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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昭通市地名志》的通知

市直各委，办，局，各区公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昭通市地名志》的编纂，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的有关规定，

于1981年对市内地名来历，含义。历史演变，标准用字，准确读音、地理位置及

其社会、历史，自然，经济等有关方面进行普查的基础上编辑而成。本志结束了

我市地名混乱现象，实现了地名标准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

供了准确地名资料。现颁发实施。

《昭通市地名志》所载地名均为标准名。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此标准录

用，不得擅自更改。凡需更动或新命地名，须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昭通市人民政府

． 一九八五午八月十五日

报：云南省人民政府、昭通地区行政公署

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

乃2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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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昭通市地名志》是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

文件和省的有关规定，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

地名，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具时代的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地名也随

之不断演变，赋以新的含义。为继承和发展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给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科研，文教等部门及人民

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地名资料。1981年对市内的地名来历、含义、历史演变、

标准用字，准确读音，地理位置及有关社会，沿革，自然，经济等方面进行普查，

取得图、文、表、．卡四项成果。
’

1981年9月在四项成果的基础上编辑成《昭通县地名录》。1981年11月县、

市分设后，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要求，由《昭通县地名录》改编为

《昭通县、市地名志》。后为尊重地名普查时的历史，1983年6月确定以《昭通县

地名志》出版。经修改定稿，于8月送省地名办审查认可。1983年’9月撤销昭通

县，并入昭通市。随着体制改革，为使《地名志》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定名为《昭通
市地名志》，按改革后的行政区划修改定稿。本志结束了我市地名混乱现象，实现

了地名标准化： ，

本志的编纂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专业人员和群众相结合．

的方法，以1 s 5万地图为基础进行地名普查。根据普查资料，对市内地名存在的

错、漏、重，乱，废问题作了处理：一、订正错位，错注，别字，漏字地名209

条，二、在1；5万地图上新标注实际有而图上无名的自然村，自然实体、水库，

企事业单位共89条，新命名13条路、3座桥、1个亭和1个水库的名称，三、

改区重名1条，乡重名2条。更名3条街、1条巷、2个乡和3个村的名称’四、，

改去搿文革一期间搿·片红’’地名，恢复9个区、72个乡、20条街，4条巷、2个村、 ，

1个公园的原地名，五，废弃因修水库占用村名2条。

本志录取要素：文字概况、标准名称，标准正音、简注。共辑录各类地名 ．

2305条，其中。政区地名191条．．居民点地名1626条(含街，路，巷50条)、自．

然地理实体398条，人工建筑物51条，企事业单位29条、名胜古迹10条。文字

概况和政区地名简注中所述数据，采用1983年统计数，居民点和其它地名简注延

用1981年地名普查数据。沿革部分清代以前采用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以后用



公兀纪年。‘

地名排列，除市区排首外，其余以区为单位，按地图位置，由北向南，由东

到西的顺序排列。为查阅方便，按首字笔划及音系编辑索引。

《昭通市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本志的编纂得到地、市有关单位和

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谨致谢意。

编纂《地名志》是项新的工作，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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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概况

概 述

昭通市在云南省东北部，东经103度08分36秒至103度56分17秒，北纬

27度07分03秒至27度39分“秒。’东与贵州省威宁县交界，南与鲁甸县相连，

西频金沙江与四JiI省金阳县隔江相望，．西北、东北与永善，大关，彝良毗邻。

全市总面积2，167平方公里，1983年共有耕地57万亩(其中。水田10万亩)、
’

林地45．6万亩，荒草地143万亩(其中：宜林58．8万亩、宜牧84．6万亩)。有．

10．4万户，53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7万人)。有汉，回，彝、苗、纳西、

僮，白，傣、傈僳、布朗、哈尼、蒙，满，壮等十四种民族，少数民族入口7．7r

万人，占总人口的14．1％。全市设14个区，4个街道办事处，152个乡，镇(其

中l 22个民族乡，11个镇)，19个居民委员会。有50条街道，1，573个自然村。．

市区是昭通地，市党、政，军机关驻地，云，贵，川三省接壤的商品集散地，也

是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

昭通开发久远，从北闸发现的石斧及黑陶器等文物证明，新石器时期就有人

类在此居住。夏，商时期属古梁州地，周朝为窦地甸，春秋时期属蜀国地。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派常颏(色)修五尺道经昭通直达建宁(曲靖)，属蜀郡管辖。西汉时
’

武帝建元6年(公元前135年)设朱提县，属益州犍为郡，辖朱提县。唐高祖时改

’朱提为曲州，昭通称朱提约七百六十年。唐天宝以后，云南境内南诏兴起为东爨

部地，后乌蛮仲牟由的后裔阿统据此。。乌蒙骨一词由。乌蛮纾部族的名称演变而来。

宋朝封其第十一世孙阿杓为乌蒙王，开始强盛，号称乌蒙部。元朝至元十三年’

(1276年)置乌蒙路，二十四年(1287年)升为乌撒乌蒙宣慰司，隶属云南行中书

省。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乌蒙军民府，次年改属四川布政司川南道。清

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又改属云南行省，六年(1728年)设流官知府，置恩

安县为乌蒙府附廓，驻天梯土城(建于明嘉靖年间)。雍正八年(1730年)土司禄方

福叛乱，毁垣入城。云贵总督鄂尔泰调云，贵、川三省官兵进剿。平乱后，鄂尔

泰奏请雍正赐名昭通，即改。乌暗蒙蔽一为“昭明宣通竹。雍正九年(1731年)改乌蒙

府为昭通府，设恩安县为昭通府附廓。昭通称。乌蒙"约为九百八十年。雍正十年

‘(1732年)昭通知府徐德裕废弃土城，选今址重建县城。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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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恩安县为昭通县，隶属云南省公署。“昭通纾一名至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

1950年3月5日昭通解放，3月24日建立昭通县人民政府。1960年11月30

日撤鲁甸县，并入昭通县。1962年10月11日又分出鲁甸县。1968年8月1日成

立昭通县革命委员会，1981年10月6日恢复昭通县人民政府。1981年11月18

日经国务院批准以昭通县的城关镇为主分设昭通市，1983年9月9日国务院批准

撤昭通县，并入昭通市。1984年春进行农村体制改革，设区建乡。

自 然 条 件
j ‘

市境处于昆明凹陷东北部。东南连黔桂地台，西北接康滇地轴，大地构造中
。

褶皱断裂发育，背斜向斜相问。金沙江、洒渔河等无数河流的切断，构成复杂多

．样的地形地貌。全市大致可分为高原湖积盆地、河流冲积盆地、岗岭起伏山地、

高山谷地、江边河谷阶地、高山丘陵等六大地貌。海拔相对高差2，870米，最高

为大山包区合兴乡独石包包3，364米，最低为大寨子区车德乡位于金沙江边的茅

坡生产合作社494米。高原群山纵横，环抱市境内东南部230平方公里的陷落盆

地——昭通坝子。海拔平均约1，950米。市区在坝子的中部。
’

市内西部属五莲峰山脉，东北部属乌蒙山脉，均为南北走向。山阎峡谷，地

层出露较为齐全。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

侏罗系，白垩系，第三系，第四系均有出露。昭通市属金沙江流域，横江水系上

段。金沙江流经市西部边界，水位低落。境内主要河流是洒渔河，发源予鲁甸县

水磨，流经市境苏甲、乐居、洒渔、靖安至大关县汇入关河，全长64公里。主要

支流有昭鲁河、冷水河等。 一

森林主要分布在暖旱一般山区和干凉高二半山区，草场主要分布在高寒山区。

全市属高原季风冬干夏湿气候。由于地势海拔悬殊，地形地貌错综复杂，直

接影响着气候的变化。在水平垂直带上表现出千、湿、寒f’暖、热等特点，具有

明显的立体气候特征。

昭通坝子蕴藏褐煤矿八十多亿吨。境内还有无烟煤，铅锌、石膏等矿床。

市境处于滇东北地震带。有记载以来，尚未出现震中现象，但受到东有洛泽

河断层，南有石门坎断层，西有小江断层的包围，常受地震波及。1917年7月31

日，大关县黄荆坝发生7级地震，波及昭通为6．5级。1948年10月9日地震，

波及为5．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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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状 况
’

省，地在市内的工业有卷烟、煤炭、电力，机械，制革，农机，酿酒，造纸

等。市属工业有建材，毛纺、煤炭，火柴，陶瓷、食品等。1983年市工业总产值

5，200万元，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12个，集体所有制企业99个，个体手工业295

户。出口产品有版纳地毯，虎头牌猪鬃制品。昭通绿豆糕，昭通酱，昭通果脯均

属名特产品。毛皮制品有悠久历史，很受顾客欢迎。

农作物有稻谷，苞谷，洋芋及豆类，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烟叶质量优良，

金江芋片远销国内外，经济林木以苹果为主，远销港澳，黄梨，花椒，桐油，生

漆、蜡虫销全国；畜牧业以生猪、绵羊，黄牛、骡马为主。1983年农业总产值八

千七百多万元，为1980年的2倍。粮食总产量为三亿一千八百万斤，比1980年

增1．5倍。牲畜存栏数，猪一十九万五千头，羊一十二万二千多只，大牲畜六万

多头。

解放后建成中，小型水库49座，库容五千六百万立方。有效灌溉面积一十五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7％。

．解放后整修加宽昭(通)威(宁)，昭(通)鲁(甸)公路；新修昭(通)大(关)、昭

(通)永(善)，昭(通)彝(良)公路。市区到各区及主要厂矿的公路已修通18条，计

三百三十多公里。昆明至昭通有民航班机。 。

文 教卫 生

全市(含地直)办普通中学17所，教职工1，171人，在校学生15，800人；小

学527所，教职工2t754人，在校学生16，600人。市内有省属师范专科学校l

所，教职工196人，在校学生362人；地直中等专业学校4所，教职工359人，

在校学生1，636人；技工学校1所，教职工59人，在校学生102人；农业中学2

所，教职工20人，在校学生198人。市区有影剧院二座、电影院三座。还有文化

馆、图书馆、群艺馆，京剧团、花灯厨，文工团等文艺团体。

市区设有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区也设有医院。

名 胜 古 迹
，

●

市区南郊凤凰山麓建有烈士陵园。东汉孟孝琚碑：东晋霍承嗣壁画墓，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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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点文物，存于昭通市区文渊街地区三中内。

清官亭公园，在市区公园路，建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占地27亩。园

内凿池建亭，亭分两层，砖木结构。现经扩建，占地74亩，辟为公园。

大龙洞，在市区北10公里，于西汉平帝元始1至5年(公元1—5年)开发。位

于龙洞山麓，林荫深处，洞内石乳倒悬，嵌空玲珑，泉水潭中簇涌，每年中秋之

夜，月映潭中，影映石壁，古人题为“龙洞吸月"。洞外庙宇清雅，林木荫翳，古

树参天，九箐十三峰巍峨壮观，水库碧波粼粼，山峦叠映。现经修葺，辟为公园。

属省自然保护点。

市郊还有温泉，凤凰山，葡萄井等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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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区’概 况

昭通市区，东与博禄，守望区相邻，西，南与蒙泉区相连，北与北闸区毗连。总面积39

平方公里。

市区在昭通盆地中部，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平均海拔1930米。西有利济河，东有瓦窑河

从北向南流入昭鲁河。东北部有库容150万立方米的省耕塘水库。

属高原季风冬干夏湿气候，春以西南风，冬以东北风为主。．年平均气温11．7℃，最热月

极端最高气温33．5℃，最冷月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3．3℃。无霜期240天左右，年平均降雨量

738毫米，年平均日照1919小时。

市城胄清雍正十年(1732年)建立以来，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是昭通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是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商品集散地。解放前设德育，启文、济川，尚

武四镇。解放后建立城关区，1958年改为城关镇。1981年11月18日以城关镇为主设昭通

市，市区建立四个街道办事处(区级)。1983年9月县，市合并，将市郊11个乡划归四城街

道办事处管辖。

东城街道办事处，面积16平方公里，辖4个居民委员会，3个乡(富强，太平、水塘坝)。

有6，197户，21，768人，其中l农业人口南，321人，少数民族l，574人。

南城街道办事处，面积8．5平方公里，辖5个居民委员会，3个乡(迎丰，凤凰，双院

子)。有4，573户，21，618人，其中l农业人口8，238人，少数民族2，486人。

， 西城街道办事处，面积4．5平方公里，辖5个居民委员会，3个乡(联盟，和平、学庄)。

有2，426户，23，863人，其中l农业人口10，647人，少数民族人口400人。

北城街道办事处，面积11平方公里，辖5个居民委员会，2个乡<巩固、桃园)。有4，283

户，26，671人，其中l农业入口8，133人，少数民族997人。

市区总人口93，997人，其中l非农业人口65，197人，少数民族5，457人。

街道以东西．南北向_+_字架为主轴线，辅以小方格套环形街路分布。有13条路，32

条街、6条巷，主要街道有陡街，西街，怀远街、北正街，崇义街，新建有公园路，爱民路，

元宝路等。陡街，西街是市区繁华的商业中心，，。设有百货商店，综合服务大楼等商店42个。

解放前城内房屋破烂，街道狭窄，路面凸凹不平。解放后建起幢幢高楼，职工和居民住

宅有很大改善。街道绝大多数铺设为混泥土或沥青路面，建成了完整的自来水系统o

(市区内的工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名胜古迹等略，可参阅昭通市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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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地区行政公署ZhaotSngdlqO Xfng

zh色nggSngsh

在云南省东北部。驻昭通市命名。辖l市

lo县，363万人，其中l少数民族35万人。

面积23，120平方公里。

崇义街Ch6ngyl Jig

北起公园路，南至陡街，取。崇尚敬义骨命

名。长480米，宽8．6米，沥青路面。行署

驻地。

北城街道办事处 睦ich∈ng ji荟d、aobanshl

ch0

市城北部。辖五个居委会、二个乡，22，684

人，其中：居民14，551人。面积Il平方公

里。驻北正街。

北正街居民委员会 睽ich爸ng译 J0mfnw吝i

yudnhul．

辖北正街北段，建设北街北段，环城北路，

5，484人。驻北正街。

下排街居民委员会 xja酌iji荟J0mfnw吝iyudn
hul

辖下排街，小李予园、北顺城街北段，2，070

人。驻下排街。

崇义街居民委员会Ch6ngylji荟JOmfnw吝i

yudnhul

辖崇义街，挑水巷，北正街一段，2，070人。

驻崇义街。

建国街居民委员会Jiangu6ji荟J5mfnw芒i

yudnhul

辖建国街，文昌街，北正街一段，2，940人。

以建国街命名。驻文昌街。

公园路居民委员会GSngyudnlcs J0m[nw爸i

yudnhul

辖公园路、八角亭，五福巷，北正街中段，

2，117人。以公园路命名。驻北正街。

北正街B苫izh爸ngJi荟

南起辕门口，北至环城北路，以通向命名。

2，210人。长881米，宽9米，沥青路面。

环城北路Hudnch∈ng B善ilO

8．

西至公园路，东至环城东路，为环城路北

段，故名。长l，063米，宽8米，混泥土路

面。

下排街Xiapdi Ji辱

南起北顺城街，北至环城路，以北正街平

行，地势居下，故名。长462米，宽3．5米，

土路面。

挑水巷Ti石oshuT Xiang

东起北正街，西至崇义街，从前为挑水必

经之道，故名。长368米，宽3米，土路面。

建国街Jiangu6 Jj否

北至北正街，南起云兴街，建国后培修为

新街，故名p长416米，宽6米，混泥土路

面。市二中驻地。

文昌街W否nchang Ji暑

北起大局街，南至德育街，原建有文昌宫，

街以宫命名。长210米，宽5米，混泥土路

面。
’

公园路Gangyudn Lcl

东起北正街，西至环城西路，以清官亭公

’园在此，命名。长600米，宽8米，沥青路

面。地区图书馆等驻此。

龙泉路L6ngqudn Lcs

南起北正街口，北至大龙洞，以龙洞泉水

命名。长lO公里，宽8米，沥青路面。地区

机械厂等驻此。

珠泉路ZhOqudn LO

东起利济桥，西至珠泉亭，以亭命名。长

lO公里，宽8米，碎石土路面。地区酒厂，

纸厂驻此。

五福巷W西伯Xiang

南起公园路，北至北顺城街。原为川地庙

街，又名火药局，民国25年改为五福巷。长

165米，宽2．7米，土路面。

巩固乡 GSnggd XiBng

在市城北部。农业合作化时，以巩固集体

之意命名。辖3个自然村，3，837人。乡驻

下排街。



石庄Sh[zhuang

位于乡北部。918人。原为石姓居住，故

名。产水稻、烤烟，苹果。

大李子园DallTziyudn

位于乡中部。原李子园比较大，故名。403

人。地区运输公司驻地。

小李子园Xi百ollziyudn

位于乡南部。原李子园较小，故名。3，107

人。市三中驻地。

桃源乡Tdoyudn Xiang

位于市城北部。辖8个自然村，4，296人。

以辖小桃园村命名。

海晏池H西jyan cht

位于乡中部。429人，其中-彝族79人。

清朝末年有一小学名海晏小学，校侧有一池，

故名。乡驻地。

大寨子Dhzhaizi

位于乡东北部。751人，其中l彝族41人。

以村寨大命名。地区技工学校驻地。

高土墙GaotSqi6ng

位于乡西部。356人，其中。回族g人。

村庄位于高地，从前驻兵，筑炮台，修有高

大围墙，故名。

篆壕ZhuEnhdo

位于乡西北部。553人。从前在此挖有防

御壕沟，故命。地区面粉厂驻地。

卯家院子’H西。归yuanzi ．

位于乡东部。453人。村内卯姓居多，故

名。产烤烟，苹果。

小桃园Xi西otdoyu6n

位于乡东南部。647人，回族。此地有一

较小桃园，故名。产烤烟，苹果。

=十五孔桥Ersh[wEkSngqido

位于乡西部。539人I．为引水入城，在凹

地上建有25孔石拱渡槽，故名。

薛家曹 Xu刚ayfng

位于乡西南部o 399人。村内薛姓居多，

早年筑碉防患，故名。产烤烟、苹果。

昭通市Zhcaot5ng Shi

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辖14个区、4个街道

办事处，152个乡(镇)．，19个居委会。有63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7．5万人。

爱民路Aimi_n LO

北起公园路，南至小石桥，是军分区，市

委会，市政府等单位驻地。以爱护人民之意

命名。

西城街道办事处Xich吾ngji吾dao Balnshl

ch0

位于市城西部。辖5个居委会，3个乡，

22，706人，其中。居民12，059人。面积4．54

平方公里。驻西街。

陡街居民委员会D机妒Jdmfn w爸iyudn

hui

辖陡街，毛货街，蚕豆街，南顺城街北段

西部。有2，296人。驻蚕豆街。

南顾城街居民委员会 N6nshclnch6n9沁

IOm[nw善iyudnhu}，
一

辖南顺城街北段，西街上段，兴隆街，南

顺城巷北段西部。2，280人。驻西街。

西街居民委员会xijie JOm[nw吝iyu6nhul

辖西街下段，2，753人。驻西街。

爱民路居民委员会,久im{nlO JOmfnw吝iyudn

hu)

辖爱民路，殷家巷，小石桥。2，598人。驻

西街。

北菜园居民委员会B吝icBiyu6n JOm／nw否i

yudnhui

辖南顺城街南段，南菜园、南顺城巷南部。

l，710人。驻南顺城街。

陡街D6u Ji吾

东起怀远街，西接西街，东高西低故名。

长246米，宽12米，石条铺设路面。

蚕豆街Cdndbu博 ，

北起陡街，南接永安街，长581米，宽4

米，混泥土路面。

北颓城街B爸ish cInch6ng Ji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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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北正街，南接西街，原为城墙，解放

后拆除形成街。长637米，宽lo米，沥青路

面。

蔫顾城街N6nshQrch∈ng Jj荟

北起西街，南至启文街，原为城墙，解放

后拆除形成街。长6 37米，宽lO米，沥青路

面。．．‘

兴隆街‘Xi'ngl6ng Ji荟

东起南顺城街，西接南菜园，因贸易兴隆，

故名。长100米，宽3米，混泥土路面。

西街X1 j浯

东起陡街，西接环城路，以方位命名。是

市区商业主街。长800米，宽12米，混泥土

铺设路面。

毛货街M60hu6坤

北起陡街，南至文渊街，原为毛皮制作集

中街道，故名。长244米，宽4米，混泥土

路。

殷家巷yinji8 Xiang

东起西街，西接爱民路，原以殷姓居多，

故名。长101米，宽4米，混泥土路面。

环城西路Hu6nch6ng XiltJ

北起公园路，南至环城南路。环城路，方

位在西，故名。长1，063米，宽8米。

通江路TSngjiSng L cI

‘东起大石桥，西至小河边。此路直通金沙

江，故名。长1公里，宽8米，砾石路面。

小石桥Xi石osh[qiclo ·

东起西街，西接环城西路，有一过水石桥

故名。长191米，宽5米。混泥土路。．

联盟乡Li6nming Xiang

位于市城西部。辖2个自然村，4，803人。

以工农联盟之义命名。以菜农为主。驻西

街。

：l匕菜园 B芒icaiyu6n

位于市城西北部。l，527人。以种植蔬菜为

主，地处北边，故名。

南菜园N6ncaiyu6n ．

10

位于市城南部。2，905人。以种植蔬菜为

主，地处南边，故名。

和平乡H∈plng XiSng

位于办事处西部。辖3个自然村，3，701人。

取热爱和平之意命名。

三孔桥S石nk6ngqi60

位于乡南部。771人，其中。彝族4人。

地处利济河畔，三孔石拱桥边，故名。地建

司木工厂驻此。

杨家石桥怕ngjiashfqi60

位于乡中部。672人。杨姓在此利济河上

建桥，故名。乡驻地。

唐家竹林T6ngjiazh石Ifn

位于乡南部。l，554人。原是一片竹林，唐

姓居此，故名。

学庄乡 Xu6zhuang Xi∈ing

位于办事处南部。辖3个自然村，2，255

人。以辖学庄村命名。

学庄 ×u6zhu石ng

位于乡北部。981人。民国初年在此办学

校，俗称学庄，故名。乡驻地。

双槐树Shuanghu6ish

位于乡中部。l，686人。早年路旁有两株大

槐树，故名。产烤烟。

小槐树．Xi酉ohu6ishO

位于乡南部。291人。村内有一棵小槐树，

故名。

东城街道办事处D石ngch∈ngjj副ao Bbnshl

cha

位于市城东部。辖4个居委会，3个乡，’

21，768人，其中I少数民族l，574人。以方位

命名。面积14．98平方公里。

德育街居民委员会D6ycIjj荟J0m[nw吝iyu6n

hul

辖德育街、大局街、朝阳街、集贤街。2651

人。驻集贤街。

东菜园居民委员会DSngcbiyudn Jgm[nw吝i

yu6nhul



辖东菜园，建没南街北段，环城东路、东

煤路。2，608人。驻永胜街。4

建设北街居民委员会 Jiansh色b酬i百J百mfn

w爸iyudnhul

辖建设北街北段、八角亭，泰来街。2，185

人。驻大局街。

东正街居民委员会D5ngzhengji毫J5m[nw吝i

yudnhui

辖东正街，永胜街，东后街，建设北街南

段。3，867人。驻永胜街。

德育街 D∈y cI J晤

西起建国街，东接东正街，原德育小学

在此，故名。长364米，宽5米，混泥土路

面。

朝阳街Chdoy6n9 Ji否

北起东正街，长269米，宽5米，混泥土

路面。地建司，市委招待所驻此。

大局街Daj石j浯

西起建国街，东接水胜街，原为火药局驻

地，街以局命名大局街。长273米，宽4米，

混泥土路面。

集贤街J[xidn婶

北起大集街，南接德育街。长200米，宽

6米，土路。

环城东路Huanch6ng DSngl0

南起元宝路，北接龙泉路，为环城路东段，

故名。沥青路面。长2．39公里，宽8米。

东煤路DSngm6i L0

西起环城两路，东接东胜煤矿，长15公

里，宽6米，碎石路面。’

建设北街Jiash色．B酬i季

北起北正街，南接东正街，解放后拆城墙

建街，方位向北，故名。长547米，宽14米，

混泥土路。

泰来街Thildi埔

南起大局街，东接建设北街，长438米，

宽3米，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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