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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贡县人民政府文件

福政发(1994)28号

关于颁发《福贡县地名志》的通知

《福贡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

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992)50号文

件精神，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成果的基础上，参

考有关原有资料，结合我县区域变化的实际，遵循既尊重历史，又

照顾现实需要的原则编纂而成。现经审定，决定予以颁发。

《福贡县地名志》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福贡县地名历史和现

状的资料性工具书，它较详细地记载了我县所辖地域内地名的来

源、含义及其演变过程，是一部增强对地方历史、风土人情和社会

经济再认识的乡土教材，是便利于边疆历史学、地理学、语言文学、

民族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地方文献。它的出版将结束我县地名缺少规

范、使用混乱的局面，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外事、交通、

邮电、科研、文教、新闻、出版、广播、测绘、气象、城建、旅游、

商业等部门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统一的地名资料。将为

促进我县的各项建设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本县地名，均应以本志的标准地名为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擅自更改和命名，若有需要命名、更名、调

整、恢复的地名，都要严格履行地名审批程序，须报经县人民政府
批准。

此通知不另行发文。

福贡县人民政府

1994年8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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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归属、地形特征、名称来历、含义演变；根据民族语地名的特点，

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县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并适当反映了我县政

治、经济、历史、民族、文化、交通、资源、物产等状况。编纂过

程中，我们查阅参考了《上帕沿边志》、《西事汇录》、《云南通志》、

《碧江县地名志》等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对我县的地名名称、来

历、含义、历史沿革、现实状况和特点，进行了考证，作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本志的编纂出版，将给我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

政、军事、外事、公安、交通、邮电、科研、气象、文教、新闻、

测绘、城建等部门及人民群众的日常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本志共辑录了l217条地名，包括县名1条，乡名6条，镇名

1条，街道名10条，村(办事处)名57条，自然村名623条，片

村名5条，废村名22条，农点16条，企事业单位31条，人工建

筑物11 1条，自然地理实体334条。并辑录了福贡县地图、县人民

政府《关于颁发“福贡县地名志”的通知》的文件，县、乡(镇)

概况及怒江峡谷福贡部分概况、怒江概况、照片、汉语拼音、傈僳

文、首字音序和首字笔画索引表、新旧名称对照表、《地名管理条

例》、《云南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等篇幅。编排中行政区划、自然

村、自然地理实体词条的编排顺序，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

编纂意见”的有关规定，从北至南、由西向东排列。县驻地与州府、

省会的距离以实际公路里程计，县与乡、乡与村、村与自然村的距

离均以l：5万地形图的直线距离为准。

本志中民族语地名占的比例较大，且我县北片和南片傈僳语语

音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编纂中我们考虑到当地群众的读音习

惯和使用方便，个别词条的书写用字未作生硬统一，譬如“山梁”，

北片傈僳语为“娃咀”(watzzuit)，南片傈僳语为“娃子”(watzzit)。

本志所用数据除全县的人口、户数和民族比例采用l 990年第三次

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外，其余数据均以地名实地补查时所得的

1 992年底统计数为准。本志中耕地面积未含轮歇地、火山地面积。

《福贡县地名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

领导下进行的，在编纂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州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省地名委员会离休干部李子盛同志在该



志最后定稿时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州地名办公室主任和福龙同

志也曾多次亲临我县帮助解决地名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实际困难，在

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县木材公司、知子罗伐木厂的资助。由于诸

多原因，原普查基础上编写的《福贡县地名志》(初稿)未能出版，

和晓维、刘永鹤(原县政府副县长)、普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顾建中、和晓东、胡润祖等同志参加了原《福贡县地名志》(初

稿)的编写工作，为编写新的一《福贡县地名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对上述单位和个人，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纂《福贡县地名志》是一项新的系统工程，由于我们经验不

足，水平有限，加之我县地处边疆民族地区，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

奇缺，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热忱欢迎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福贡县地名志》编纂小组

1994年5月



福贡县行政区划表

合 计 1镇5乡1民族乡 57个行政村(12办事处45村公所)

地 区 办 · 事 处

上帕 达友达普洛施底珠明林腊竹底双米底’
上帕镇

季子洛 腊乌 古泉 木古甲 腊土底

村 公 所
马吉乡

马吉 布腊 古当 木加甲．马吉米 乔底 旺基独

利沙底 石门登 米俄洛 知洛 扎利 资古朵 亚朵
利沙底乡

左洛底拉马底

鹿马登 亚坪 赤洒底 娃土娃麻甲底 巴甲朵
鹿马登乡

腊马洛布拉底 赤恒底

架科底乡 架科 南安建 达大科 阿打 维独 里吾底

子里甲乡 子里甲 俄科罗 腊母甲 金秀谷 亚谷

普洛 瓦娃 沙瓦 老母登知子罗 棉谷 架究 托平
匹河怒族乡

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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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福贡县概况

福贡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云南

省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腹地怒江峡谷中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北部(偏中)，介于东

经98。41，至99。02'，北纬26。28'至27。32'之

间。东连维西、兰坪两县，西邻缅甸联邦，

南毗泸水县，北接贡山县。全县总面积为

2724．64平方公里。辖上帕镇、马吉乡、利

沙底乡、鹿马登乡、架科底乡、子里甲乡、

匹河怒族乡，共有6乡1镇，57 1、村公所

(办事处)，628个自然村(含5个片村)。有

18112户，84473人(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

数)，其中非农业人口2003户，7599人。在

全县人口中傈僳族60132人，占总人口的

71．2％，怒族16706人，占总人口的20％；

白族(勒麦居多)5329人，占总人口的6％；

汉族1489人，占总人口的1．8％；其它民

族817人，占总人口的1％}其中，怒族为

福贡境内的世居民族，其它傈僳、白(勒

麦)、汉、纳西、彝、回、藏、普米、苗、

布依、拉祜等各民族人口系上几世纪或本

世纪陆续迁入i福贡县人民政府驻上帕街，

海拔1200米。距省会昆明公路里程770公

里；距州府六库公路里程135公里。

历史沿革

福贡，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版图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7西汉属越锚郡地；东汉

属永昌郡地；(唐)南诏属剑川节度铁桥城

地(铁桥城驻今丽江巨甸)I(宋)大理属

谋统府兰溪郡地(驻今兰坪)；清代康熙前

属鹤庆府地，康熙后属丽江府维西守备厅，

公元1912年，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国民革

命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策划组建。怒俅殖

边总署”，同年殖边队第一小队在队长任宗

熙率领下进驻福贡上帕，设立。上帕殖边

公署”；1916年改设。上帕行政公署”；1932

年设康乐设治局(1935年改称为福贡设治

局)，辖普利乡(今马吉乡)、定边乡(今

利沙底乡)、龙马乡(今鹿马登乡)、章化

乡(今上帕镇)四个乡；1949年6月1日

福贡宣告和平解放，1950年设福贡县，隶

属丽江专区管辖，1951年11月，改设福贡

设治局，1952年11月，报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福贡傈僳族自治区，1954年8月又改

设福贡县，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区，1957

年始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58年10

月，福贡县建制撤销，原福贡县一区(上

帕)、二区(鹿马登)、三区(利沙底)划

归原碧江县管辖；四区(马吉)划归贡山

县管辖f 1959年11月，恢复福贡县建制；

1986年12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原碧江县

建制，将原属碧江县管辖的匹河、子里甲、

架科底三个区划归福贡县辖，1988年行政

体制改革，福贡县共辖6乡(含1个民族

乡)1镇。

。福贡”一名起用于1935年，该年福

贡民众因不堪忍受国民党“康乐”设治局

局长施国英的苛政，聚众起义杀死了施国

英，补任局长马凌云认为“康乐”与‘‘砍

落”偕音，取名不吉利，且与甘肃省康乐

设治局同名，故更名。福贡”，“福”即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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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夹一江”的特点，山巅与江岸海拔高差

达3000米左右，两山对峙，山川相间。境

内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山脊间最大跨距仅

为28．3公里，最小跨距17．5公里。县内

最高点为碧罗雪山主峰嘎拉相，海拔

4379米，最低海拔为福贡县与泸水县交界

处的怒江江面，海拔1005米。全县境内除

有零星的江边台地、河流冲积扇、山间台

地及缓坡地外，绝大多数属陡坡及山峰。

河流水系

县内水系属印度洋流域怒江水系，怒

江发源于西藏境内的唐古拉山，自北而南

流入云南后经贡山由北向南纵贯福贡县全

境，长129公里，沿江两侧共有大小河流

161条，自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由西向东、

由东向西呈。非”字形注入怒江，其中常

年河49条。全县水域面积15．1l平方公

里，占全县幅员面积的0．55％，全县水资

源总量455．4亿立方米，其中自产水资源

29．5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36540立方

米。

气 候

福贡县境内主要属北亚热带气候类

型，但由于地处峡谷，海拔高差悬殊，且

受印度洋季风、太平洋季风双重影响，加

上青藏高原北部南下的冷空气成雨因素及

地理位置和地形因素，从而在全县范围内

形成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寒温

带、亚寒带、寒带等六个气候带，集多层

气候于一谷，形成了春季和夏、秋间两个

雨季的独特气候环境。全县大部分地区温

湿条件良好，“春秋多雨、雨量充沛、冬季

干凉、气候温和”。县城驻地年平均气温

16．9。C，年平均降雨量1394毫米(高山寒

带地段可达3400毫米)，县城年最大降雨

量

以

80

温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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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

全县自然灾害主要有低温倒春寒、泥

石流、滑坡三类。泥石流、滑坡具有损失

性、破坏性强的特点，特别是近些年来由

于自然植被破坏较多，造成泥石流、滑坡

频繁发生。如1979年10月，由于降雨量

过大，仅10天达518．3毫米，造成了全县

范围内多处泥石流、滑坡发生，原福贡四

个乡死亡30人、重伤25人，冲倒房屋、粮

仓数十幢，冲毁农田、森林上千亩，直接

经济损失达上百万元，全县交通、通讯中

断，损失重大。每年2月至4月均有倒春

寒发生，给农林业生产造成了极大危害。

土壤植被

县内由于立体气候及峡谷地貌所限，

加上流水冲刷、堆积作用，土壤类型亦随

海拔的差异而呈多样分布，县内有高山、亚

高山灌丛草甸土、棕色暗针叶林土、暗棕

壤，棕壤、黄棕壤、水稻土等七个类型，分

为11个亚类，16个土属，58个土种。横

断山区峡谷立体气候为多种类生物资源栖

息、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怒江峡谷一

向被誉为我国南北方动植物交汇的“十字

路口”，一方面，北方生物种可沿高海拔地

区向南分布；另一方面，南方生物种亦可

顺怒江谷地北延，就是一个行政村范围内

亦有此景观，如江边一线为绿竹婆娑、香

蕉飘香、稻谷金黄、柑桔满枝的南国风光；

当进入海拔2500米左右便凉气袭人，各类

温带树种栗、榛、栲、松遍布的景观；而

高山地带则是铺地杜鹃满草甸、各种亚寒

带植物葡匐贴岩、雪莲盛开的寒带景致。全

县有林面积182万多亩，森林覆盖率为

49．5％，海拔2300米以下多以油桐为代表

的落叶阔叶林(经济林)、亚热带乔木及部

分针叶林，用材林主要分布在海拔2300至

3500米之间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

针阔混交林、冷杉林、铁杉林带内。全县

森林树种有壳斗科、木兰科、木全科、山

茶科等，珍贵树种有秃杉、黄心楠、，山楸、

楠木、榧木、香樟木等，其中植物以秃杉、

桫椤尤为珍贵。秃杉以其树形美观、板材

自成彩色花纹，防腐性能优良等特点而堪

称福贡用材之最，是制作高档家俱的理想

木材；桫椤俗称树蕨，乃距今5．75亿年至

2．5亿年前的古生代植物，当地球大部分

普遍受冰川气候影响，造成地球上大部分

地区恐龙等动物及大型裸子树蕨灭绝时，

福贡由于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庇护而免

受冰川侵蚀，致使这一古老树种孑遗下来，

堪称为。活化石”，是国家一类保护植物，

在我县众多河谷中屡有分布。海拔2000米

以下由于六七十年代毁林开荒严重，植被

遭受破坏、生态环境恶劣、水土流失加剧。

进入八九十年代，我县注重发展以油桐为

主的经济林，生态环境又有所起色，基本

实现了木材生长量大于消耗量的好势头。

主要资源

土地资源：全县土地总面积为

4086957亩，人均有地48．4亩。其中固定

耕地面积95501亩，人均约1．12亩，占土

地总面积的2．34％；林地182万多亩(包

括油桐林八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44．5％；荒山364465．5亩，占全县总面积

的8．9％；水域面积22660亩，占全县总面

积的0．55％；其余1784330．5亩土地，占

总面积的43．7％，除村庄乡镇外，均为草

山荒地。

水能资源：全县有大小河流161条，年

平均径流量为29．5亿立方米。除怒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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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水能蕴藏量达37．5万千瓦，目前可开

7发利用的有5．4万千瓦，占总蕴藏量的

14．4％。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山巅海拔

3000米左右的地方还有27个高山湖(属

侵蚀湖)。较大的有恩热衣比(面积180000

平方米)、干地衣比(面积80000平方米)、

墨支墨湖(面积30000平方米)、司都甲湖

(面积15000平方米)。

矿产资源：县境内有大理石、铅锌、锡、

铁、水晶、莹石、绿柱石、电气石等多种

矿藏。大理石蕴藏量达29．3亿立方米，目

前分布于公路沿线可供现成开采的有

1132万立方米，仅占总储量的0．39％，开

发前景十分广阔，主要有福贡白、雪里翠、

瓦灰、青灰等品种。

野生植物资源：除林木部分(已在土

壤植物一栏中介绍)外，县境内林下野生

植物种类极为丰富，如有香菌、木耳、黄

连、辛荑花等，特别是县境内均有分布的

兰花资源，是福贡蜚声州内外的得天独厚

的优势资源，有地生兰及热带兰(气生

兰)两类，尤以地生兰分布较广，拥有资

源也较丰富，品种有素心小雪兰、小雪兰、

莲瓣兰、朵朵香、夏蕙、双飞燕、朱丝兰、

豆瓣兰、寒兰、绿兰、墨兰等。热带兰品

种有蜜蜂兰、蝴蝶兰、虎头兰、套叶兰、棕

根大雪兰、兔耳兰、兜兰等，还有部分野

生叶艺兰资源。

野生动物资源：有豹、羚牛、小熊猫、

金猫、猕猴、水鹿、黄麂、小麂、黑熊、狗

． 熊、飞鼠、水獭、尾梢红雉、灰斑角雉、穿

山甲、蟒、眼镜蛇、银环蛇、竹叶青蛇、细

鳞江鱼、江鳅、石扁头、镰刀鱼等多类野

生动物资源。

水利水电建设

解放以来全县已建成686条大小水

渠，141件人畜饮水工程，控制了1100万

立方米的水量，利用率占自产水资源的

4％0。全县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已达4765千

瓦，占可开发利用量的9％，1992年全县

电气化率为21％。目前正在兴建的木古甲

水电站，装机容量2500千瓦，与全县并网

后，可以缓解生产生活用电紧张的局面。

工农业生产

福贡县属边疆、民族、山区“三位一

体”的全国26个特困县之一，农业总产值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8％，是典型的农业

县。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恶劣，水利化程度

低等客观条件制约，除分布于江谷、河谷、

山间台地的占耕地总面积18．6％的水田

基本能稳产高产外，其余占耕地总面积

81．4％的旱地由于坡度大多在二十五度以

上，不能保土保水，粮食单产低，还处于

“靠天吃饭”的状况，解放以来，由于各级

政府的关怀，农业生产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平均亩产已达400余斤。近年来，以工代

赈、以粮代赈项目不断增多，水利设施逐

年得以完善，在广大农村推广科学种田、优

良品种栽培，发展山区林牧药优势，农业

生产比解放前有较大的发展。1992年全县

粮食总产量达1978．8万公斤，人均有粮

230公斤，农业总产值达4032万元，农村

经济总收入2 496万元，农村经济纯收

入217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69元。

1992年全县肉类总产量1291吨，人均食

肉16．5公斤，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提高。

农作物主要品种有玉米、水稻、旱稻、高

梁、小麦、蚕豆、四季豆、洋芋、甘薯、芋

头；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茶叶、花生、草

烟，其中以油菜为大宗，1992年油菜籽产

量达23．9万公斤。

县内山区面积较广，温湿条件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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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饲料资源丰富，特别是两山海拔2500米

以上有大面积高山草甸，畜牧业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1992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

46268头，大牲畜存栏12763头，山绵羊存

栏17639只。近年来我县林业发展较快，全

县森林活立木蓄积量达3800万立方米，

由于交通限制，现商品木材年产仅

4000立方米，目前匹河怒族乡正在碧罗雪

山修建林区公路，组建知子罗伐木厂，计

划明年全部修通林区公路，可逐年采伐一

片蓄量达10多万立方米的林木。经济林产

品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逐年上

升，全县有油桐林8万多亩，年产桐籽250

多万公斤，桐油已成为我县的拳头林业产

品；其次，县内生漆的发展潜力亦很大，现

有漆树39931亩f柑桔、核桃、梨、桃、板

栗等经济林果木在全县分布也较广。

解放以来，福贡工业从无到有，目前，

根据自己的优势资源已初步拥有一批小型

工业企业。县大理石厂创建于1987年，设

计生产能力为年产．2．5万平方米大理石板

材，1992年年产大理石板材13134平方

米，1992年总产值达154万元，实现利润

lO多万元，县商业加工厂是一个以加工桐

油为主的工业企业，1992年产桐油88．4

万公斤，创产值321万元；六个小型电站

1992年发电907万度，创产值69万元。县

城还有酿酒厂、粮食加工厂、民族服装厂

等一批工业企业。199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为860万元。全县还有以采挖宝石、开采

大理石荒料、副食品加工、商品零售、建

筑建材为主的一批乡镇企业，1992年乡镇

企业总产值达728万元。

如桐油、漆蜡、生漆、蜂蜜、鸡棕、灵芝、

木耳、香菌、羊肚菌、白生、天麻、麝香、

茯苓、厚朴、杜仲、黄连、当归、木香、竹

笋、竹叶菜、兰花、兽皮；还有宝石、电

气石、大理石工艺品、民族服装等都是蜚

声州内外的名特产品。

交通运输

解放前县境内交通闭塞，交通运输全

凭人背马驮，怒江两岸往来靠惊险的竹筏

和篾溜索，仅有的几条人马驿道危崖埂阻、

崎岖艰险，交通极为艰难。解放后，党和

国家大力投资发展边疆交通事业，现县境

内已有143公里省级公路(瓦贡线)沿江

贯穿全境，乡村公路20．7公里，七个乡

(镇)驻地均通公路。还有233条全长

703．5公里的人马驿道连接全县各自然村

及邻县，’有8条古驿道通往邻国缅甸。怒

江江面架有23座人马吊桥和22对过江钢

绳溜索；在众多的河流上修建了100多座

石拱桥和竹木吊桥。在瓦贡公路上兴建了

永久性钢混汽车大桥碧福桥；瓦贡支线上

帕至木古甲公路上修建有省内跨度最大的

十五吨级柔性汽车吊桥上帕大桥，架科底

乡驻地还修建有一座钢索汽车吊桥架科底

桥。

全县有卡车46辆，小车63辆，农用

车15辆，拖拉机118台，还有49辆摩托

车，总计10346．2马力，民间运输工具还

有马车。

． 商业贸易
名特产品

全县共有国营、集体商业企业网点57

福贡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孕育了 个，个体商业网点533个，1992年社会商

极为丰富的土特产品，以山货、药材居多， 业国内纯购进626万元，社会商品纯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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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453万元。

全县共有7个集市，县城5天1次集市，六

个乡驻地7天1次集市，县城街天上市人

口达万人以上，是怒江州三大万人集市之

一。‘各种山货及农副产品较为丰富，上市

商品达800种。每年四月份高黎贡山积雪

溶化后，缅甸边民常来县内进行互市和探

亲访友，1992年缅甸边民入境205起，入

境人数583人次，有潜在的边境贸易优势。

城乡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基本

建设规模逐年扩大，仅1992年计划内固定

资产投资就达295万元。昔日县城布局杂

乱无章、参差不齐，街面乱石裸露、凸凹

不平，除有几幢瓦房外，均为茅草房。解

放后，沿瓦贡公路两旁建起了错落有致、整

齐美观的机关、学校、邮电、商业大楼。1986

年，碧江县建制撤销，县直机关一部分干

部、职工及匹河、子里甲、架科底三个乡

划属福贡县，短短几年里，国家就拨出救

灾基建资金1000多万元，基建资金1000

多万元，合计近3000多万元的基建投资。

目前福贡县城共有房屋面积177373平方

米，建成主街道四条，共计长1860．4米，

县城占地23．5公顷。福贡县城尤如一颗璀

灿的明珠镶嵌于怒江峡谷，县城东倚碧罗

雪山，西眺怒江，清澈的腊士河傍城而过，

四周山环水绕，翠竹绿树点缀着一幢幢现

代楼房。碧罗雪山、高黎贡山雪峰晶莹生

辉，森林带墨绿如毯，神奇的怒江汹涌澎

湃，极富民族特色的傈僳族村寨分布县城

四周，真可谓环境幽美、风光明媚。

乡镇建设也日新月异，6个乡驻地均

通公路，邮电、粮食、卫生、商业、金融、

文教等机构一应俱全，建筑大多为现代钢

混房屋。

文教卫生

全县现有完全中学1所，普通中学3

所，职业技术中学1所，小学194所，到

1992年末，在校初高中学生1463人，在校

小学生7224人，全县在校幼儿557人。

有县医院1个，乡中心医院2个，乡

(镇)卫生院5个，县城设有妇幼保健站、

卫生防疫站。全县共有病床249张，各类

医务人员201人。57个村公所(办事处)有

68个农村合作医疗点，乡村医生102人。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了保障。

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广

播站、中波台，还有一专业文工队，县城

及6个乡驻地均有卫星电视接收转播设

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了提高。

聚落特征及房屋结构

福贡县地处横断山脉中段的怒江峡

谷，山高谷深、地形复杂，聚落特征及房

屋结构别具特色。境内县、乡驻地均位于

怒江两岸的江边台地和河流冲积扇，农村

除少数村子座落于江边沿线的河谷地带

外，绝大多数分布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

海拔大约在1500至2000米左右的中山地

带，大多座落于山脊阶地和山间台地上。形

成如此独特的聚落方式与境内各民族所处

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食物结构有密切

的联系。历史上境内傈僳族、怒族、白族

(勒麦)都经历过较长的氏族社会，氏族械

斗频繁，为防备外族的骚扰侵袭，各氏族

在建村时将村子建于视野较为开阔的山脊

阶地和山坡台地，以利于观敌情、备攻防。

其次，解放前境内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尤为

落后，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果实是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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