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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人民政府文件

★

政发(1 985)1 9号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县级各单位、各区(镇)：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为结束我县过去由

于多民族杂居所造成的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音多

译，译音不准，含义不清等混乱状况，县地名办公室于一九八。年

开始，对全县十四个区、镇的地名认真进行了普查，广泛征求当地

群众的意见，反复考证核实，韭对照地理概貌提出了标准地名，现

经本府批准，予以颁发。

今后，凡使用本县地名，必须以《武定县地名志》和《武定县

地图》为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改或新命

名的地名，须报经本府批准．

武定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i，i≯#。Lt-lIkt_--墨--l-l‘L}i1|ll
a#|



前 言

地名是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地球和宇宙间各种地

理位置、范围、形状而共同约定的标志。地名读音是否准确、书写

是否规范，释义是否确切，即地名是否标准化，对社会生产、生活

各方面都有影响。因此，搞好地名标准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

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和领土完整、增进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

往、适应四化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我县

县委、县人民政府于1980年组织地名办公室，派出专人对境内2460

条地名进行了核查．最后编纂成这本《武定县地名志》。

本志用词条式编列了八四年初社队体制改革为区、乡后境内的

全部标准地名。这些地名，以县人民政府驻地的近城镇居首，其余均

照行政区划或隶属关系，按所在地理位置，自北而南，由西向东纬

差一分而作编排次序，共分行政区划144条，居民点1977条，企事业单

位70条、人工建筑物76条、名胜古迹2条、自然地理实体104条。

本志所据资料，均经认真核实。主要包括标准名称、汉语拼

音、语别、曾用名、方言读音、所处地理位置概貌，来历含义、隶

属关系、乡镇驻地海拔，居民点的人口、户数、耕地面积、．居住民

族，水库的规模、容量、有效灌溉面积，电站的装机容量，山及’山

峰的高程、范围、植被、矿藏，河流的长度、流域面积。

志中数据，人口系19 82年笫三次人口普查数，其余均用1980年

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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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附有l：15万《武定县地图》一张，并附地名首字音序索

引及首字笔画索引，以便查考。摄影图片也择要插入若干帧，使读

者稍增实体感。
‘ ‘

本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特别是省

地名办公室李子盛、张渤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得到县委、县政府的

亲自领导，同时得到原县地名办公室龙运泽、李风云、李星群等同

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加编辑本志的主要人员有杨超凡、张学渊、贾沛义，图片摄

影熊美亮·

限于编辑水平，乖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武定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七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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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县概况

武定县属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北部，距省会昆明70

公里。东倚禄劝，南接禄丰、富民，西邻元谋，北与四川省会理县

隔金沙江相望，总面积3 104平方公里。境内群峰叠翠，箐谷纵横。勐

果河自南而北流至白马口汇入金沙江，把白龙会、大黑山、卧璋

山、阿则问、狮子山和万松山切割为东西两大山系。关天山横亘于

南，为红河与金沙江水系的分永岭。海拔2956米的白龙会最高，最

低点在己衣区志力新村，海拨882米。境内大部分是海拔2000米以

上的山地。县人民政府驻近城镇。

武定来源于彝语。《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载： 。武即婺之

转音也”。’婺即罗婺部，罗婺系部族首领法瓦的远祖，以人名为部

族名，又由部旗名“婺”转音为“武”。彝族称坝子为“甸"，元

代由“甸”转写为“定”，后人即以“武定”为历史沿用名至今。

武定原为搿古荒服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三： “或

日即百濮之国也一。三国蜀属建宁郡，隋属昆州。唐属邱

州。五代归大理国段氏所统。宋属段氏罗婺部所辖之溧甸。

元初为罗婺路，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为万户府，至元十一年

(公元1274年)为武定路。明为武定军民府，万历中罢称军民，领

和曲、禄劝州及元谋县。《清史稿·地理志》载： 。乾隆三十五

年，降为直隶州⋯⋯领县二：元谋、禄劝。"民国二年(1913年)

改为武定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云南和平解放，同年

十二月建武定县临时军政委员会。1950年武定设专员公署，辖安

宁、富民、禄劝、罗次、武定、元谋六县。1951年为各族各界联合

人民政府。1953年3月，武定并楚雄，属楚雄专区所辖。19 57年改为

武定县人民委员会。1969年为武定县革命委员会。1981年改为武定

县人民政府。

行政区划：1949年前为19个乡镇，建国后1951年设近城镇及近

城、插甸、7高桥、猫街、江边5区18乡，1952年土地改革后划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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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定县概况

城镇及近城、插甸、高桥、江边、万德、环州、猫街、甘泉8区86

乡，1955年合作化后，’．由2468个互助组、425个初级社合成171个高
级社。1 956年划江边区的8个乡、环州区的旦劳、凉山和甘泉区的

马头地归元谋，近城区的小甸归富民，甘泉区的草溪乡归禄丰县。

1958年裁区并乡；裁去近城、插甸、高桥、猫街4区并为39乡，其

余万德、环州、甘泉3区46乡和近城镇未作变动。同年富民又划小

甸归武定。人民公社化后分为卫星(近城)、红旗(插甸)、高

桥、猫街、万德、环州、甘泉7公社，1 30个大队，724个生产队，

同年元谋与武定合并为武定县，1 959年1 1月又分为武定、元谋两

县。1960年划猫街公社白草坪、九道河归禄丰县。1962年改社设9

区(近城、插甸、高桥、猫街、田心、万德、白路、环州、羊街)。

1965年划羊街区归元谋，1966年划万德区的多立大队归禄劝，同时

把禄劝的新民划入武定。1969年设近城、九厂、插甸、田心、高桥，

白路、猫街、万德、环州9社85大队，136 1生产队，1971年划近

城区的小甸归富民，后改为近城镇和近城、九厂、插甸、田心、发

窝、万德、己衣、高桥、猫街、白路、尼嘎古、东坡、环州13社，

143大队，1474生产队。1984年改14社镇为14区镇，建120乡，6区

属镇和4办事处，辖1474生产队，1 890自然村，39945P，21707 1

人。其中彝族62514人，傈僳族21661人，苗族14046人，傣族5195

人，回族774人，白族、哈尼、纳西、朝鲜族近百人，其余为汉族。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8％。

县境南北长94公里，东西宽56公里。地形呈东西倾斜，南高北

低，谷坝琐碎、山岭纵横。根据本地习惯，把地形分为五个类型：

河谷亚热带、温热坝、冷凉坝、半山区和高寒山区。

耕地259457亩，占总面积5．6％。其中水田88124亩，水浇地

27603亩，人均耕地1．22亩。森林覆盖面积占31．3％，荒山、草，坡

占14％。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被，红、棕水稻壤土。
本县以农业为主。建国以来，农业发展较快，1952年粮食总产

仅7161万斤，到1980年增为15240万斤。主要作物水稻9307亩，平

均单产640斤，总产6015万斤，包谷86397亩，平均单产441斤，总

产3808万斤，小麦112168亩，平均单产20斤，总产2447万斤。甘蔗



武定县概况 (3)

1900亩，平均单产4780斤，总产90828斤，烤烟9854亩，平均单产

250斤，总产241 30斤，花生442亩，平均单产144斤， 总产63 648

斤，油菜2045亩，平均单产I 26斤， 总产2581 00斤。 经济收入

2264．5万元，每人平均115元。

畜牧业：1980年末存栏大牲畜64368头。 生猪94397头， 山羊

132927只，绵羊14714只，畜牧业收入84．65万元。

副业：19 80年副业收入235．83万元， 占总收入的1 0．4％， 比

1966年增长1．8倍。家庭养鸡14万只，兔1 7000只．蜜蜂1 5000箱。

土特产：武定壮鸡、香菌、木耳、鸡棕、板栗、皮毛、造纸用

的龙须草(山草)历代悠久、远近驰名。

林业：19 80年造林面积为I 1 800亩．林业收入20．17万元， 占总

收入的0．9％。

水利：建国初，农田灌溉全靠几条自然河流，19 52年有效灌溉

为2941 6亩。现在有Io万方以上水库74个，小坝塘69 4个，其中：

1000万方以上水库1个，100万方以上水库16个，库容4476万方。

新村、螃蟹管、旧方、石门坎、可河、干坝庄、大雪坡：石窝铺、

杨柳河、故门箐、石腊它、烂泥、龙树箐弯等水库， 是县内骨干水

利工程，对农田灌溉发挥了显著效益。现有灌溉面积儿1047亩(包

括水浇地)。

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生活，拨专款从5公里以外的麦良田引来龙

潭水到县城，解决了县城区近万人多年来饮水困难的大问题。

工业：建国初期仅有三户手工织布工业户，其它均为加工工

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有采矿、 化工、 水泥、石

棉、农机修造、拉丝制钉、翻胎等工业，总产值从19 52年的I 1．94

万元增加到19 80年的745万元，增长了6倍多。人均产值3 5元。

主要矿产有，铁、铅、锌、铜、钴、铬、硝、石膏、硫磺等。

铁矿含量较高，现已在开采中。

全县拥有农业机械2122台，43628马力。其中各种拖拉机236
台，625 1马力，排灌545台，I 2809马力，农副产品加工3 23 0台，
I 6251马力，I 1个区镇、9 5个乡、469个生产队、I 5208户通电。

交通运输：建国前，武定县物资运输均靠人背马驮。建国后，



(4) 武定县概况

1953年修通了武定至元谋的公路。目前，14个区镇、82个乡，450

个生产队均通汽车和马车，全县通车公路107l公里。现有客货、小
车110辆，马车617Yi。

建国以来，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1952年仅有

村小27 1所，3 26班，学生1 3023人，教职员3-_348人。普通中学1所，

6个初中班，1个高中班，学生267人，教职员_T-41人。现有小学645

所，1261班，学生32400人，教职员工1346人。普通中学(包括两

个完中)1 6所，141班，学生63 85人，教职员32434人。有图书馆、

文化馆各一个，文化站15个，有区广播站14个，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和体育场各1个。

1952年仅有1个医院，病床25张， 医务人员4A， 现在全县共

有19个医疗机构，284张病床，医务人员342人， 1 1 2个医疗站及1 89

个医务人员。

名胜古迹有狮山正续禅寺和玄真山烈士陵园，见“狮子山”和

“玄真山烈士陵园”词条。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一方面军曾途经武定，禄劝，

巧夺武定县城， 除掉了国民党县长周旬得，并在白路木高古村里留

下红军标语。这段革命历史，群众至今深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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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城镇·居民点 (5)

近

近城镇JTach百ng Zh夺n 近城

镇系武定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县境东南

部狮子山东麓，是武定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西至狮子山顶，东至菜园河，北

至韩家村，南邻九厂区，总面积6平方公

里。乌龙河、菜园河自西南环城汇于东北

武定河，注入禄劝境内的掌鸠河。最高海

拔2420米，最低海拔1698米，有山城之

称。

近城镇系清代武定直隶州治所，故又

称州街。据《武定府志》载，明隆庆二年

(公元1568年)，经云南布政使邬连批

准，于隆庆四年将府治和州治分别从旧城

后和九厂旧州迁至狮子山东麓的近城(当

今县人民政府驻地)，故取临近州治之

义。1923年为近城乡，1938年至1957年为

近城镇，1958年并归近城公社，称近城大

队。1971年镇、社分开为近城镇。1984年

把近城区的狮山和狮高两个大队划归近城

镇。现辖西门，南北街、狮山，狮高4个

街道办事处，37个生产队，20个自然村，

19条街、巷，2756户，13026人，汉、彝、

回三种民族，汉族占98．8％。中新路为城

区较繁华的贸易中心。

近城镇属亚热区气候，年平均温度

15．4℃，年降雨量900至1000毫米，日照

充足，气侯温和，对农作物生长极为有

利。该镇以农业为主，主产水稻及经济作

物油菜子、烤烟。建国后由于不断建设水

利，增加了自流灌溉面积，生产发展较

快。1980年粮食总产320万斤，人均产粮831

斤，为县内人均产粮最高地区，油菜子曾

为我省高产区之一。

工副业有建筑、．加工、五金，缝纫、

城 镇

理发、饮食等，1980年全镇总收入1310123

元，其中社队企业为187563元，街道工业

为92722元，人均收入219元。

文教卫生：清代设书院，民国设高级

小学，1935年开办武定县立初级中学，。

1945年曾设武定师范学校。现有完中1

所，完小三所，初小三所，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99％。镇内除具有较完备医疗设施的县

医院外，还有卫生防疫站，环境卫生管理

站以及镇办医院，就医条件较为方便。

境内有名胜古迹正续禅寺和烈士陵

园，见“狮子山’’和“玄真山烈士陵园’’

词条。

县府街XIanfO Jf百历届政府治

所，故名。1966年改为人民路，1981年恢

复为县府街。东至中新路，西至县银行，

长130米，宽5米，东西向，柏油路面。

驻有县委、县人大常委、县政府以及西门

办事处部份居民。

，文化路W吾nhua LO文化馆、

电影院、体育场都在此街，故名。近城镇

人民政府驻地。为1978年扩建，1981年命

名的新路名。东起中新路，西至县礼堂，

全长132米，宽8米，东西向，水泥路面。

沿路驻有县邮电局、体育场以及西门办事

处的部份居民。

西门办事处XTm百n Bansh TchO管

辖近城镇县城西部地区的行政事务，故

名。办事处驻中马街。辖6个生产队，4

个自然村，353户1504人，汉族。耕地

1093亩，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中马街ZhSngm6 Jl百清代设

过马街，分上、中、下三条街，此街居

中，故名。1967年改为反帝路，1981年恢



(6)一通城镇·居民点
复为中马街。南起县商业局门口(原城南

门)，北迄县公安局，长约300米，一般

宽4米，南北向，土石路面。沿街驻有县

教育局，县文工队，县银行职工区，近城

粮油门市部等单位，居民82户403人。

南北街办事处N6nb荟IJf百Bcamh TchO

管辖近城镇南北地区的行政事务，故

名。办事处驻火把村。辖12个生产队一个

自然村，584户2448人，汉族。耕地1710

亩，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火把村HubbOcOq以彝族传统

火把节得村名。建国后雅化为和达村，

1967年为卫星村，1981年恢复火把村，现

为城内街道。系南北街办事处驻地。由三

条小巷组成，南接中新路，北迄近城小

学，长约200米，一般宽2米，有居民124

户532人。

狮高办事处ShTgOo BOnshTchO

办事处驻原狮高大队得名。狮高，取狮

山，高家村首字合称。1951年土地改革时

建狮高乡，1958年为狮高管理区，1962年

为狮高大队，1984年划归近城镇辖，改为

狮高办事处。辖10个生产队，13个自然

村，413户2048入，汉、彝两种民族。

坝塘埂．Bat石ngg吾ng以村旁的坝

埂命名。狮高办事处驻地，位于近城镇西

南1．5公里，处山梁，，海拔1760米。50户

251人，汉族。耕地325亩，主种水稻、烤

烟。 ，

狮山办事处ShTshon B狐h)chO
办事处驻狮山大村得名，狮山为狮子山的

简称。原为九厂镇辖，1951年建狮高乡，

1972年与狮高分建狮山大队，1984年划归

近城镇辖，为狮山办事处。辖9个生产

队，2个自然村，196户1024人，汉，彝

两种民族。
’

狮山村ShTshQncrjn驻于狮子山

坡上得名。狮山办事处驻地，位于近城镇

西3．2公里，处缓坡，190户1014人，汉

族。耕地1246亩，主种水稻、包谷。

环城西路Hu6nchgng×T10路面

环绕城西，故名。系武元公路之一段。南

起县林业局，北迄原城北门，约长500米，

宽7米，’南北向，柏油路面。沿路驻有县

林业局，县农业局、县消防队，东面为武

一中后门，居民58户302人。

西门街XTm6n JI百位于原县城

西门得名。1967年改为红青路，1981年恢

复为西门街。东起县银行，西迄自修庵，

长约150米，一般宽3米，东西向，土路

面。沿街驻有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法

脘、县中队，县科委等单位，居民98户438

人。

复兴街FtbxTng JII原名上马

街，后因南端修建复兴桥改为复兴街。

1967年改为反帝路，1981年恢复为复兴

街。南起县医院复兴桥，北迄西门街，全

长400米，一般宽5米，南北向，土路面，

为昔古街。沿街驻有县粮食局、近城粮管

所，武定一中等单位，居民55户310人。

文庙街W百nmIao JI百因系古

文庙到城区的街道，故名。1967年改为红

青路，1981年恢复为文庙街。东起县工

会，西迄武定一中门前，长约80米，宽3

米，东西向，石板路面。居民76户360人。

中沟路ZhSnggSu Lo居于穿

越城内的中沟边，故名。北起中马街，南

迄县烤烟仓库，全长400米，一般宽1米，

南北向，士路面。沿街驻有县水电局，近

城派出所等单位，居民67r户327人。

坡头堆POt6uduT以位于城内的

小山包得名。东迄中沟路，西迄中马街，

长约150米，一般宽3米，水电局驻有居

民58户309人。

环城南路HuSach6ng N6nl a 以环

绕城南得名。系武元公路之一段，东起汽

． 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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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西迄近城镇瓦窑，长约300米，宽

7米，东西向，柏油路面。沿路驻有县医

院、县供销社仓库，县外贸局、养护段等

单位，居民66户312人。

北 街B吝I JI百解放前为中正

路，建国后以城外十字街口分南，北两

街，故名。1967年改为前进路，1981年恢

复为北街。南起十字街口，北迄小村，长

约500米，一般宽4米，南北向，柏油路

面。沿街驻有照像馆、回族食堂等单位，

居民430户1502人。

中山街ZhSngshon J噔原名东

门街，后改为中山街，1968年改为人民

路，1981年恢复为中山街。东起十字街

口，西迄中新路，长约40米，宽5米，东

西向，柏油路面。沿街有百货，五金修

理、食店等门市，为卖莱街，较为热闹，

居民34户136人。

中新路ZhSngxTn L0原为古

城墙，1957年毁墙建路，1981年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命名为中新路。南起汽车站，

北迄县府街、中山街口，全长440米，宽

15米，南北向，水泥路面。沿街驻有县商

业局、工商局、农资公司、物资局、县供

销社、饮食公司、贸易公司、邮电局门

市、手管局，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等单

位，为武定县城经济贸易中心市场，驻有

居民95户448人。

复兴巷FQxTag XlSng原名小

栈道，1968年改为反帝路，1981年因此巷

在复兴桥旁，更名为复兴巷。东接中马

街，西迄复兴街，全长80米，一般宽8

米，东西向，土路面。为大牲畜交易市

场。驻有居民5户28人。

康复巷Kangfa XIang原名大

水沟，现为卫生局、防疫站驻地，故取名

康复巷。东起中新路，西迄卫生局门口，

长约30米，东西向，柏油路面。驻有居民

近城镇·居民点 (7)

49户274人。

五风巷WOf吾ng XlOng以城东

的五风山命街名。清代为五风巷，民国时

为猪屎坝，1967年改为团结路，1981年恢

复为五凤巷。东起下沟边，西迄十字街

口，长约30米，宽2．5米，东西向，柏油

路面。驻有副食品加工厂，居民43户229

人。

蚂蚱巷Mazha×IC3ng因巷道

狭小而得名。东起F沟边，西迄南街，长

约30米，宽1米，东西向，土路面。居民

27户147人。

韩家树H6njlacBn以韩姓最先

居住得名。位于近城镇北1．5公里，处武

元公路边山坡。27户126人，汉族。耕地

100亩，主种水稻、麦、油菜、烤烟。

保山箐BSoshanq?ng保姓最先

居住的山箐，位于近城镇：ILl．2公里，处

山坡，19户90人，汉族。耕地110亩，主种

水稻、麦、油菜、烤烟。

白龙箐B6116ngq．『ng 旧称白龙

箐，沿用原名。位于近城镇北1公里，处

山坡。独家村，5人，汉族。耕地5亩，

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小营凹X160y7ngw0驻于小营

北山凹，故名。位于近城镇南1．5公里，

处山坡。6户40人，汉族。耕地28亩，主

种水稻，油菜、烤烟。

陡 咀DSuzuT驻于箐口，故

名。位于坝塘埂西600米，8户18人，彝，

汉二族。耕地15亩，主种水稻、烤烟。

鲍家村Baollacon鲍姓最先居

住，故名。位于坝塘埂西={L400米，处山

凹。24户136人，汉、彝二族。耕地283亩，

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火烧房HuSshoofong遭受火灾，

故名。位于坝塘埂jL300米，处山凹。8

户40人，汉族。耕地40亩，主种水稻、油



(8)近城镇，·居民点

菜、烤烟。

小农场XlOon6ngchSng 1958年

县公安局曾在此办过劳教农场，故名。位

于坝塘埂东北300米，处缓坡。10户50人，

彝，汉二族。耕地并在鲍家村。

大沟帮Da96ubang驻引水!沟边

得名。位于坝塘埂西南2．6公里，处山凹。

17户96人，汉族。耕地118亩，主种水稻、

烤烟。

清水河QTngshuTh6驻清水河边

之义。系康熙23年沿用的历史地名。位于

坝塘埂西南2公里，处山坡，42户182人，

汉族。耕地224亩，主种水稻、烤烟。

孙家垭口SOnjIoyOkSu以原住垭

口处的孙姓得名。位于坝塘埂西南2．6公

里，处缓坡。15户88人，汉族。耕地106

亩，主种水稻、烤烟。

高家村GOojlOcOn高姓最先居

住得名。位于坝塘埂南1．2公里，处山凹。

46户267人，汉族。耕地332亩，主种水

稻、油菜，烤烟。

小 村XlOocon从高家村分出

新建的小村庄，故名。位于坝塘埂南900

米，处山凹。35户209人，汉族。耕地257

亩，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沙 朗ShoIOng彝语，沙l刺

栗树，朗。箐，刺栗树箐。位于坝塘埂南

1．5公里，处山脚。为清康熙年间沿用的

历史地名。48户221入，汉族。耕地285亩，

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小 营X100y Tng清代战乱中。

曾于此地扎营屯兵，故名。位于坝塘埂东

南1公里，处罗次至武定公路边，为清康

熙历史沿用名。104户525人，汉、彝二

族。耕地656亩，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山外河Shonw5lh6驻于山前河

边，故名。位于坝塘埂南2．9公里，处罗

次至武定公路边。11户69人，汉族。耕地

120亩，主种水稻、油菜、烤烟。

小 村XiOocon驻于狮山旁边

的小村子，故名。位子坝塘埂北200米，

处缓坡。2户lO人，彝族。耕地10亩，主

种水稻、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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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衣区·居民点 (9)

己 衣 区

己农区JlyT qo 己衣为武定最

北边境区，东倚大岔口山与禄劝汤郎区接

壤，南邻万德、发窝，西北与四川会理县

界于金沙江，总面积225平方公里。

区公所驻己衣得名，见“己衣街’’。原

属万德区，1971年与万德分建己衣公社，

1984年设已衣区，辖己衣、板桥，分耐，

资亨，汤德古，新民，罗能，平山、更德

9个乡，131个生产队，189个自然村，

2386户，12603人，有彝、汉、傣、苗四

个民族。

本区地形高低起伏变化较大，全县最

高点白龙会海拔2956米、最低点志力新村

882米，皆在已衣境内。金沙江边的罗能、新

民为燥热区，已衣、板桥为温热区，资亨，

汤德古等为高寒区，立体型气候显著。年

平均温度15．4℃，年降雨量968．2毫米，雨

水多集中在6至9月，适宜农作物生长。

耕地14891亩，其中水田3724亩，地

儿】67亩，森林覆盖面积百分之三十四。

本区属县内杂粮产区，1980年粮食总

产848万斤，稻谷290万斤，包谷342万斤，

小麦71万斤，人均产粮626斤，总收入115

万元，人均收入10]元，境内有十万方以

上的水库三个，己衣大沟纵贯南北，全长

6公里，流量0．6秒公方。随着水利建设的

发展，灌溉面积已由建国初的1000余亩增

加N3800亩，经济作物有甘蔗、花生、林

木、松脂。大牲畜5636头，生猪6857头，

羊14054只。有各种农业机械84台，1825马

力。区内有三个乡，10个生产队通车，但

因路面较差，行车十分困难。

建国后己衣区的文教卫生也有相当大

的发展，1950年仅有两所小学，现拥有一

所中学，40所小学，教职员工由两人增加

N84人。有卫生所一个，医务人员13人，

病床9张，乡合作医疗站9个，医务人员

9人，能防治一般疾病。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己衣区，一方面

军曾分两路过境，在志力会合，奔禄劝皎

平渡与毛主席、周副主席强渡金沙江。这

一革命历史，该地人民至今老幼相传，口

碑详在道，久而弥新。

己衣天生桥为武定境内地理之一奇

观，见“己衣天生桥"

已衣街J TyTJfl} 己衣系彝语，

己；訾之谐音，訾姓，衣；睡处，訾姓居

住地之义，凶1970年建公社于此，设街而

名。己衣区公所驻地。位子近城镇北64公

里，海拔1920米，处山坡。

己衣乡JTyT X10ag乡政府驻己

衣地区得名，原属万德公社，1970年属己

衣公社，1984年改为己衣乡，现辖22个生

产队，30个自然村，368户，1906人，彝、

汉、苗，傈僳四个民族。

牛王树NIfiwongsh0以宰牛祭神

之树命名。已衣乡政府驻地。位于己衣街

西：{L600米，处坡脚。2户7人，汉族。

耕地7亩，主种包谷。

以±庄YTtozhuong彝语，以l

水，土：白，庄。挂着，滴水岩之义。位

于牛王树北5．5公里，处半坡，56户279

人，彝、汉二族。耕地329亩，主种水稻，

甘蔗。

弄夺上村L6ngdu6shangcon 弄夺

系彝语，弄：老虎，夺：出没，老虎出没

处。位于牛王树西北5．4公里，3P17人，

彝族。耕地15亩，主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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