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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公所，镇(政府)，县属各委，办、局：

地名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直接关

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行政管理，关系到

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须认真做好。

由于地名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不可避免地

有些变化，再加上我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部份民族语地名译不准，有许多地名过去

弄不清来历含义，写法不一，比较混乱。形成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为了对地名

进行统一管理，以利四化建设，实现地名标准化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指示精神，我县于1981年4月至1982年11月进

行了地名的全面普查，经过认真调查，反复核实，对照山形地貌，联系历史事迹，逐条

弄清含义，辨明语音，订正字形，使其符合规范化要求，个别含义不妥的报经有关领导

部门批准作了更名，少数无名的正式作了命名。全部普查成果资料已于1982年11月经省

州地名领导小组验收合格，现予以颁发使用，今后在书写时都应以这次颁发的为准，不

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名和新命名的，均需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泸西县人民政府(印)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抄报。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州地名办、县委，县人大常委会。

抄送。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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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用来区别各个地理实体的称呼，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和国际交往的重要工

具。地名的称谓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对军事、外交，

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等各项工作都有影响，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是不

可缺少的部分。做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对维护国家尊严，进行国际交往，增

进民族团结，适应四化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

地名在形成过程中，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命名者的兴趣，愿望和观点的不

同，往往或明或暗地被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有些地名准确地标注出一个地区山形地

貌的特征，有些地名与历史事迹有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了解一个地区的地理、

历史情况，地名将提供一些可靠的根据。因此，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一个县的

地名志，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从1981年4月开始，至1982年11月基本结束，前后经历了一年

半时间。整个地名普查工作，一直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州地名

办公室的帮助指导下进行的。由于领导重视，充分发动群众，任务才得以顺利完成。全

县共普查各类地名897条，其中乡以上行政区划名称90条，自然村493条，街道41条，企

事业单位名称2l条，人工建筑物64条，名胜古迹13条，山、河、坡、洞、泉、塘等自然

实体175条。

在整个普查过程中，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省、州有关指示精神，针对

我县地名中存在的问题，在保持地名稳定性的前提下，对少数地名作了必要的更改。

如： “红卫公社"一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的所谓“革命化"地名，我们已报经省

批准，按驻地名称更名为午街铺区。乡一级名称与政府驻地不一致的有21处，则区别不

同情况更改四处。有的村名由于含义不妥，带有民族歧视性质或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也

同样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作了更名。至于可改可不改的，这次都不再改动。

需要新命名的，主要是县城新建街道和城郊无名的几个居民点。县城新建街道因城

后的山脉古称九华山，新街道沿着这一山脉延伸，根据这一地理特征命名九华路。几个

居民点则根据地理位置，分别定为东新村，北新村，石龙村(详见《新命名，更名地名

表》)。

关于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问题，主要是在搞清其来历、含义的基础上，进行正

音、正形，正义，并区别情况作如下规范处理：一个村同时流行两个以上名称的，根据

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的原则，尊重群众意见，从中确定最流行或者含义比较确切的一

个。属于喊变了音，写别了字的，则按含义分别予以订正．对历史地名，除到群众中了

解外，还尽量查阅目前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作必要的考订．雅化地名则主要看有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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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不强加妄改。个别用字生僻的地名，则以同义的常用字取代。民族语汉字译写规

范化问题，有些地名虽然译音不准，但过去的译写已经稳定、并已习惯和广泛通用，我

们只是说明词意，一般不再另行译写，只要求在一个区的范围内写法基本一致即可。按

照上述做法，在整个标准化处理中，我们作了以下处理：改区的名称1条，乡的名称4

条，新命名的6条，一地多名订正的181条，订正1；5万地名图错字，错位，遗漏260

条，沿用现名698条。

我们希望通过本志的编印，使我县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这次普查的主要成果，

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出来。因此，除标准地名外，还收录了地名图，文字概况以及

部份地名照片。在编排顺序上按类别分为t行政区划、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

物、名胜古迹以及自然地理实体。每一大类中又按其地理位置，先北后南，先西后东依

次编排。每一条地名分别列出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和筒注四个栏目。标准名称是

经过规范处理和经有关领导认可的。语别一栏则标明属于何种语言。简注一栏简要地介

绍这一地区的方位，地形、耕地，户数、人口，民族，并对这一地名的来历及含义作扼

要的说明。

附录部份，是为使应用这一资料的同志对各个地名实体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故将

《泸西县标准地名图》置于卷首，比例为1 t 10万。这是以地形图为基础绘制的，其所

载地名，在普查中都经过订正。另外，在标准地名后附录《新命名、更名地名表》。是

在地名普查中，办理过报批手续，经过审核批准的。在《新旧名称对照表))中t新名，

系指经过标准化处理配地名，旧名，系指普查前不规范的地名。此外还附有《地名首字

笔划索引》和《地名首宇音序索引》，以供查找地名时索检。

本志所载彝语地名，语音的订正，含义的翻译，得到曲靖专区寻甸县地名办公室的

大力帮助。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元谋县地名办为我们作出示范，先提供成品，给了我们

很大的启示。嵩明，腾冲等县地名办为我们介绍了可贵的经验和办法，给我们以有力的

援助。谨此致谢l

由予我们人力和水平有限，经验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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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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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西县概况

泸西县位于云南省东南部，距昆明市206公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东北部，距

州首府个旧市194公里。东南面隔南盘江和丘北县相望，西北与路南县毗邻，西南与弥

勒县接壤，北面与陆良县相连，东北与师宗县接壤。总面积1674平方公里。共有耕地

335，680亩，其中水m115，609亩，占总耕地面积34．5％，旱地219，781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65．5％。辖中枢镇和中枢、三塘、向阳，永宁，午街铺、金马、白水等7区。81个乡

(包括四个区辖镇、三个农村办事处)，604个合作社，486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中

枢镇。根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县50，637户、278，490人，有彝、回、傣、

壮、苗，汉等六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为34，50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其中，彝族

(撒尼、阿细、阿吾)19，762人，占总人口的6．8％，回族9308人，占总人口的3．2％，

傣族2471人，占总人口的0．85％，壮族1709人，占总人口的0．59％，苗族1268人，占总

人口的0．44％。

泸西县行政设治较早，据《广西府志》和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周为百濮属国，战国

属楚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漏江县，属群舸郡。蜀汉属兴古郡，晋属

宁州，隋属群舸州，唐为东爨乌蛮弥鹿部所居，为羁縻州，隶黔州都督府，设过陇堤

县，太和问南诏并其地，宋时分成师宗，弥勒两部，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隶落蒙

万户。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立广西路，隶临安、元江等处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

(公元1382年)，改广西路为广西府，领师宗、弥勒，维摩(今丘北县)三州，清乾隆

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改府为广西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广西县，民国六

年(1917年)改称泸西县。名称含义因城西有古泸川得名。解放后泸西县的行政归属曾

有所变动：1950年至1954年9月属宜良专区，同月改属曲靖专区，1958年10月撤销县治

与师宗县合并，仍属曲靖专区，1959年2月并弥勒县，改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961年8月恢复泸西县治，仍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解放前，本县各族人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处于饥寒

交迫之中。1948年春天，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灾难深重的泸西县各

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组成游击队，展开了翻身求解放的革命

斗争。1949年2月，人民的革命武装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泸西的统治，随即成立了泸

西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并于同年七月一日建立了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1950年4月正式

成立泸西县人民政府。劳动人民结束了几千年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生活。从此在党中央

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年比

一年提高．

本县地处云南高原东部，属山地商原地形·县境内由予山脉．河疯．丘陵和深答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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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交错，地形错综复杂，广泛分布着山间盆地、溶蚀洼地、岩沟，溶洞，地下暗河等多

种形态的岩溶地貌。全县地势起伏较大：坝区海拔在1550"-'1850米之间，山区海拔在

1900．'--'2300米之间，全县最高点是东山梁子的老祖坟箐，海拔2459米，最低点南盘江边

小江河口海拔只有820米，高差达1639米。

县境内山脉属云岭山脉的分支乌蒙山的延伸部份。境内有由北向南贯通全县的三条

山脉。东边是最大的东山梁子，古称东华山，西边是圭山的东延部份，中部是一条绵延

的白泥山梁子，古称西华山，在县城东北离城约15华里的白水库南岸，峰峦突兀，县城

附近九峰耸立，古称九华山。在三条山脉中间流经县境的河流有四·一是白马河，又称

矣维河，为泸西与陆良、路南两县的西界河，流经县境过圭山煤矿进入伏流后直达弥勒

县境。集雨面积183．1平方公里，全长约35公里。二是南盘江，勾泸西与丘北县的东界

河，集雨面积约98平方公里，流经县境约32公里。三是金马河，又称青沙河，发源于师

宗县鸭子塘大山南麓的阴凉箐，流经本县板桥河水库，在三河坝与者黑河(属师宗县)

交汇后，向东转南再汇桃园河，经红旗大桥，于天生洞伏流，三道箐出流到九峰庵进入

弥勒县境甸溪河，集雨面积362平方公里，全长75公里。四是小江河，有发源于师宗丞

的色从大山，流经县境白水坝子南进老干洞水库入中枢坝子，原称泸川，今通称西大

河，又有发源于龙甸乡的东大河，在神树坡村交汇后出工农隧洞入永宁，进入冒烟洞伏

流区出小江村，直交南盘江，集雨面积639平方公里，全长76公里。在县境南部的石灰

岩溶蚀地区，时出地表，时入伏流，落差较大，水流湍急，本县冒烟洞电站就建于此河

下游。

全县由于山脉的分隔、丘陵的围绕，河流的切割，自然形成中枢，挨来、金马、桃

园等四个万亩以上的坝子和12个丘陵小坝。

本县气候特点是t干湿季节分明，夏季多雨，冬春干旱。气候除季节性的变化外，

还由于各地海拔和地势的不同而存在着局部性的地区差异。据气象站建站21年的资料统

计，年平均气温为15．1。C，最热月7月，月平均气温20．6。C’绝对高温短时间到过

33。C,'--,33．8。C。最冷月1月，月平均气温为7．4。C，最冷时曾低达一9。C．'--11．30C。无

霜期平均为270天。年平均降雨量976毫米，最多年1362．2毫米(1961年)，最少年732．2

毫米(1975年)。年平均日照时数2010小时，全年5·"--'10月为雨季，其平均雨量为828

毫米，·占全年总雨量的84．83％。11月至第二年4月为干季，平均雨量只有148毫米，

占全年总雨量的15．17％。影响本县农业生产的特殊气候主要是春旱和八、九月份的低

温，其次是雨季的暴雨。因此蓄水抗旱，适当提前栽种，选育和推广早熟耐寒良种，显

得极为重要。

解放前本县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解放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人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水利建设上认真贯彻执行“小型

为主，配套为主，区乡自办为主矽和“大中小结合，蓄引提并举"的方针。经过二十多

年的努力，先后兴修了各类水库坝塘204个。其中，中型水库有·板桥河，自水，阿味

等三个，小型以下201个。电力抽水站151座。开挖了0．3个流量以下的重要干渠21条，

总长340公里，为实现西水东调规划打通了赭红坡隧洞，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全县总控

制水量达到1，94亿立方米，其中蓄水量1．2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由解放初期的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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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增加到lO．66万亩，增加了2．2倍。1967年～1970年还打通了中型排灌枢纽工程

矗工农隧洞”，根治了总长53．88公里的中枢、金马两条害河，除涝面积3．2万余亩，基

本上排除了洪涝危害。

我县粮食作物主产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由于水利条件的改善，机械化程度和

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粮食产量逐步增长。i984年总产达到16，319万斤，比1952年总产

8390万斤增长98．3％，平均亩产达到485斤。经济作物主要是烤烟，辣椒、油菜籽。

1984年烤烟年产1100万斤，辣椒年产107万斤左右，可供国家出口。其它林，牧、副、

渔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全县有林面积35万多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17．13％。解放

以来，人工造林成活面积为7．6万余亩，年产各类水果123万余斤。畜牧业。境内草山总

面积186．5万亩，可利用面积131万亩，到1984年底，大牲畜有牛、马，骡，驴等五万

余头，山绵羊二万八千余只。在畜产品中，生猪的发展较为显著·存栏数已达十三万多

头，比解放初期增加两倍多。

工业方面，解放前我县只有少量个体手工业，一般小型日用铁农具都是靠个体经营

的“铁匠炉子"制作。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工业才蓬勃发展起来，先后

建立了煤炭、化工、农机修理、电力、建材等项目。县上先后办起了氮肥厂、水泥厂，

农机厂、印刷厂、轻机厂等30个企业。各区都有区办的农机厂。工业产品有碳酸氢铵、

水泥、电动机、稻谷脱粒机、压面机、粉碎机等40多个品种。全县工业总产值1984年达

到2049万元，占全县工业农业总产值8982万元的22．8％。碳酸氢铵的生产量很可观，年

产已达35，732吨。手工业产品中的火炮，锅铲、铁勺等，在滇东南享有声誉。

电力t 1970年架设了三万五千伏高压输电线路81．7公里，十千伏线路707．4公里。

总装机容量5950珏，年发电量2370万度。使七区一镇，81个乡中的77个乡，423个自然

村通了电，1976年兴建冒烟洞电站，予1979年建成投产，其装机容量为4800班，永宁石

老虎电站：1980年建成，其装机容量为750豇’赭红坡电站1981年建成，总装机容量400

碰。现正兴建设计为装机容量12，600豇的二级电站。

煤炭开采t本县西北部煤矿资源丰富，据勘测藏量为6400万吨，现有省办圭山煤

矿、州办跃进煤矿和区办小煤窑77个，全县区乡年产原煤23万多吨，年产焦煤9万吨，

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六倍左右。

交通运输：解放前我县只有通往弥勒，师宗两条公路，但由于长年无人养护维修，

以致大部份路面不能行车，物资出入县境，主要靠牛拉，马驮和人挑。解放后，除修复

并加宽加固原有的两条公路外，1958年新修了至路南豆黑村一段，金长34公里，与省主

干线相通’接着又先后修通了通往七个区七十八个乡镇的县内公路482公里，境内公路

总长583公里，全县现有汽车280辆，其中有大型客车17辆，用于运输的拖拉机332辆，

各区之间，都有定期班车往来，民间运输工具有胶轮大小马车17，929辆及驮马等，交通

运输条件已大大改善，汽车现在已成为县内主要运输工具。

文教卫生，教育方面，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中学，设初中七班。省立师范一所

(后因行政区划变动迁罗平)．19S0年中学已发展到十所，完中三所，初中七所，农中

一所，教师进修学校一所有中师四班，高中25个班，初中123个班，在校学生6434人，小

学403所，(1950年有310所>·入学人教达列了48102人·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一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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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的教育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贯彻落实，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6．6％，巩固率93．33％。

文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全县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滇剧团、电影公司，工人文化

宫，广播电视站。七区一镇都办了文化站。医疗卫生方面；解放前广大农村缺医少药，

劳动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现在普遍设有医疗卫生机构，县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

站，妇幼保健站，各区有卫生院，各乡有卫生室。许多农村医生走村窜寨，为人民防

病，治病。全县卫生战线431个职工为增强人民体质，保护人民健康，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名胜古迹。由于明清都在这里设府设州，建造的寺庙比较多，一般有矗三庵六阁彦

和“七寺八庙黟之说。素有称之为“泸西八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

帮劳的干扰破坏，大部份庙宇已被摧毁，少部份被修作学校，现存的有泸源洞、桃笑

山，秀山，东寺等风景游览地。石洞村汉墓群、俱久村古生物化石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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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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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镇概况

中枢镇位子县境中部，地处坝区，为县人民政府驻地。海拔1710米。东、西、南三

面与中枢区接壤，北连白水区。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耕地8241亩。辖3个办事处，13

个合作社，10个自然村，5312户，25，021人，其中农业人口12，772人，占总人口的5l％。

居民4449人，占总人I：l的17．8％。城区机关、学校、团体家属人口7800人，占总人口的

31．2％。居民有汉，回，彝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616人，约为总人口的2．5％左

右。

镇区比较居中又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名中枢。据县志记载：清末为广

西直隶州中乡’1932年变更行政区划，设为泸西县第一区，下设九个镇，1950年后，属

泸西县第一区中枢乡，1956年为中枢镇，1958年镇，社合一，归属中枢公社，1961年分

出另立中枢镇至今。

本镇东、西、北三面群山环抱，南为平坝，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较好。气候温和t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为15．1。C，无霜期平均为265天，平均年降雨量976．9

毫米。春早和夏季的暴雨，以及九月份的低温，对本区农作物威胁较大。‘

中枢镇是全县交通枢纽，公路纵横，交通方便：可达昆明、个旧，弥’勒、师宗等

市、县。县内有公路通六个区。整个城镇沿着九华山脚展布，镇内街巷共41条。两条主

街，东西走向，互相平行。一条即建设街，为过去旧街，长约500米，宽约5米，驻有

县委会、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镇委会等党政机关，大部份商业网点都分布于此。沿

街设有百货商店、土杂商店、棉布门市以及饭馆、旅社等多种行业。由于这条街道的逐

渐繁荣，体现了我县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故名建设街。另一条主街系1975年始建。因

街道沿着九华山脚修建，故取名九华路。此街长约2．3公里，宽32米，柏油路面。两

旁排列着近年新建的高大楼房，驻有建设银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商业局、贸易公

司，土产公司，新华书店等单位，新建泸西影剧院也坐落于此。在九华路的中段，有一

条南北走向长340米，宽25米的人民街，为县人民政府驻地。这两条新街道的建成，使

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农业方面：本镇人多地少，仅有耕地8241亩，其中水田4823亩，早地3418亩。农业

人口平均有耕地0．7亩。粮食作物主产水稻，包谷、小麦，、蚕豆。经济作物主要有烤

烟、辣椒。解放前生产比较落后，城郊坝子，涝不能排，旱不能灌，水早灾害常给人民

带来极大的苦难。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开挖了东子河，裁弯改直并扩宽了全长15公

里的中大河，可灌田25，000亩，大大改善了水利条件。随着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又逐

步采取一些科学种田的措施，农作物的产量逐年有所提高。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680万

多斤，烤烟年产达16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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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镇是我县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镇办企业有t建筑、运输，停车场，火炮社等行

业，还有一个专业的蔬菜队。街道居民以经营建筑、缝纫，食品加工、五金修理，理

发、照相、饮食，糖果等行业为主，有34个经营项目。全镇农付业年收入476万余元，

其中捉业{殳入123万余元，占总收入的26％，其它各业收入353万余元，占总收入74％。

解放以来，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教育；现有小学4所，中学1所，有中学

生1050人，小学生2358人，教师213人，入学率99．1％。

医疗卫生方面：镇上有医院一所，三个办事处都有卫生室，大大改善了医疗卫生条

件。

镇内文物：东门外原有一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问的砂石牌坊，上书“文甲滇藩’’四个

大字，上面的雕亥9颇具艺术价值， “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拆毁。有风景区秀山一处，山

石峥嵘，林木掩映，可供游览。

中枢镇标准地名

【泸西具】LftXx Xian详见泸西

县概况

【中枢镇】Zhongsha Zh6n详见中

枢镇概况

【九华路】Jifihua Ld县城背后山

脉九峰相连，古称九华山，街道沿山脚构

筑，故名九华路，由李家村至氮肥厂止，

东西走向，长2．3公里，宽32米，为商业

和交通主街，住有医院，银行等单位。

【人民街】Renmln Jig此街为新

建街道，驻有县人民政府，故名。由九华路

起至九中止，南北走向，长400米，宽25米o

【北新村】Bei Xincftn此地为省

地质十队所建家属住宅区，260户，2000

余人，因位于县城北面，故命名为北新

村。

【胜利办事处】Shengli BAnshlcha

位于县城西郊，872户，4026人，耕地2752

亩。成立人民公社时命名胜利管理区，即

人民推翻统治阶级，取得胜利之意。

【西正街】Xizh6ng Jie原县城有

东、西，南、北城门，此街贯通西城门故名。

6

由环城西路起至青年路止，东西走向，长

350米，宽4米。为古老居民点。

【李家村】Lljia Can位于胜利办

事处西郊，坝区，143户，688人，汉族。

耕地550亩。因姓李的人家多故名。

【小营】Xiao Ying清代咸丰年

间，州府长期在此扎营，但兵员不多故称

小营，由玉皇阁街至汽车站止，主街南北

走向，长300米，宽2米。住户是农民。

【石龙村】Shll6ng Can位于胜利

办事处西北部，10户，54人，汉族，为新建

村落，因村旁石山宛若游龙，名石龙山，

村子小而得名。

【玉量阁街】YdhuAngge Jig此街

过去有玉皇阁庙，故以庙取名。由西正街

尾至弥一泸公路旁止，东西走向，长300米，

宽6米。

【青年路】Qingnian Ln此街原

名城隍庙街，后来庙址改为中学，学生多

系青年，故更名青年路。由西正街起至

九华路止，南北走向，长200米，宽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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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波巷】Yabo Xiang原名王皮

巷，1日时代有一文人认为不雅，将王字加

一点，皮字加三点水，改称玉波巷。由西

JE街起至顶止，南北走向，长120米，宽

3米。

【骑鹤街】QIhe Jie神话传说唐神

仙得道升天，骑白鹤从此街上空飞过故

名。由西正街起至北营埂止，南北走向，

长200米，宽3米。

【北营埂】Bei Yin996ng清末此

地有军队驻守筑土埂设防，土埂位于营地

北面，故名北营埂。由环城西路起至青年

路止，东西走向，长350米，宽4米，驻

，有八中，中枢区公所。

【西桥巷】Xiqi_{lo Xiang 城西大

河有一石桥名西桥，此巷与桥相通，因桥

而得名，由西正街起至城郊止，南北走

向，长约150米，宽3米。

【民主办事处】Mlnzhd Banshich矗

． 位于县城中部，1224户，5613人，耕地

3113亩。解放了，人民享受民主权利，故

名民主。

【=门街】2一M6n Jie南门外有

三条街分别立有三道栅子，依顺序命名，

第二条叫二门街，由环城路起至城郊止，

南北走向，长114米，宽2米。

【三门街】3一Men jie 南门外有

三条街分别立有三道栅子，依顺序命名，

第三条叫三门街。由环城路起至城郊止。

南北走向，长60米，宽3米。

【巷道子】Xiang d鱼o zi意为偏僻

狭窄的小巷。由三门街起至官井街止，东

西走向，长230米，宽3米。

【东新村】Dong Xincnn此村于

1978年新建，因位于城东，故取名东新村。

【新华办事处】XinhuA Banshicha

位于县城东部，643户，3133人，汉族，

耕地12376亩，为纪念人民革命斗争，推

翻了统治阶级，建立了新中华，故称新

华。

【东正街】Dong Zh色ngJie旧时，

县城四面，分别立有城门，此街直通东城

门故名东正街。由东门口起至县农机厂

止，东西走向，长500米，宽4米，住有

妇幼保健站。

【官并街】G uanjing JiG此街原有

官府管辖之水井，故得名。由东门起至南

城郊止，南北走向，长150米，宽4米。

【后街】Hbu JiG这一带并连着

三条街，此街排列于后层，故名后街。由

东正街起至县苗圃止，长400米，宽3米，

东西走向。

【下街】Xia JiG这一带并连着三

条街，此街地势较低处于下面，故名下

街，由官井街起至县苗圃止，长300米，

宽4米，东西走向。

【文昌街】Wenchang Jie此街北头

有文昌宫，故以古庙取名。北起新华小学

南至东正街止，长80米，宽4米，南北走向。

【杨家巷】Yangjia Xiang住户大

部姓杨而得名，南起东正街，北至后街

止，长85米，宽3米，南北走向。

【魁星阁巷】Kufxingge Xi直ng此

巷北头有魁星阁，故得名。北起东正街，

南至下街止，长120米，宽1．5米，南北走向。

【谭家巷】TAnjia Xiang此巷住户

以谭姓较多，故称谭家巷。北起东正街，

南至下街止，长110米，宽1．2米，南北走

向。

【小营】Xiao Ying位于新华办

事处东部，110户，480人，耕地356亩，清

末，此地立过兵营，但兵员不多，故名小营。

【建设街】jianshe Jie 1950年此

街房屋大部重新修整，建设成商业中心，因

此取名建设街。从东门口起至西门口止。

东西走向，长850米，宽6米，住有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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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检、法等七个单位。

【环城西路】HuAn chengx!Ld

在市政建设中，拆除城墙修作公路，因位

于县城西部，故名环城西路。由南门街日

起，向西转北至九华路止，长1200米，宽

4米。

【肖公庙街】Xi￡togongmiao Jie

此街中部古代建有肖公庙而得名。由建设

街起至邮电局止，南北走向，长250米，

宽4米。

【仁和巷】Renh皂Xiang原名老当

铺，解放后改名仁和巷，由建设街起至顶

端。南北走向。长80米，宽20米。

【卖锅巷】Maiguo Xiang旧时为

赶集卖锅的巷道，故得名。由建设街起至

环城西路止。南北走向，长155米，宽3

米。
。

【卖鸡街】Maiji Jie此街为过去卖

鸡集市，故得名。由建设街起至环城西路

止，长305米，宽2．5米。南北走向。

【北正街】B6i ZhengJie此街位于

县城北部，直通北城门故名。从建设街起

至九华路止，南北走向，长366米，宽4

米，驻有县人武部。

【自由街】Ziyou Jie原名十字街，

解放后，改为自由街。意为人民得到民主

自由。北起建设街，南至环城西路止，长

200米，宽4米，南北走向。

【南正街】Nan Zh色ngjie 因此街

位于县城南部，直通南城门故名。北起建没

街，南接环城西路止。长256米，宽4米。

南北走向。

【少年路l Shaoni：tn La 此街为

文庙所在地。1950年，文庙作为小学校，学

生修了路面，取名少年路。西起北正街，

东接钟秀街。长182米，宽4米。现为中

枢小学校。

【撕街】Xin Jie此街与附近街道

8

相比，其建立较晚，相对而言，称为新

街。南起少年路，北接北正街口。长230

米，宽5米。南北走向。

【卫生路】Weish芒ng Ld过去此街

为卫生院的通道，故称卫生路。南起建设

街，北至钟秀山脚，长256米，宽4米，

南北走向。

【小巷口】XiAoxiangk6u 巷口

小，只有人行道，车马不能通过，故名小

巷口，南起建设街，北接少年路，长186

米，宽2米，南北走向。

【卖糖街】 Maitang Jie 此街

1950年前为卖糖市场，故得名，西起自由

街，东接南正街，长114米，宽6米，东

西走向。

【米市街】Ml shl Jie 1950年前此

地为交易大米市场，故名。西起自由街，

东接南正街，长114米，宽6米，东西走

向。

【牌坊街】Paifang Jie 清朝时，

曾于此街建造“文明"牌坊一道，现已拆

除，因而得名。北起钟秀山脚，南接富强

街，长280米，宽4米，南北走向。

【富强街】Faqiang Jie解放后，

人民希望自己的家乡逐步繁荣富强，故取

名富强街。由钟秀街起往东到建设街止，

南北走向。长126米，宽4米。

【钟秀街】Zhongxin Jie此街直通

钟秀山，故得名。南起建设街，北接钟秀山

脚。长340米，宽6米，南北走向。

【地藏寺街】DizAngsi Jie此街因

有地藏寺而得名。南起建设街，北接钟秀

山脚，长286米，宽6米，南北走向。

【环城东路】Hu／inching Dong Ld

在城镇建设中拆除城墙，修作公路，因位

于县城东部，故名环城东路。由南门街口

起向东转北至九华路止。长1050米，宽10

米，驻有印刷厂等三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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