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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人民政府文件

建水县人民政府文件

建政发(1992)50号

关于颁发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属各委、办、局、科：

为了正确处理地名中存在的问题，搞好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正确可靠的资料，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我县经过_年多的地名普

查，对全县2055条地名全面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补调核

实、史料与现实资料逐条考证的基础上，搜集整理并编纂了《建水县地名志》，经县人民政

府审订报请省、州、审批认可，现颁发各单位使用。

地名是人们生活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对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尊严，加强各民族团

结，继承和发掘祖国悠久的文化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

防、外交、邮电、交通，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建

水县地名志》自颁发之13起，必须加强对地名的科学管理和使用工作，要相对地保持地名的

稳定性和长期性。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需要，今后可能还会出现新地名，现有

地名也会有所变迁。但是，所需要更名和新增加的地名，必须遵照国务院《关于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的原则，逐级上报审批，否则，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更改。从《建水县地名

志》颁发之日起，凡印鉴、行文、书写、制图、称呼均应以《建水县地名志》的标准地名为

准，不得擅自乱用同音字、错别字等一切不规范字体。

建水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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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通知颁发《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及《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云南省县(市)地名编纂意见》的

规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地名普查的实践，为结束地名混乱现象，维护国

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内外交往，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编辑的，也

是这次地方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始于1981年7月，1982年10月结束，历时15个月时间，在县

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省、州地名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帮助以及县属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支

持，广大普查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的。

地名普查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工作量大，质量标准要求高。建

水历史悠久，汉时设置贲古县，明、清两代设临安府治，因此，我们所依据的历史文字资料

主要是《临安府志》、《建水州志》、《建水县志》及1：5万地形图，本县航片及民间家谱，

碑文记载。采取考核历史资料与调查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做到实事求是，准确地反映我

县地理，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资料。

志书中一些数据，截止时间为1987年12月31日。经过普查，汇集了独立存在的、重

要的、有地名意义的和立表、卡存档的标准地名共2055条，其中：县1条，乡镇17条、村

公所、办事处140条，居民委员会9条，街道、巷、居民区3l条，地片29条，自然村

1071条，名胜古迹29条，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名称116条，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35条，

人工建筑物124条，自然地理实体453条。恢复原名3条，新命名1条，更名64条，调整

(包括规范译写)的39条，沿用现名1948条。当然，这并不能包括建水县地名的全貌，其

不符合《细则》普查标准的地物、地貌等地名尚未列入。

为了尊重各地民族的传统习惯，保持地名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民族特点，多数地名仍然

沿用，少数地名有所改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搞乱的地名，在普查中已为群众取缔，如。愚

公寨”群众仍称水银厂(原名)；。红旗村”仍叫红庙。在民族语地名中，对一名多译；译音不

准，汉语地名中凡有用字不妥，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都作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在各

类地名中，凡是对含义不好的，用序数命名的、重名的以及政区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地名，

均按审批程序作了更名。对地名的历史沿革、含义亦作了深人调查，认真考证核实。

《建水县地名志》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并报经上级复审认可，但限于我们的水平、

能力和工作经验，本志仍存在一定缺点，请予批评指正。

在普查工作中，承统计局、教育局、农林局、工交局，气象站等单位以及地方知情人士

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建水县地名办公室

--JLJL二g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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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概况

【J i0n s h ui Xi0 n G 0 i kuO n g]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北面。东经102
o

35 7至103。11 7

和北纬23。12 7至24
o

11 7之间。东接弥勒县、开远市、个旧市9‘南连元阳县，红河县；

西邻石屏县；北与华宁县、通海县相连；距省会(昆明)220公里。全县总面积3789平方

公里，辖5镇(临安、曲江、南庄、陈官、西庄)，12个乡(东山坝、利民、盘江、甸尾，

李浩寨、岔科、面甸、东坝、青龙、普雄、官厅、坡头)，下设’9个居民委员会，43个农村

办事处，97个村公所，1071个自然村，1112个村民委员会，1596个农业合作社。总人口

96 125户，431 57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8 038人)，有汉族297 736人，占69％；彝族

108 064人，占25％；哈尼族6527人，占1．5％；回族10 821人IP"占2．5％；傣族4659

人，占1．1％，苗族3006人，占O．7％·；其他民族724人，占0．2％。哈尼、彝、傣、苗族

多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汉回两族多居于坝区。

建水县，据史料记载：西汉为贲古县，属益州郡；蜀汉，西晋属兴古郡；东晋南朝属凉

水郡；唐属戎州都督府，天宝末，南诏置通海郡都督府，立建水县。元和年间，南诏始筑土

城于步头，亦称巴甸，叫惠劂城。(惠劂为古彝语：。惠”为海，“劂”为大，意为大海)。每逢夏

秋溪水涨溢如海，因于水边筑城，故名惠历IJ城，汉语译为建水。宋属大理政权，隶通海节

度。元置建水千户，属阿夔万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为建水州，，属临安路，明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路为府，府治移置建水，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将土城

拓为砖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设临安卫，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设临元兵

备道。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设临元镇总兵以督办军务。临安府明代辖五州五县

(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宁州、新化州，通海县、河西县、熠峨县、蒙自县、新平县)，

九长官司(纳楼茶甸、教化三部，王弄山、亏容甸、溪处甸、思陀、左能寨、落恐甸、安

南)；清代领三州五县(石屏州、阿迷州、宁州；建水县、通海县、河西县、峪峨县、蒙自

县)，六长官司(纳楼茶甸、亏容甸、溪处、思陀甸、落恐甸、左能寨)；三土舍(瓦渣、阿

邦、慢车)及纳楼更土巡检，稿吾卡土把总；合称十一土司。十五猛(猛喇、猛丁、猛梭、

猛赖、猛蚌、茨通坝、五亩、五那、者米、猛弄、马龙、宗哈瓦遮、斗岩、阿土、水塘)。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废府舍州留县，改建水县为临安县，因与浙江省临安县重名，次

年仍复名建水县至今。民国3年(公元1914年)改曲江巡检为县佐，民国11年(公元

1922年)改曲江县佐为曲溪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设蒙自专区，建水、曲溪

二县隶属之。1957年隶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至今。

公元1950年8月将红河南岸建水旧辖的敦厚镇、猛弄乡、永乐乡、太和乡，六合乡、

瑞云乡划归元阳县；永平乡划归红河县。公元1958年10月曲溪县撤销并建水县。1960年

L『’ll‘‘o’‘--r



2 建水县地名志

开远县(现为开远市)的漾田公社(现为面甸乡)划归建水县。1965年石屏县的铁所区

(现在的甸尾乡)划归建水县。

1928年，中共云南省地下党曾在建水县开展过秘密的革命活动，40年代初地下党组织

在建水县发展了部分党员，积极地进行党的宣传活动，在建民中学进行爱国反蒋宣传，传播

革命真理，并在师生当中发展党员和。民青”。1947年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建水县委员会成立

后，在农村积极地开展工作，组织地下武装，在西庄、东坝、安边哨、冷水沟、狗街等地建

立了地下党支部。而且还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十支队输送了大批游击队员。1949

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后，边纵十支队第四十六、四十七两个团

配合昆明保卫战，解放了建水县，并由护五团驻守了半个月．后来被溃逃的国民党第八军一

度占领，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边纵配合二野、四野南下部队发动了著名的滇南追歼

战，解放了滇南，成立了建水县人民政府。

建水坝的地形地质，属于断陷溶蚀湖积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一般海拔1300米，

为建水县中部平坝地区。盆地以北多为石灰岩，沙页岩发育的中高山地貌，即云龙山、三尖

山一带，海拔约为2200米；盆地西部由甸尾乡向南到青龙乡业租一带为紫色沙岩地带；盆 ，

地南部狗街、新寨为石灰岩、玄武岩发育的中低山红壤地带，海拔约为1500米；盆地东南

部如磨玉、纸厂、花木脑、罗卜甸属于高山石灰岩红壤地带；盆地东部地区．属半山区宽谷

地带，喀斯特地形发育，如阎洞、燕子洞等。

全县地势为西高东低，南部山势崎岖连绵与红河深谷相隔，从西北倾斜向东南。全县最

高海拔为县城东南面五老峰，高达2515米；最低海拔为坡头乡阿土村红河河谷，低至207

米。在全县总面积中：平坝区占30％，山区、半山区占70％。主要山脉：北部有云龙山、

三尖山、暮阳山；东部有回龙山、文笔山(又名阎洞山)、，玉笋山(又名羊耳朵山)；东南面

有五老峰、马鞍山；南部有山白大山等。建水县由于地处滇南异龙湖山字形断裂潜伏地带，

历有地震发生，最严重的是1970年1月5日凌晨，曲江、东山坝发生了七点五级地震，给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主要河流有：曲江河，由通海县流入建水县，经本县的曲江、利民乡流人华宁县；泸江

河，发源于邻县石屏异龙湖，流经本县西庄、陈官、东坝、面甸乡，并在本县内途经阎洞、

燕子洞两段特大地下伏流后，流入开远市；南盘江，流经县境东北部盘江乡，是建水、弥勒

两县界河，向南人开远市；红河，经县境南端的官厅、坡头乡，位于红河中游北岸，是建

水、红河，元阳三县界河。

县境气温，本县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无严寒酷暑，四季不分明。明代杨升庵有诗

句．：。天气浑如三月里，花枝不断四时春”。年平均气温19．3℃，1月份平均12．7℃，7月份

平均23．7℃。无霜期达308天。1980年天旱无雨，6月1日气温达到35。7℃，大于10℃的

年积温为6980℃，是建水县自1950年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灾害性天气是冬春两季常有干

旱，12月至1月为低温霜冻期，夏季和秋季偶有洪涝、冰雹，大风发生在3至4月．因我

县地处两头低温，中间高温不足和背风坡与迎风坡两种情况，所以，四季气候不分明，只有

干湿两季，有俗语称：。四季无寒暑，有雨便成冬”。3至4月西南风将孟加拉湾暖湿气流送

入，5至7月东南风将北部湾的暖湿气流送入，成了多雨季节。解放后，全县年降雨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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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30毫米，1968年最多为1116．2毫米，1980年仅474．9毫米，为解放后雨量最少的一

年。 ’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矿产有：金、银、铜、铁、铅、锌、锑、锰、汞、钼、煤、石膏

等。汞和铜在清代曾经开采过，但因含量少，限于技术而停顿。野生动物有：熊、豹、獐．

鹿、野猪、狐狸等，但为数稀少。野禽有：野鸡、鹧鸪、喜鹊、画眉、孔雀等。主要木材

有：云南松、杉松、栎树和椿木等。药材有；生地、茯苓、桔梗、龙须草、草乌等。

工业：。解放前仅有几家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到1987年兴建的厂有：普雄铅矿、暮阳铅

矿、炼铁厂、铅锌采选厂、精锑厂、铁合金厂、钼酸铵厂、锰矿及锰粉加工厂、建水糖厂、

曲江糖厂、县水泥厂，化工厂等18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集体所有制企业20个，农村乡

镇企业111个。1987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9120．3万元。著名手工业产品为建水陶瓷。宋代

晚期就开始烧制青瓷，元代有青花，明代有粗陶、清代道光年间，陶工潘金怀用黑、白，

红、黄、紫五色陶土磨浆过滤，用以制器品，烧制后，敲击有声，再通体抛光后，明鉴照

人。后来陶工张好又在成型的土坯上雕刻书画花草镶填白泥，烧制以后，成为别具一格的紫

陶艺品。随后陶工艺人向逢春一家，创制了造型优美的汽锅、花瓶、花盆、茶具等。民国元

年(公元1912年)建水陶器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展出，获得工艺美术奖。1963年周恩

来总理出国访问携带的礼品中就有建水美术陶器。1979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夫人参观北

京中央美术学院时，该院送给她的礼品也是建水陶器。现在建水紫陶器远销东南亚和美国，

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 。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394 396亩；1956年粮食播种面积364 225亩，单产366斤，总产

66 683．25吨；1987年因遇旱、虫灾害，部分山区和半山区影响较大，播种面积361 278

亩，单产556斤，总产100 487吨，是1956年粮食总产量的1．5倍。经济作物耕地面积

93 076亩；1987年甘蔗种植39 070亩，单产5．6吨，总产218 554吨，是1956年甘蔗总产

量的7．52倍；1987年烤烟、油菜籽播种面积分别为19 238亩、19 165亩，总产量分别为：

2183吨、2141吨，分别是1956年的2．1倍、4．1倍；花生播种面积为14 751亩，总产量

1039吨，比1956年减产32％；1987年采茶面积为5708亩，产量89．4吨。蔬菜为建水县的

特产之一，四季种植，品种多、产量大，仅1987年市场出售量就达99 725吨，可供滇南各

县市及昆明市，并销往省外。主要产地为临安、东坝，陈官，曲江，面甸等乡镇，临安及曲

江镇为主要的蔬菜外销市场。特产有：草芽、樱桃辣、韭菜花、大头菜j蕃茄、红薯。草

芽，’又名“象牙菜”，形似象牙，色为雪白，味道独特，鲜美可口，回甜青香。

全县有林地面积257万亩，人工造林面积20万亩，宜林荒山130万亩，经济林木7万

亩，其中果园5016亩，产量3500吨，水果类为：石榴、桃、梨、柑桔、柿花、苹果、．荔

枝、香蕉、荸荠、西瓜，葡萄等。总产量达6千吨以上。

畜牧业：1987年存栏大牲畜100 688头，比1958年增长38％，出栏肉牛2362头，存

栏羊9645只，出栏肉羊1761只；存栏生猪204 532头，比1958年增长37％，出栏肥猪

72 878头，产猪肉7523吨。养鱼16 200亩，产量451．7吨，特有阎洞鲤鱼和曲江粗鳞鱼。

全县1987年农业总产值按现行价格计算是8826万元。

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事业：解放以来，到1987年止，全县建成中型水库2座，小

『l●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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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水库17座，小(二)型水库61座，其它小型坝、塘和开渠共2300个(条)，控制

库容10 005万立方米。有机电排灌泵站290座(台)，县内主要龙潭有66个，有效灌溉面

积23．99万亩。全县17个乡镇、87个村公所，43个办事处，844个自然村，1315个农业合

作社已经通电．解放前，县内有蒙宝线寸轨铁路由西至东贯穿面甸，东坝、陈官、西庄四个

乡镇，及滇越铁路途经盘江乡。于1969年将寸轨扩建为米轨铁路。解放后修建了四通八达

的公路，县城为省州干线公路的中心，向北可至通海、玉溪达昆明，向东可至鸡街达个旧，

蒙自、开远；向西可至石屏达元江；向南可至红河、元阳等县、市。县内乡(镇)公路51

条，17个乡(镇)，126个村公所(办事处)；815个自然村已通公路，总长934公里(包括

国防公路190公里)。目前除利民、盘江乡外，都有定期班车往返。现有农业机械：农用载

重汽车1492辆(其中县属927辆，乡镇549辆)；客运汽车278辆，货车1214辆；私车

384辆；大中型拖拉机205台(其中轮式132台)，手扶拖拉2555台，磨面机173台，碾米

机1386台，机动脱粒机448台，胶轮大车、手推车39 206张，农用动力机械215l台，农

用水泵2150台。

文教卫生事业：在明、清时期建水就设有庙学、学政考棚、州学、县学等，列居滇南文

化中心，故有“文献名邦”、。滇南邹鲁”之称，清朝晚期至民国年间，由于政治腐败和帝国主

义的侵略，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缓慢，解放前有中学3所(省立临安中学、县立实用

职业学校、私立建民中学)，中学生800余人。小学277所，小学生23 256人，中小学教师

731人。解放以后到1987年为止，有州属职业学校lO所，研究所l所，县办中学13所，

职业中学4所，乡镇办的中学16所，年末在校高中生2491人，初中生13 451人；小学538

所，在校小学生56 360人，．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工3360人(其中中学教职员工为1015人)。

解放前没有电影院，现在仅城区内就有3所，各乡(镇)设有800以上座位的电影院有4

所，村公所、办事处有放映场132个。县有文化中心(原为花灯团)、广播站、文化馆、图

书馆、新华书店、电视转播台；各乡(镇)设有文化站、广播站、图书室；村公所、办事处

有广播、文化、图书室等。医院由解放初期2所发展到23所，其中县办医院4所，乡

(镇)医院19所，病床1164张，集体医疗门诊有5所，企事业单位附设医务室40个，村公

所、办事处设有合作医疗站137个，全县有医务人员1206人。计划生育工作：全县育龄妇

女106 724人，其中已婚妇女71 546人，。三术”人员42 310人，。三术”率达59．14％，落实各

种节育措施52 974人，节育率达74．04％，女性初婚3277人，晚婚1007人，晚婚率占

30．73％，在宣传教育为主和其它措施相结合的原则下，取得了较好成绩。

科研机构有：农科所、农机研究所、柑桔推广站(园艺站)、气象站。兽医站、籽种公

司、良种场、畜牧场等，有科技人员195人，全县17个乡(镇)都成立了农科站、“3个

村成立科技小组，有脱产和不脱产的科技人员119人。

名胜古迹：仅县城内就有七寺八庙，文庙、指林寺、双龙桥是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朝阳楼”雄踞县城中心，是建水县城的标志。。燕子洞”是滇南奇观，经省人民政府几次拨款

重修，现已成为风景游览胜地。玉皇阁内有。崇文塔”，元蒙时旧有。拜佛山有。文笔塔”，建

于清道光八年，造型奇特，式样别致。塔呈八面体，塔体为青石砌成的实心石塔，塔高

31．4米，令人赞叹的是，塔基周长与塔高相等。阎洞共分云津、万象、南明三洞，洞内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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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长达数里，洞顶钟乳倒悬，蔚为奇观。。福东寺”为明代诗人杨升庵行吟之处，后人曾有

长联一对以赞其事，联云：“画成烟雨楼台，看山横焕岭，地转泸江，剩一片芳草夕阳，记新

都公子行吟处。～人在莲花世界，喜月到天心，风来水面，乘此际香温茶熟，想茂步先生得

意时。”朱家花园，建于清光绪末年，占地面积二万余平方米，建筑质量较好，是比较有特色

的地方民间建筑，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革命遗址纪念地：。天君庙”是1903年震动全省的周云祥反清仇洋起义军大本营驻地，也

是191 1年辛亥革命临安(今建水)新军起义后建立的南防军政府所在地。天君庙既是古建

筑，也是近代重要革命遗址。建民中学创办于1938年8月，学校中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

支部。建水地下党以建民中学为阵地。秘密组织师生学习革命理论，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为滇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后至护国战争期间，朱德同志在滇军任职，曾驻防建水

南校场，县城内红井街有朱德同志的旧居。1962年6月朱德委员长视察工作来到建水，登

上朝阳楼观览，并赋诗一首：。夏日访临安，欣然改旧观。昔年军驻地，今日作良田。械斗之

风息，人民建乐园。边疆如此固，邻友亦同欢!”以抒久别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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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镇概况

【Lin’an Zh台n G0ikuong]

临安镇位于建水县中部，地处建水盆地中心，镇人民政府驻城内建中路。镇区东至东坝

乡，南至陈官镇，西至西庄镇，北至南庄镇，总面积为15．71平方公里，适中海拔为1313

米。镇区是建水县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的中心，是明、清两代位于滇南的边陲重镇。

临安镇原名“城关”，1987年以驻地临安城复名。据府、州，县志载：唐元和年间南诏

筑城惠劂，汉语日建水，元设建水州，属临安路，明初将土城拓为规模壮观的砖城，因府治

疆域南至安南界(今越南)，故以。临安”得名。清乾隆三十五年改建水州为建水县，民国元

年改建水县为临安县，因与浙江临安县重名，次年复名建水至今；临安镇均为府、州、县治

驻地，并以古城设镇置驻军防。民国20年(1931年)为第一区、民国25年(1936年)分

为建安、金碧二镇。解放后，1950年为城五区，辖一、二街，东坝、陈官乡。1952年为

一、二、三、四街辖城郊乡；1954年7月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1987年复名，辖8个居民

委员会，2个农村办事处，l 1 775户，41 930人(非农业人口．28 423人)，其中：汉族38

184人，彝族2676人，回族466人，哈尼族143人，傣族119人，苗族37人，其他民族

305人。

镇区属亚热带高原气候，最高气温28。C，最低气温2--3。C，年平均气温20。C，平均年

降雨量700毫米左右，全年有霜期57天，良好的气候及历史悠久的开发给全镇城内、城外

的生活、生产及市镇风光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谓田园四季青，冬夏尽如一的城市。建中

路、东正路为市区中心大街，商店、食馆、旅社等林立左右，一线连通西正街、永善街，全

长约5公里，两侧连通2l条小街，小巷。路面上乘，两旁树阴气爽，街灯夜照辉煌。县级

党政机关，主要学校，医院等部门驻城内。镇上专设市场四个，是全县物资交流的中心，逢

星期日集市；人拥货阻、兴盛繁荣。

城郊、韩家为两个农村办事处，有耕地9138亩，占总面积的38．77％，主产稻谷、甘

蔗、红薯、小麦、蔬菜等，粮食总产(按1987年计)2130吨，蔬菜名目多，全年种植无淡

季。

城镇企业主要有：轻工业制品以传统土陶、工艺紫陶著名省内外，民族纺织、手饰加工

占有重要优势，此外是具有实力雄厚的粮油食品加工、服装加工、建筑、砖瓦建材、木制家

具、五金修理、瓷餐具等。工业制造较少；现仅有汽车零件厂在城区。两个办事处村民在耕

作、运输、排灌方面拥有农用汽车52辆、拖拉机153辆，排灌设备58台，碾米、磨面等均

以电机为动力。

交通运输：民国年间仅有：个(个旧)——碧(碧色寨)——石(石屏)一条寸轨铁

路，解放后已将寸轨拓为米轨铁路，并具有客、货运站各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是公路运输



个客货

省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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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县 【Jianshui Xian] 县，位 宽3．5米．因古代设有：“执掌五珠通利用”

于昆明市南部220公里，为滇东南历史文化 的钱币机构得名。巷内驻有五三三医院、维

名城。唐元和年间筑土城，彝称惠劂城。古 护连、筑路队、五金厂及州粮干校、州地质

彝语：惠为海，劂为大，意为大海边建城， 队、州警官学校。居民45户，96人，此街

汉语译为建水，曾名临安。辖5镇、12 多为农民户，汉、彝族。

乡，1071个自然村，共96 125户，431 573 崇文街 【Ch6ngw6n Jiel 街，东

人，总面积3789平方公里。 西走向，长760余米，宽4米，水泥路面。

临安镇 【Lin’an Zh6n] 镇，位于 因清代崇文书院得名。巷内有县教师进修学

本县中部坝区，为本县政治、经济、文化、 校、建民中学、五小等学校。居民105户，

交通的中心。原名城关镇，因旧称临安城而 247人，农民、居民杂居，汉、彝族。

改为现名，镇机关驻建中路。辖8个居民委 西正街 [Xlzheng Jie] 街，东西

员会，2个农村办事处，11 775户，41 930 走向，由西城门至西林寺街，长356米，宽

人，有汉、彝等族，总面积9平方公里。 4米，水泥路面。因属西城门外的主街得

西门居民委员会 【Xlm6n Jom『n一 名。居民106户237人，农民、居民杂居，

W6iyudnhui] 位于镇机关西面，因驻西 汉、彝族。

城门得名，原名一会，1954年设。辖武庙 如意巷 【ROyi Xidng] 巷，南北

街、金银街、崇文街、西正街、如意巷、小 走向，由建中路至环城南路，长130米，宽

西庄、建中路(西段)，1933户，6712人， 3米，水泥路面，以“吉祥如意”取名。居民

以汉、彝族为主． 130户、310人，汉族。

建中路 【JiOnzhOng LO] 街，城 ‘小西庄 【Xifioxlzhuong] 居民

内主街，东西走向，由东城门至西城门长 点，因清同治年间，西庄沈、郭二姓迁居得

1700米，宽。12米，因横穿建水县城得名。 名。驻有县图书馆、物价局、菜市场。居民

为县、镇人民政府、公、检、法等县级机关 174户，497人，汉族。

及工，商、文教、卫生等主要部门的驻地， 南正街居民委员会 【N0nzheng Jie一

街面布满商店、饭馆等各种门市。居民 Jomin W6iyudnhui] 位于镇机关南

1092户，3313人，多为汉族。 面，因驻地得名，原名二会，1954年设。

武庙街 [WfimiOo Jiel 巷，南北 辖南正街、北正街、红井街、建中路(中

走向，由建中路西段至文庙西侧，长421 段)1148户，4146人，以汉族为主。

米，宽4米。因明代建筑武庙得名。巷内驻 南正街 【Ndnzheng Jie] 街，南

有排灌站、县木器厂，县福利院、州干休 北走向，由建中路到南门环城路，长279

所。居民244户，709人，多为汉族。 米，宽3米，水泥路面。因通过南城门得

金银街 [Jlnyin Jie] 巷，南北走 名。居民220户，660人，汉族。

向，由西城门至州警官学校，长900余米， 北正街 【B6izheng Jie] 街，南

附注：词条中各村公所(办事处)的民族人口标注法。例1，欧家庄村公所汉族22．8人，彝族9佣

人，回族298人，只注：彝，回、汉族。例2、干寨村公所汉族1902人，彝族1043人，哈尼族18人，傣

族12人，苗族6人，只标明：汉、彝等族。其余各村公所(办事处)和村庄以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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