定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

准。

4、地名资料顺序按地图经纬度。

5，方位距离：自然村至乡，乡至区，区至县，县至省州，均

按直线距离计算。

6、地名分类中的“地片"，指山区或坝区的野外，非自然

村，但却是有地名意义的小地域。

7、地名来历含义，只解释主地名，不解释派生地名。

8、 (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一均以地名第

一字的笔画和地名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地名首字相同或首

字拚音字母音节、声调相同的地名，按地名字数的多少排列；重地

名加所在区、乡名称或地名性质排列。

～
， I



广南县概况

广南县位于云南省东南角，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北部。东与

富宁县相邻，东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接壤，西与邱北县和

砚山县交界，南与西畴县和麻栗坡县毗连。为滇，桂，黔三省结合

部。县人民政府驻莲城镇。距州府文山城I 124里，省会昆明261公

里。辖1个镇，20个区，174个乡、镇、办事处，2815个自然村。总面

积7750平方公里。总户数9701 4户，574852人。其中：汉族21 1 842人；

壮族2501 56人；苗族7041 i A；彝族29062人；瑶族1 241 8人；回族953

人。少数民族人口占60．83％。境内有1个省属农场一堂上农场。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l I 1年)置句町县，属群舸郡。蜀汉，

晋、南朝改隶兴古郡。唐为归化州。宋初隶邕州(今广西南宁等地)，

后为特磨道。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广南西路宣抚司，隶云南行

省。明洪武十七年(i 384年)改置广南府。治所均在今广南县(辖今

广南，富宁两县及砚山、邱北部分地区)。洪武十九年(I 386年)

立排栅，始建府城，周长4里余，高I．7市丈，设炮台八座，东西南

北四门各建城楼，另设小南门。清雍正十年(I 732年)始建砖城。

乾隆三年(1 738年)，十四年、三十年、四十六年陆续加修。道光十

三年(1833年)地震坍塌，二十二年重修。1951年后拆除。清乾隆二

年(I 737年)置宝宁县为广南府附郭，l 91 34废府改宝宁县为广南

县。辖境为今广南县全境及富宁、砚山、邱北县部分地区。因区域辽

阔，设小维摩县佐。民国初期属蒙自道，后道废直属于省。民国

二十一年(公元I 932年)，取消小维摩三营，析置砚山设治局(今

。黝㈥㈣㈣_历缀一。缨。缀销绷㈣㈣—渤。獬黝獬磊

绷Ⅷ

㈣缀z。M；㈣缀



砚山县)o

广南久行土司制。清顺治十八年始设流官，降土府依氏为土同

知。民国初年改土同知为土亟，至民国二十一年(公元I 932年)宣

布废除。土司署旧址现为广南城区第一小学校。 ，

广南之名始见宋初叶置广南西路宣抚司，治所即今广南县城，

广南一名的由来，即取广南西路宣抚司的专名为府名，其含义尚不

可考。

民国时代，全县原划为7个区。I 940年废区扩大乡镇，全县设

I 3个乡1个镇。I 942年改隶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 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滇，桂、黔边区纵队在县境内开展革

命武装斗争。I949年正式解放，建立广南县人民政府。1 950年全县划

为9个区，88个乡。1 954年土改结束，全县仍为9个区，乡增设到

1 51个。1 957年将旧莫区并入莲峰区；1 957年至1 958年划出原杨柳井

区的那弄、那坝及八宝的沙斗、弄榔、里达、木伦，新寨、木杠、木新、小

木匠，旧腮等十一个乡归富宁县管辖(沙斗乡划出后，于1 963年又回

归广南)。1 962年将阿基公社的卡子村划归砚山县。I 958年撤销区，

乡建制，建立1 8个人民公社，1 92个管理区。1 961年又建区，改管理

区为小公社，设8个区45个小公社；I 970年又撤区建公社、大队，设

20个公社，302个大队，并建立社、队革命委员会；1980年lo月县

第八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重建县人民政府；I 981年召开公社人代

会，成立公社、大队管理委员会。I 984年体制改革恢复区乡建制。

广南县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北部。略呈园形，东西长约104

公里，南北宽约97公里。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阶梯状倾斜。最高点

为南部珠街区大麦地山，海拔2035米；最低处是板蚌区安跃村(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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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江出口处)，海拔480米。一般高度在1 000一1 0 05米，相对高差

在1500一1700米之间。

六诏山脉横卧砚山县境内，其支脉呈放射性向本县境内延伸。

因此，我县山脉多为南北走向，如西北部的九龙山、北部的那洞山．

和底圩山群。此外，还有西北一东南走向的米达山、东路梁子、大梁

子等。由于山岭连绵起伏、纵横交错、互相切割，形成了我县较为复

杂的地形。主要分为山地区，丘陵、平坝峰林。南部，西部和北部

少部分地区是高寒山区；东部、北部主要是坝区。全县面积在一平

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共100个，是云南省坝子最多的县。

河流分属西江水系和红河水系。西部的清水江是广南与邱北的

分界河，由南向北在曲靖境内注入南盘江；中部的西洋江横贯县

境，由北向东南折而向东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汇入驮娘江，其支流

阿用河、旧莫河、八宝河均为县境主要河流。北部的阿科河，流经

者歪，进入广西八达州，亦注驮娘江。以上河流为珠江流域西江水

系。南部的贵马河由西北向东南在麻栗坡县出国境，属红河水系。

境内多属二迭纪石灰岩，岩溶地貌和地下河流较发达。

全县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大部份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唯沿西洋江一带，气候恶劣，历史上西洋、板蚌为著名瘴区。

曾有“宁愿剥隘坐，不愿西洋过"、 “若要下板蚌，先把灵牌供秒

之民谚。其次，在北部的底圩，八达等地亦略有瘴毒。南部珠街、

冲天一带，iN,Ij比较寒冷。全县一月份平均气温8．2℃，七月份平均

气温22．5℃，年平均气温为1 5．℃，年平均降雨量1 609毫米，平均

雨天163天，相对湿度77％，初霜于十一月上句开始，晚霜在次

年一月下旬终止，亦有在三月上句终止的。无霜期300天左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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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因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夏半年由于南方暖流北上，故阴雨天

多，平均日照为1689．54,时，占可照对数42％。主要自然灾害有霜

冻、低温、阴雨、干旱、洪涝，冰雹，大风等。既有顺出现，交错

出现，还有重复出现的特点o

土壤结构：主要有典型黄壤，山地黄壤、山地红壤，水稻土

等。

动植物资源有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穿山甲，麝，水獭、白鹇等，

二类保护植物有槿棕，云南黄连，滇桐(蒜头果)。珍贵药材有枫

斗。矿藏有煤、锑，水晶石，石隔等。锑、煤藏量大，现由国营白

云洞煤厂、木利锑矿负责开采。

全县耕地面积622240亩，其中：田226954亩，地395286亩。莲

峰、旧莫、者兔、底圩、洛里，阿科、板蚌√＼宝等区，土地肥沃，盛产水

稻。其他区多产包谷、养、麦等。I 984年粮、豆总产量达252450000斤，

其中：稻谷122031600斤，包谷97530000斤，除主产水稻．．包谷外，

还产小麦、荞子、豌豆、蚕豆、大豆、油菜等农作物。

经济作物盛产茶叶、花生，三七等。土特产中以八宝米、底圩茶，

那榔酒比较闻名。、 ，

全县宜林面积9005995亩，有林面积362721 7亩。森林覆盖率为

25％，植被有亚热带绿阔叶林，云南松林、杉木林等。其中：活立木

蓄积量云南松380万立方，栎类50万立方，杉木1万立方。经济林木

主要有油桐、油茶√＼角等。十里桥林场为我县主要林场。

畜牧业：截至1984年底，全县有黄牛113345头，水牛39679

头。南屏√＼宝、黑支果三个区盛产高峰黄牛。马骡2891 7匹，生猪

185725头，山羊599只。高峰黄牛远近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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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设施：广南水源缺乏，历代虽经修塘、筑坝，但蓄水

不多，栽种仍靠天下雨，人畜饮水非常困难。照明使用煤油、松明

火把。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人畜饮水、照明问题很重视，拨款修水

库建电站。到1 984年止，先后建成小(一)型水库1 1个，小(二)型

水库17个，坝塘67个，控制水容达2050万立方。有机电站、排溉站51

个，水轮泵站I58个，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大有改变。有县办电厂

2个，乡镇企业办电站48个，装机容量721 4．7千瓦。已通电照明4

个区，26个乡。

工业：解放前只有几户手工业作坊。到I 984年为止，已有印刷

厂、粮油加工厂、电厂．．锑矿、煤矿、水泥厂、农机修造厂、桐油厂等企

业26个，职工I 933人，年总产值I 186万元。

交通运输：解放前是个交通不便的地区，物资运输全靠人背马

驮。I 955年砚(山)广(南)公路通车。1 984年末，已有2条公路

干线长323公里(一条为砚山阿猛经广南至八宝，长l 90公里，另一

条是砚山阿猛经本县珠街至八宝百乐．长1 33公里)，县区公路i2

条，总长33 9公里；厂矿专用公路4条，长42公里；区乡公路1 6条，

长I I 94里。全县拥有各种载货、载客大小汽车145辆。

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解放前有中学l

所，小学56所，l 51个班，学生I 8000人。解放后，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据I 984年统计，全县已有1 0所中学(4所完中，6所普中)，教职

工383人，学生8333人；小学1 462所，教职．=T-371 1人，学生7901 2人，

幼儿园2所，31个班(含小学附设幼儿班)，教师36人，学生I 1 1 0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89．5％。县内设有文化馆、文工队、图书馆、电

影发行公司，电影院、剧院、广播站。20个区和国营堂上农场都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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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队。此外，还有乡及个体电影放映队37个。区镇文化站1 9

个，图书室20个，文化室49个，农村藏书l万余册，有11个区办起

了广播站；业余文艺队、组(包括沙剧团)193个， “沙戏秒为地方

剧种，在省州较有名。

现有体育场地150块，少体校1所30人。到1984年底止， 巳为

省输送体操、田径、武术运动员22人。

解放前在县城内仅有l所卫生院，6名中医，4名西医，l

户西药铺和三家中药铺。在农村则缺医少药，．有病不是求神问卜，

就是听天由命。解放后仅四年时间就基本消灭天花、回归热等灾害性

的流行病。现在县城有县人民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

县中医院，县皮防站、县药检所。区级有4个中心医院，1 6个区卫生

院，共有医护人员539人。其中：技术人员454人，医技护师62人，主

治医师6人，全县有病床425张。各乡有卫生室，乡村医生433人。

名胜古迹：莲湖在县城中心，是城区人民游览之地。此外，有

较著名的九龙山，白云洞、玉皇阁、列士陵园、文笔塔，三腊响泉瀑布

生
1r0

广南是清代著名书法家方玉润字(友石)及诗人柯仲平的故

乡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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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城镇概况

莲城镇位于广南县境东北部。系县人民政府驻地。总面积16．45

平方公里，是本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莲城镇在广南坝子中

部。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海拔1 223米。气候温和，一月份平均气

温8．2℃，七月份平均气温22．5℃，年平均气温16．7℃， 年平均降

雨量1069．4毫米，无霜期301天。

莲城镇元．．明、清以来，均为广南西路宣抚司和土知州，土同

知等土司署治所和广南府宝宁县驻地。清道光年间以近治诸山布列

形类莲花，雅称莲城。1 91 3年为中区，1 932年改为一区，下辖启明

镇、中和镇、长庚镇．．德远镇、坤维镇和三十里以内的村庄。1940

年废区扩乡，合并五镇为启明镇。解放后称第一区，后改为莲峰区。

1957年称城关镇。1958年公社化称莲峰公社。1961年恢复区建制，

又为城关镇。1 984年更现名。镇人民政府驻东街。现辖东北门、南

f-j、-酉J'l、南外、北极五个办事处。共3696户，1 691 5人，居住汉，

壮、苗、回等民族。

城内分东、南、西，北、小南五条街和25条巷。解放后，经过扩

建、新建，面貌逐步在改观。近年来又在城内修筑了水泥路面。西

街市场繁荣，街道整洁宽阔，交通比较方便。县委、县人大常委、

县人民政府等领导机关及县直行政、财贸、商业，卫生、文化，交

通、饮食、服务等部门行业分驻城内。

农业：耕地面积8674亩，主产水稻、包谷。1984年总产-量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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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斤o

镇办企业事业单位；有糕点厂，砖瓦厂，木材加工厂，福利

厂，服装厂，旅社、建筑工程队，饮食店等，1984年总收入55．95

万元。

文教卫生：有县办第一中学一所，完小三所，县医院，县中医

院各一个，电影院、剧院，文化馆，图书馆、文艺宣传队各一个。

莲湖是城内唯一的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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