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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发[1993]50号

关于颁发《梁河县地名志》的通知 ，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依据当地风貌共同约定的称谓，是人类活动不

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一项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

文化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

际交往的大事。地名的管理和使用具有严肃的法定性。我县地名工作在1982年普

查，1991年进行补查和资料更新的基础上，编撰《梁河县地名志》。现将颁发《梁

河县地名志》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地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经常性的基础工作。县设立地名办公室，

隶属县人民政府民政局主管，配置人员具体负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州有

关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负责本县辖区内的地名命名、更名和日常地名

管理工作；纠正不依法定程序自行命名、更名，不标准使用和书写不规范的地名；

管理地名档案，提供地名资料，开展地名咨询服务等工作。

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要引起重视并支持配合搞好地名管理工作。

二、地名管理应依据国家的法规，从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注意保持地名

的相对稳定，必须命名或更名时，要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和权限，报经批准，未经

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命名或者更名。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地名时，应以《梁河县地名志》标准名称为准。对

地名用字要规范，对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音要准确。

四、管理维护好地名标志，是各级各部门乃至全县各族民众应尽的责任，对

破坏地名标志者，将依法查处。

梁河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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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3

前 言

《梁河县地名志》是我县第一部地名专著，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统÷的

地名工具书。它是全体普查、补查、编纂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其主要内容是：

地名的标准名称、位置、行政归属、来历、含义和演变。根据地名的特点，力求

准确地反映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并适当地反映该地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

族、交通、资源等。本志将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事、交通、邮

电、科研、新闻、文教、出版、测绘、城建、土地管理、旅游、商标、设计等部

门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地名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的地理实体的称谓。是在人类社会生

产、生活中形成的，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

化遗产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源出不一，它的命名、更名都受时代的

制约，民族风俗对它也产生很大影响。而它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地应用着。因此，对

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译音不准、用字生僻、含义不好、甚至带侮辱性的地名等

问题，通过普查、补更，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

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国际交往、经济建设、增强民族团结和人们Et常交往都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它对实施地名管理、整理

祖国文化遗产和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本志编纂坚持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力求达到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资

料可靠、记述准确、结构得当、文字流畅、文图并茂、查用方便。不仅作了文字

介绍，同时辅之图片说明，以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

本志编纂工作，在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县长赵家培同志对编修作

了指导，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州史志

办主任吴志湘、地名办陈茂云同志和省李子盛同志作了进一步的审核和修改。县

民政局、统计局、水利局、林业局、工交局、教育局、文化局、武装部、茶技站、

史志办以及腾冲县图书馆、和顺图书馆等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摄影：宾元

寿、李祖恒、龚徽春。民族文字译写：岳品成、龚家贵、蚌德志、杨源道、雷道

陇。地图承印：昆明市测绘管理处。对上述单位和个人，借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

谢。

“盛世修志’’。《梁河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梁河县大好

形势的反映，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奉献给全县人民和



梁河县地名志

份礼品。

出版《地名志》是我们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紧，经验不足，水平有

错误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

梁河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三年三月



凡 例 5

凡 例

一、本志共收录地名条目998条。其中行政区划559条，自然实体221条，人

工建筑101条，企事业单位100条，纪念地、名胜古迹、游览地18条。全书分为

四个部分，约36万字。 ，

二、本志词条编排，使用条目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体以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

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三、本志汉语拼音，是以《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

分)》排写。 ．

四、本志采用的土地面积，物产，是以县统计局1991年底核定的资料为依据，

人口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准，其它数据由有关部门提供。

五、本志有关史志资料，查询《腾越厅志》、《云南志》、《南甸刀龚氏世系宗

谱》等史料。历史纪年，根据《辞海》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年代记载，民国前采

用帝王纪年，括注公元年代，民国年间，采用民国年，括注公元年代，1949年后

一律使用公元年号。

六、本志民族语地名均用汉字译写。附民族文字对照表。

七、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条目使

用。

八、本志编绘标准地名图1幅，乡(镇)行政区划图10幅。地图的行政界限，

是按照现行管理范围绘制的，不作法定划界依据。

九、本志附彩照21张，黑白照30张，附录表13张。

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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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概况

梁河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东北部。距昆明808公里，距芒市146公

里。地处横断山脉西南延部分，高黎贡山西麓的坡阶地上，属滇西中山宽谷盆地山区。整个

地形呈东北向西南倾斜，七大山夹三个坝子、三条河(七大山t东山梁子、链鼓山、龙塘山、

大尖山、野鸭塘后山、瘌痢山、香云卡，三个坝子：南甸坝、萝卜坝、勐养坝，三条河。大

盈江、龙川江，萝卜坝河)。跨北纬24。31’一24。587，东经98。06’一98。31’。东、北靠腾冲县、

东南隅连龙陵县，南邻潞西县、陇川县，西接盈江县。南北最长纵距49公里，东西最宽横距

45公里。总面积1159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4．89平方公里，低热河谷坝区面积137．11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2．5％，余为山地面积，占87．5％。辖1镇9乡，63个行政村，452个

自然村，672个农业社。总人口142，955人，其中农业人口130，639人，非农业人口12，318

人。居住着汉、傣、阿昌、景颇、德昂、傈僳、佤、白、彝、纳西、回，苗、壮、藏、拉祜、

布依、哈尼等2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44．573人，占总人数的31．8％，其中傣族30，098人，

占21．05％，阿昌族10。380人，占7．76％，其它少数民族占2．5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3

人。县人民政府驻地遮岛镇遮岛，海拔1，042米。
’

梁河，古名南宋。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南甸路军民总管府，得名南甸。据‘大

明一统志》载：“小梁河在司东北三十里，源有二：一出腾冲赤土山麓，一出腾冲缅箐山麓。

至此合为一，西南流至干崖为安乐河，而合于大盈江，其在司境流经南牙山西南，又谓之南

牙江”。《腾越厅志》卷三载：。大盈江，旧志日。‘大盈江总甸内众流名也’。⋯⋯会三合河由

镇夷关至合泽河而缅箐罗苴诸水又入之，又八十里通南甸小梁河(现境大盈江)，过干崖谓之

安乐河⋯⋯经南牙山伏流出蛮莫达于金沙江焉”。《中国历史地图集》(云南地区)第八册清代

(36—37)标注现境大盈江为。小梁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二十九日由腾冲县八

撮地方改设梁河设治局，驻所大厂。梁河由此得名。隶属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管辖。1950年

5月6日梁河解放，成立梁河各族行政委员会。1952年5月25日成立梁河县。又一说曩滚河

及其支流邦幸河为小梁河。

梁河县西汉时期属益州郡不韦县。东汉时期属永昌郡哀牢县。蜀汉、两晋、宋、齐均为

永昌郡。唐天宝末年(公元755年)以后，南诏王阁罗凤乃。西开寻传”置永昌节度和永昌

府。其中有押西城(即今盈江县旧城)驻在押西城内的南诏官吏，管辖今盈江、梁河县一带。

公元937年至1253年的大理国统治时期，粱河县属金齿部地，直属永昌节度软化府(腾冲)

管辖。梁河境内有南甸、南宋甸(梁河县曩宋)、萝卜司庄(梁河县南部的芒东)、利城(梁

河县西部九保乡勐宋)、首外川(梁河县南部的勐养)。公元1253年，元军征服大理国之后，

元朝在原大理国的辖境范围内建立了云南行省所属各路、府、州，多为外来的‘‘流官”与当

地各族中“土官一相结合进行统治，有的地方则由。土官”自己管理。元初梁河名南甸，至

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路”，名南甸路军民总管府。建立土司制度，隶属于金齿宣抚司。

《明史·土司传》载：。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今梁河县南甸、芒东乡、勐养乡)。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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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旬路军民总管府的辖境，基本上就是今梁河县的范围。明朝设南甸宣抚司，直隶云南布政

司。南甸宣抚司为当时云南边境土司中著名的。三宣六慰”之一。《南甸司刀龚氏世系宗谱》

卷三附录《地理辖境及建制沿革》载：。司属辖境，明(朝)以前不得其详。至正统中据傣文

谱载，由司治东至蒲窝一百二十里与潞江司为界；南至杉笼山顶一百二十里与陇川司为界；西

至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四百五十里与勐养为界；北至半个山八十里与腾冲为界。”明洪武

十五年(1382年)改南甸府。永乐十二年(1414年)改南甸州，正统八年(1443年)，刀乐

梗以征麓川功授南甸宣抚司。清沿袭明土司制度，为南甸宣抚司。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授

南甸宣抚使世职。南甸宣抚司初属永昌府腾越州。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升腾越州为腾越

直隶厅。南甸宣抚司即隶属腾越直隶厅。1912年辛亥革命；废清朝时期的府、厅、州，于各

地置县。梁河设撮县丞，驻所小邦幸。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二十九日改为梁河设治

局，驻所大厂。隶属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管辖。

1950年5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梁河。成立梁河各族行政委员会。1952年5月25日

改名梁河县。同年改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1956年随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58年

撤销梁河县制，将油松岭区划归盈江县，帮角文化站(相当于区)划归陇川县，芒东区划归

潞西县，遮岛镇、河西区、河东区、大厂区并入腾冲县。属保山地区。1959年原划归潞西县

的芒东区再度析出划归腾冲县。1961年4月恢复梁河县制，油松岭区仍划归盈江县，帮角文

化站划归陇川县。行政区为7区39乡。1968年增设为42个乡(含1个区级镇)。1969年4月

区乡改革建制为公社、大队，建制为7个公社43个大队。1971年恢复德宏州建制，梁河县复

属德宏州。1972年行政区划为9个公社52个大队。1984年4月建制改革，设区建乡，为10

个区52个乡。1988年2月撒区建乡，辖10个乡(含1镇)63个村公所(含2个办事处)。

梁河县地处滇西山原的中部。地形特征为相间的切割山地与宽谷。位于高黎贡山支脉大

西山和腾冲火山带的中间地带，东部为火山岩构成的高原和台地，因河流切割而显得破碎。西

部为起伏稍大的安山岩构成的山地。地形为东北向西南延伸的斜长形，东北宽，西南窄，地

势东、西高，南、北、中低。县境西北隅的瘌痢山，海拔2，672．8米，为全县最高点。南部

勐养乡中营行政村境内为最低，海拔860米。中部为断陷盆地，较大的坝子有南甸坝、萝卜

坝，勐养坝，另外有勐蚌、勐毫、勐来、勐宋山间小盆地。现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锡、铅、锌、

铀、铁、硫、硼、锰、银、水晶、云母、石灰石和煤等。陆续开采利用的有锡、硫、石灰石

和煤。

梁河县主要河流有大盈江、龙川江、萝卜坝河。属伊洛瓦底江水系。大盈江发源于腾冲

县，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南甸坝子，至葫芦口流入盈江县大盈江。境内纳42条支流，流程26公

里。龙川江发源于腾冲县，于勐养坝子中部流入县境，由东西转南流经勐养坝，至坝尾纳萝

卜坝河南流出县境，境内流程11公里，纳18条支流。萝卜坝河发源于杞木寨乡，自北向西

南流经萝卜坝子，转东流入龙川江。全长60公里．境内热泉分布较广，有丙赛、龙窝、热水

塘、芒陇、仙人、那勐、邦别等十多池温泉，丙赛温泉水温达88℃以上。

气候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具有立体气候和干湿分明的特点，年均温度18．3℃，最热

月8月，平均气温23℃，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11℃。日照2，385．3小时，年活动积温

6。028．4"C。年平均降雨量在1。075—1，868毫米之间。雨季5至10月，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

的86．5％，全县雨量充沛。无霜期在245至321天之间，日照较长。气候特点：四季不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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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长常，干湿分明。

土壤主要有赤红壤、红壤、沙壤等，河谷地带及坝区有水稻土、冲积壤，适宜于各种经

济作物、林木生长。植被为热带常绿混交林，林木以思茅松、云南松为主。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37．1％。

全县土地面积174万亩。其中林地63．35万亩，灌木林20．4万亩，疏林地4．25万亩，荒

山荒地和草地40．3万亩，耕地18．36万亩，其它占地26．94万亩。耕地占土地面积的

10．55％。其中水田面积10．83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8．98％；旱地7．53万亩，占41．02％。

耕地中尚有2．45万亩雷响田。全县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1．4亩。水利有油竹坝、小河头水

库，坝塘22件，主要沟渠12条。有效库容2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9．88万亩，占耕地

面积的53．81％。全县现有大中小型拖拉机986台，机耕面积1．9万亩。沿南甸坝两侧为花

岗岩强烈风化山体，山坡较陡，岩层破碎，植被破坏，加之两侧台地为冲积层土，每逢暴雨，

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坝区流沙危害大，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从1957年开始在墩欠、

大生基、永安寨等地治理，已初见成效。

全县水热条件好，复种指数达148％。坝区多种双季稻，复种率高。1990年全县粮食总

产47，375吨，其中稻谷34。276吨，小麦6．613吨，包谷2，766吨，豆类479吨，薯类1。061

吨，经济作物产甘蔗1，967．8吨，茶叶42．62吨，油料作物137．79吨，此外生姜、草果、棕

片等占一定比重。茶叶是梁河县山区的特产，占州内五分之一的茶地面积和四分之一的茶叶

产量，茶叶生产不仅数量多，单产高，而且质量较好，尤以大厂回龙茶驰名省内外。

现有森林面积63．35万亩，蓄积量371．78万立方米。其中思茅松105．52万立方米，云

南松76．06万立方米，华山松0．38万立方米，栎类49．65万立方米，桤木14．32万立方米，

栲类90．66万立方米，还有木荷等。森林分布在县境的西南和东北山区。林中常见的动物有

豹子、狗熊、野猪、山驴、黄猴、穿山甲、孔雀、野鸡、飞鼠等30余种。有列为国家保护的

植物崖姜蕨、树蕨、原始莲座蕨、翠柏、秃杉、山茶花、野茶树、楠木、红椿等二十余种。水

果产梨、柿、菠萝蜜、桔子、木瓜、香蕉、芒果、蕃木瓜等。大生基梨汁多、味甜，肉质细

嫩。芒东碰桔，个大饱满，特别香甜。1990年大牲畜存栏3．18万头。其中水牛1．74万头，黄

牛0．64万头。猪、羊存栏7．54万头，其中猪7．1万头，羊0．44万只。

各类工矿企业20个。主要有锡矿、煤厂、糖厂、农机修造厂、制药厂、纸厂、茶厂、塑

料厂等。出I=l产品有红茶、锡，畅销全国的有虎骨木瓜酒。年产锡436吨，年产白糖12，743

吨，煤1．38万吨。全县18个水电站，发电装机容量1，916千瓦，发电量达1，389万度。10

个乡(镇)，58个行政村，608个农业社均已解决生产用电和照明用电。

保山至瑞丽公路干线经过县境，梁河至潞西公路与梁河至陇川公路在芒东乡翁冷村东相

接。9乡1镇驻地，47个行政村，372个村寨通公路。另有乡村公路、蔗区公路，累计全长一

988．4公里。

1949年全县仅有小学31所。其中公立8所，在校学生2，013人，教师71人。1990年全

县有完全中学3所，农职业高中1所，初级中学7所，小学附设初中9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

幼儿园1所。在校学生6，516人，教职工519人，其中高级教师10人，中学一级教师88人，

小学261所，在校学生21，941人，教职工1，090人，其中小学高级教师136人。全县小学入

学率达98．3％．，巩固率达97．3％，毕业率91．5％，普及率96％，基本达到国家教委规定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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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初等教育的要求。1984年由省人民政府颁发合格证书。并列入全国一百个先进教育县。

文化发展快。全县有文化馆、图书馆，藏书3万余册。乡办图书室8个，文化室9个，民

兵之家10个，电影院5个，电影放映机34部。民族传统艺术形式有民歌、傣戏、玩灯、孔

雀舞、窝乐、目脑纵歌等。基本普及农村广播网，乡有广播站，80％的农户听到广播。建有

卫星地面接收站、电视差转台。文娱体育活跃，文化生活内容丰富。

科普工作逐步开展，相继建立了农机、农技、兽医、林业、水利、气象、卫生等技术机

构，成立各种学会13个，乡科普协会8个。i990年全县科技人员2，582人，其中高级职称12

人，中职235人，初职1，968人。主要成果有：双季稻推广、稻田养鱼等20余项成果获州奖；

笼鸡及配合饲料等4项成果获省奖，墩欠、三家村滑坡综合治理工程，万亩甘蔗高产，高糖

样板等项经省科委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教授实地鉴定验收，列为科技成果。

解放前的梁河是有名鼠疫、高疟瘴疠区。现有卫生机构30个，医院病床276张，卫生技

术人员350人，其中副高2人，中职276人。各乡设有卫生院，村公所、村设卫生室124个。

计划生育按。大力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和多胎”的政策。1990年当年出生率25．33‰，死

亡率为5．7‰，自然增长率19．63‰。由于重视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机构建设和防病治病，

昔日的烟瘴之地，如今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文物古迹有南甸宣抚司古建筑群。始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衙署为宫殿式建筑，由一

进四堂五院和南北厢房组成，共百余间。土司四代在此统治99年。解放后为县政府驻地。现

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另有九保太平寺、河西香云寺、小厂红阳寺、勐底佛塔。清代佛教盛

行，三个坝子共有装房20间。1987年4月在城郊南小寨坪建有烈士纪念碑。借以缅怀革命先

烈，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遗志，是梁河县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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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东南山麓。东北起自曩滚河

内海拔1．042米。县人民政府驻地南甸路中段65号。镇人民政府驻勐底路19号。人口9，353

人，其中农业人口4235人，非农业人口5，117人。居住着汉、傣、阿昌、德昂、景颇、佤等

14个民族。居民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密聚。地处冲积相，洪积扇，略似三角形状。1950年前

集居于龚家巷、李家巷、克家巷、麻卷巷。1956年新开辟解放村、富民村、长安村五湖村、

龙河村、向阳村、李村。机关i企事业单位、厂矿多驻路(街)。

遮岛，原名。田心”。始记载于明洪武二年(1396年)。当时田心范围即现在克家巷、李

家巷、王家井一带。清咸丰元年(1851年)南甸宣抚司从永安迁署于此，取名。莲花城”，后

土司改名遮岛。遮岛系傣语。遮为城，岛为下，上城遮勒(现名九保)，即遮勒下面的城子。

清代原直属田心撮，1851年土司迁署于此，城内设四丛。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改为

镇，城区为第一保。1936年3月国民党梁河党部由大厂迁入遮岛司署。1950年成立梁河各族

行政委员会，驻地遮岛。1952年为梁河县城驻地。1954年直属区级镇，1956年属河西区遮岛

镇。1958年划归腾冲县河西区九保镇，1959年改设遮岛公社遮岛大队。1961年恢复梁河县制，

改为遮岛区，1964年恢复遮岛镇。1969年改名红旗公社红光大队。1984年改为遮岛镇遮岛街

道办事处。

遮岛由9条路、巷，8个居民区组成。主街道南甸路、振兴路呈北南走向，与东西走向的

勐底路、文化路相交，似。井”字。保险公司、煤炭公司、交通监管站、电力公司、农业局、

兽医站、南甸宣抚司署古建筑群、文化局、县人民政府、邮电局、滇梁药行、百货公司、公

安局、桂梁商号、工商行、农行、糖烟酒公司、新华书店、五金公司、供销联社、武装部、县

运输公司、客运站、梁河中学等单位驻南甸路两侧。南甸路亦是保瑞公路通道。外贸局、建

行、人行、税务局、科委、法院、工会、教育局、电影院、商业局综合门市、县委会驻振兴

路两侧。水利局、妇幼保健站、服务公司、旅社、饮食服务公司、财政局、照像馆、检察院、

合作商店门市、卫生局、幼儿园、人民医院、制药厂等单位驻勐底路两侧。新华书店、邮电

局职工住宅区、招待所、粮食局、民族服装厂、遮岛小学驻文化路两侧。路两侧安装路灯、自

来水。两侧单位多为两层以上砖混和钢混建筑。1981年拓宽为沥青路面。

遮岛座落在东南山麓，依山就水，蕨叶坝、遮岛小河自东向西形成夹角流入西北大盈江，

三面环水，东大沟从北向南纵流辖境内中部偏东南，有利农田灌溉。村东南是林区，西南为

农田。年均温度18．3℃，年降雨量1，493毫米。土壤以冲积土、砂壤和水稻土为主。耕地面

积1，953亩，其中水田1，380亩，旱地553亩。主产水稻、小麦、油菜、甘蔗、蔬菜。

1950年前有可数的几家小手工业。现有农机、农具修理、砖瓦、陶瓷、皮革、建筑、建

材、交通运输、粮油、副食品加工、酿酒、塑料产品、缝纫、家俱等31个全民和集体制厂矿

企业。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7，716万元。驻有17家商号。南甸路、振兴路、勐底路、文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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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市贸易中心。

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文化单位主要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新

华书店、广播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差转台。解放前仅有一所小学，现有完全中学、幼儿园、

党校、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小学3所。科技从无到有，成立了科委、农机推广站、地震测

报、稻作及农作物试验等科研单位。医疗卫生重视发展，有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

站、计生委等防疫、医疗单位。城镇环保工作进一步加强。 ．

遮岛自古为边外交通重镇。曾设海关。亦为滇西古丝绸之路通道重镇之一。现设客运终

点站。有梁河一潞西、梁河一腾冲、梁河一瑞丽班车及梁河一陇川公路。东北通腾冲、芒市，

南通陇川、瑞丽县，西通盈江。遮岛至各乡均通公路，达各乡政府驻地。系交通枢纽。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