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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涉及国防、外交、军事、公安、测浍、交通、邮电、新闻出版、

科研、经贸、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是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的

称呼和书写是否统一和规范，地名的问题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

结，实现地名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各级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工作。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昌宁设县之初，当时的县政府即绘制了《昌宁县划分区域

图》、《云南昌宁县图》，成为我县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的最早成果和之后开展行政

区划和地名管理工作的基本依据。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县历届党委、政府始终把行

政区划和地名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来抓，区、乡、公社及村级行政区划虽经

多次调整，名称屡经变更，但自然村的名称却基本保持了稳定。八十年代初期，我

县按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展了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工作，对受各种因素影响任意篡改

的地名和含义不好的地名进行了更正，对部分区划和驻地名称进行了统一，对一地

多名，一名多译、译音不准、用字生僻不当等作了必要的调整，编制了《云南省昌宁

县地名录》。九十年代又进行了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为编修《昌宁县地名志》

积累了丰富的资料o

《云南省昌宁县地名志》的编纂出版，是我县继《昌宁县志》出版之后所取得的

又一重要文化成果，是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一件善事善举，是一部供各级行政管

理部门实施科学决策，规范管理的实用性工具书。

地名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地名志》将为地名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

学、民俗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国务院已将我县列入对

外开放地区，昌宁县地名志这一无声的向导，将为促进全县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共昌宁县委书记 杨建洪

昌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重金

昌宁县人民政府县长 耿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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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人民政府文件

昌政发[1998]115号

昌宁县人民政府关于颁发《昌宁县地名志》

的 通 知 一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委、办、局，企事业单位：

《昌宁县地名志》及附图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和《云南省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暂行细则》的精神，按照《云

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

上，通过地名补查和资料更新工作后编纂而成的，现予颁发施行o j

今后，邮电、交通、外交、军事、公安、民政、科研、文教、新闻、出版、

测浍、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各行各业及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地名及用字一律以本《志》所载为准。过去，名称和用字不规范的地

名，必须统一到本《志》上来。若确需命名、更名或调整的地名，必须严

格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主题词：文化、地名志、通知

抄送：保山地区行署，行署民侨局，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公室、县政

协办公室、县纪委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昌宁监狱。

昌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发

打印：张素平 校对：李宏伟



凡 例

一、 本书主要介绍昌宁县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地理名称、自然

条件、经济、社会状况等内容。全书由概况、词目、照片、地图等资料组

成，照片集中在前，地图附于后页，文字按县、镇、民族乡、一般乡、企事

业单位、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等顺序排列。约35万字。

二、 本书共收集具有独立地名意义的地名词条2752条，其中：县

级1条，乡镇级14条，行政村(办事处)级123条，自然村2279条，街道

4条，企事业单位34条，人工建筑、纪念地39条，自然地理实体260条。

条文介绍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种、名称来历含义及演变、方位、海拔、

人户、民族、耕地、作物、交通、文教等基本内容o

． 三、本书采用资料上限追溯到有记载，多起于1933年建县时，现

时资料截止1995年12月。方位距离均为直线距离o“语种”除注明外

均为汉语。

四、 本书所附的’《昌宁县地图》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部测浍局1964年出版的1：5万军用地图于1996年修改后缩绘而成，

县、乡界线仅供参考，不作划界依据o《昌宁县全县划分区域图》、《云南

昌宁县图》、《昌宁县行政区划图》分别为1933年、1935年、1980年的历

史资料，本书附录不作任何修改。

五、 本书所载地名用字，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以《新华字

典》、《现代汉语词典》载字为准。为尊重历史习惯，个别字仍用地方方

言。如：更戛的“戛”，应读“Ji6”而读“G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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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宁 县概 况

地理位置及人口民族

昌宁县地处云南省西部、保山地区东南部、滇西南中山峡谷盆地小区北部，县城距保山行署

驻地55公里。东、南与临沧地区的风庆、永德二县为邻，西与本地区的施甸县、保山市接壤，北

和东北与大理州的永平、漾濞、巍山三县相连。地跨东径99。16’一100。02’，北纬24。14’_25。12’。

东西宽78．2公里，南北长107．3公里，总面积3888平方公里。澜沧江流经县境内东北部的漭

水、翥街两乡之间。

昌宁县级党政机关驻右甸镇西部古城区(县政府称“云南省昌宁县人民政府”)，驻地海拔

1700米。县下设2个镇、12个乡(其中：民族乡3个)、123个行政村(办事处)，有自然村2285

个，农业社1958个，国营农场5个。1995年底统计，全县世居民族有汉、彝、傣、苗、回、自、布

朗、傈僳等8个，外来的民族有佤、景颇、纳西、哈尼、阿昌、布依、壮、怒、满、京、藏、瑶等12个，总

人口74015户32040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241户23664人。在总人口中彝族19069人；傣族

5823人；苗族4642人；回族1048人；白族568人；傈僳族364人；布朗族1247人。人口自然增

长率11．83‰。

“昌宁"名称来历含义

从辛亥革命到三十年代初期，右甸地方有识之士奔走筹措、屡次上书，终获云南省政府批

准，于民国22年(1933年)10月由保山、顺宁两县析置，设立昌宁县。民国21年(1932年)4月

6日云南省政府布告称“⋯⋯复经本府提会议决，右甸地方准予改设三等县治。其区域除右甸

县原有柯漭、达丙、明邑、右甸四乡外，划入保山县属之东三乡及均徭、福东、福西三约，并湾甸土

司地面。又顺宁县之光华乡三、四两甲。令饬第一殖边督办李日垓及保山、顺宁两县长遵照办

理，并令委甘蕃为右甸设县专员，前往该地筹办一切亦在案。⋯‘除令知右甸设县专员甘蕃从速会

同保山、顺宁两县长妥为勘划、积极筹设外，合行布告，仰各该地方绅民一体周知。”

右甸设县专员于民国21年5月15日呈文：“⋯⋯职于到达右甸后，于五月九日召集绅首开

县民代表大会，提请议拟县名，鉴以右甸改县系联保山、顺宁两县边远区乡而设。查保山即旧日

之永昌府、顺宁即原旧之顺宁府，永昌、顺宁均系原有之府名，应各取第二字为昌宁县，以昌字为

首，宁字为次，颇符以永昌、顺宁两府土地联合设县之义。即以昌宁两字意义解释，亦复安祥吉

庆，且与全国县名不相雷同，备及允协。”

7了一／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云南省政府于民国21年6月24日发布指令第1468号：“查所拟县名‘昌宁’二字．即有根

据，词复雅驯。当于六月十七日提经本府第三0一次会议决，准于改名昌宁。仰既遵照，此令!”

省府又于民国22年7日24日饬令：“该右甸地方划拨保山、顺宁各地改设昌宁县治一案，

系经本府提会议决，委员前往筹办，并于本年七月内刊发县印，饬于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昌宁县

治。无论如何，均须实行，万无变更之理。”

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于民国22年10月31日发函：“．．．⋯由省府暂行颁发木质县印一枚，以

资进行等情。复经省府核准照发，并饬于本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昌宁县在案。”民国24年(1935

年)国民政府颁发铜质大印二枚，即：昌宁县政府印、昌宁县参议会印，10月18日启用。昌宁县

于1933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后，昌宁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历 史 沿 革

昌宁虽然设治较晚，但究其今县境内人类生存历史则应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境内陆续出土

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遗迹、碳化稻米、石斧、石刀和春秋战国时代形态各异的青铜器，便是昌宁

悠久历史的见证。3500年前先民们就在昌宁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二千年前，随着南方古代

丝绸之路的开通，先民们开始与内地交往、贸易，并吸收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

西汉时期，县境属益州刺史部哀牢国。

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置，县境归永昌郡辖。

三国蜀汉时期，县境属永昌郡之不韦(今保山)、永寿(今耿马)两县辖。 ．

西晋元康末年(299年)永昌郡治设于永寿，县境为永寿县辖。

东晋至南朝，属宁州区域，隶永昌郡领地，北朝时期分属南宁州及濮部。

隋代，云南设南宁州总管府，县境属濮部及西熟沧江以东)地区。唐初，县境隶剑南道金齿
部。

唐南诏时期，属永昌节度区域，唐封川(今凤庆)领地。五代十国时，属长和国区域永昌府领

地。

一一宋时，属大理国区域，隶永昌府领地，称}右甸。

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奉命组建“云南行中书省”，云南成为行省之一，依次下

设路、府、州、县，当时，昌宁县区域分称}右甸(右甸)、枯柯赕(枯枯、枯柯)、广夷(广邑)、细赕(湾

甸)等区地。佑甸及澜沧江以东区地属顺宁府庆甸县(今凤庆)辖；细赕、更戛、勐统等区地属镇

康路辖；枯柯、卡斯、大田坝等区地属永昌府辖。 ．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政府派30万大军平定云南，取消行省而建立“云南承宣布政使

司”，下设府、州、县。县境内右甸及澜沧江以东属顺宁府辖；卡斯、柯街、大田坝为永昌府辖；湾

甸、更戛、勐统一带为湾甸土知州辖，隶永昌府。广邑寨(卡斯西部)本金齿军民司之，宣德五年

(1430年)五月升为州，八年十一月直隶布政使司。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广邑州迁于顺宁府

辛右甸，此后右甸、柯街、卡斯等地属广邑州。万历十三年(1585)年设右甸守御千户所。万历二

十六年(1598年)置右甸通判。万历三十年(1602年)筑右甸城，设右甸守御千户所，隶顺宁府。

清代，据《清史·地理志》载：今右甸、温泉、漭水、珠山、翁堵、英韬等地和澜沧江以东属顺宁

县辖；大田坝、柯街、卡斯等地属永昌府保山县辖；湾甸州直隶永昌府。乾隆十一年(1746)，右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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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判移驻缅宁，府城移经历移右，称经历署，右甸经历署隶顺宁保山县辖。

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设县，右甸经历署随之改为顺宁县右甸县佐公署，

并分设教育、财政、自治、团保、警察、建设等局所。辖右甸里、达丙里、枯柯里、明邑里、漭水寨等

地，隶腾越道。民国19年(1930年)裁建，设第一殖边督办，县境属之。次年，右甸县佐裁撤实

行区乡制，右甸三乡改属顺宁县第四区，区公所设右甸原县佐公署；考街、珠街属顺宁县龙马乡、

光音乡；湾甸及上三乡(今大田坝)、下三乡(今扁瓦、立斯达及新华以西一带)仍属保山县辖。民

国22年(1933年)，省政府批准设置昌宁县，仍隶第一殖边督办。次年设行政监督，本县隶腾龙。

边区行政监督。民国31年(1942年)4月裁监督署，设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保山，本县属

之。民国36年(1945年)隶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38年(1949年)，隶第十区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1月25日，本县和平解放，隶属云南省保山地区行政专员公署。1956年裁保山地

区并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本县改隶德宏州。1963年恢复保山地区行政专员公署，本县复

隶保山地区至今。

行 政 区 划

昌宁设县时，地域包括：原右甸县佐所辖三乡(即右甸、达丙、柯漭)；原保山县属第八区东三

乡，即沧南乡(今大田坝、文沧各部分)、松华乡(文沧、华严一带)、莲花乡(青河、湾冈一带)；下三

约，即福东(扁瓦、仙岳一带)、福西(立斯达、席子寨一带)、均徭(乐腊、新华、勐廷、田坝山一带)；

湾甸土司地面(湾甸、更戛、勐统一带)及原顺宁县之光华乡三、四甲(明德、明华、老厂一带)。

民国22年(1933年)3月1日，设县专员甘蕃造报：全县设4个区，即右甸、明邑两乡为第一

区；达丙、柯漭两乡和光华乡三、四甲为第二区；东三乡、下三约为第三区；湾甸区地为第四区。

区下设7镇29乡，共有14137户35453人。

民国24年(1935年)8月10日，县长林景辉造报：全县设五个区、8个镇、25个乡。即：第一

区设右甸镇和右文、柯柄、明邑、文化、阿聘、鸡飞、甘棠、英韬、邑林等9乡；第二区设漭水、宝华、

达丙、小桥4镇和柯范、柯漭、龙潭、达仁、达观、明华、达顺等7乡；第三区设永华、永兴、永裕、永

福4乡；第四区设勐统、西山、卡雅3镇和邦晓乡；第五区设伏龙镇和金宝、梓元、来龙、金马4

乡。共15651户80125入。

民国29年(1940年)，废区扩建乡、镇，全县设1镇10乡，即右甸镇和达仁、龙马、元龙、达

德、裕兴、新华、明邑、荚韬、文通、复兴等乡，下设90个保1010个甲。后来，又将达德乡改称柯

街乡，达仁乡改称达丙乡，裕兴乡改称泸河乡，新华乡改称宝华乡，复兴乡改称更戛乡，文通乡改

称湾甸乡。民国31年，原元龙乡并人龙马乡。民国34年(1945年)，复设元龙乡，将柯漭乡改

称柯华镇。民国36年，将英韬乡分为英韬、石泉两个乡。

民国37年(1948年)全县设2镇10乡，即：右甸、柯华2镇和龙马、元龙、达丙、明邑、泸河、

宝华、英韬、石泉、更戛、湾甸10乡。下设104个保。

1950年1月25日，昌宁和平解放，县政府治所地右甸镇。取消乡、保制，全县下设右甸镇

和达丙、柯华、泸河、明邑、英韬、石泉、回龙、宝华、龙马、元龙、更戛等11个区，下设106个行政

村。同年8月，奉令改设5区68乡。第一区驻达丙，第二区驻新城(辉家寨)，第三区驻珠山，第

3



四区驻更戛，第五区驻考街。

1951年12月，更戛区立平地乡划归镇康县，镇康县西桂乡划归本县更戛。1953年4月，湾

甸上、下甸划归保山县第六区(姚关)，同年10月，又划回昌宁县，隶第四区(更戛)。

1956年，枯柯河以西保山县属之腊邑、广邑、客邑、松林、和睦、卡斯等地划归昌宁县。此

时，全县设达丙、翥街、柯街、新城、更戛5个区，下设59个乡，265个农业合作社。1957年，保山

县第五区石平、波罗底、马王寨3个自然村划归昌宁县柯街区龙塘乡。

1958年，保山县旧城区的酒房、摆田、旧城、沙子、甘蔗坝、龙坪、大坝、小寨、里来等9个乡

划归昌宁县。同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下设管理区。全县共设上游(龙泉)、永胜(珠街)、跃进

(新街)、先锋(新厂)、超英(邑林)、漭坡(漭水)、超美(柯街)、荣新(团山)、卫星(珠山)、团结(湾

甸)、东风(酒房)、幸福(更戛)、红星(勐统)、火箭(温泉)等14个人民公社，68个管理区，1313个

生产队。

1961年，酒房、旧城等9个乡复归保山县。昌宁全县分设城关、达丙、羊街、珠街、新街、漭

水、湾冈、新厂、柯街、邑林、龙潭、翠华、珠山、明华、英韬、温泉、翁堵、团山、松山、湾甸、勐统、新

庆、更戛、西米等24个公社，下设275个管理区，1570个生产队。

1963年，撤销管理区，全县划为达丙、漭水、考街、新街、柯街、珠山、更戛7个区．下设103

个公社，1743个生产队。

1969年取消区制，全县下设红卫(城关)、卫东(达丙)、五·一六(肴街)、东风(漭水)、永红

(大田坝)、红旗(柯街)、团结(湾甸)、永革(珠山)、东方红(更戛)、永忠(勐统)等10个公社，下设

85个大队，870个生产队。

1972年全县分为红卫(右甸)、达丙、珠街、希街、漭水、新街(大田坝)、新厂、柯街、大塘、鸡

飞、珠山、温泉、勐统、更戛、湾甸等15个公社，下设87个大队，1367个生产队。1976年增设翁

堵公社，并将鸡飞公社改为英韬公社，全县共设16个公社，86个大队，1385个生产队。

1980年，将红卫公社更名为右甸公社。1981年又将大塘公社更名为卡斯公社，新街公社更

名为大田坝公社，新厂公社更名为岔河公社，全县下设16个公社，155个大队，1810个生产队。

1983年，改革农村政社合一体制，实行政社分设，以公社为基础设立区，以大队为基础设立

乡，全县下设14个区(镇)，即：城关镇和珠街、翥街、大田坝、漭水、柯街、达丙、卡斯、鸡飞、翁

堵、温泉、勐统、湾甸、更戛等13个区，下设123个乡(办事处)，1956个合作社。

1988年，区乡体制改为乡村，全县下设14个乡(镇)，即：右甸、达丙二镇和珠街、翥街、漭

水、大田坝、柯街、卡斯、鸡飞、翁堵、温泉、勐统、更戛、湾甸等12个乡，下设123个行政村(办事

处)，1958个农业社至今。

自 然 概 况

昌宁县地处怒山山脉，云岭山脉南缘区域和滇西南中山峡谷盆地小区北部。地势北高南

低，主山脉自北向南纵列屹立县境中部，最高山峰有：北部的松子山坡头(海拔2875．9米)、天堂

(海拔2787．4米)；中部的懒碓房岩子(海拔2279．5米)、立桂尖山(海拔1953米)；南部的薄刀

山(海拔2198米)、芒中山(海拔2147．4米)。枯柯河、澜沧江、黑惠江、右甸河、勐统河纵列梯次

分割县境，山河景态平面似“介”字形。县境内的山地脉络纵横、起伏绵亘，山地面积约占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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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点为湾甸河与镇康河汇流点，海拔仅608米，与最高点松子山坡头相比，垂直高差达2268

米。在高山谷地间镶嵌着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麓河谷盆地，有右甸、柯街、卡斯、湾甸、大城、

勐统、更戛、温泉、鸡飞、漭水、打平等11个，总面积112平方公里。右甸坝面积居首位，约40平

方公里。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湿润区，因山河垂直差异大，气候变化明显，干湿季分明。海拔1500米

以下的柯街、卡斯、湾甸、勐统等地山问河谷区域属热温带，年均温在18℃-2l℃；1500米——

2000米的右甸、大田坝、翥街、翁堵、更戛等地属温凉带，年均温15℃--18"C；2000米以上的区

域为高寒带，年均温14℃。县境内气温7月较热，均温20℃，极高温31．2℃；1月较冷，均温

7℃，极低温零下5℃。年均温15℃。年降雨量1265毫米，雨季集中在6——10月，8月尤甚，降

雨日166天。无霜期253天，霜期集中在12月中旬至翌年3月中旬，晨有霜冻。年均日照时数

2282小时。湾甸、卡斯、柯街、勐统四乡地区域属低海拨高温河谷区，夏季极高温可达46℃，冬

季最冷达2℃。冬季刮西北风，春、夏季吹东南风，风均速1．8米／秒，最大风速15米／秒。时有

洪涝、干旱、冰雹、强风等灾害。

地质：县境地处澜沧江、怒江两大断裂带间，根据国家地质、卫星资料，地壳厚度约40公里，

属古板岩与燕山造山运动、古生代、寒武纪，中生代三叠(迭)纪引起递掩断层和溶岩地貌，多为

奥陶纪。岩石有花岗岩、棕色岩、页岩、沙页岩、紫色岩、石灰岩等。

土壤：据普查，全县境内共有10个土类。地带性土壤有黄壤、砖红壤、红壤、黄棕壤、红土、

棕壤，局部还有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等。海拔60t)--'----1300米地带多为砖红壤，问有燥红土，

柯街、卡斯、湾甸、勐统等区地最多，面积约110万亩，占18％，宜种植稻谷、甘蔗、小麦；海拨

130卜1800米地带，多为红壤，面积约79万亩，占14％，宜种植包谷、小麦、茶等多种作物；海
拔1700叫300米地带，多为黄壤，且分布广，面积约160万亩，占28．7％，宜种植包谷：茶、荞
等；海拔230沪—-2700米地带，多为黄棕壤，局部有棕壤、紫色土等，面积约71万亩，占12．

6％，宜林、牧。总的看：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问河谷地多水稻土、冲积土，宜种植水稻、甘蔗、小

麦、茶、油料等。
‘

植被：县境属南亚热带雨林常绿针、阔叶林地带，植被多种多样。气候温和湿润，宜多种林

木生长。

河流：有过境江2条，即澜沧江和黑惠江。县境内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7条，分属澜沧江

和怒江水系。形成一山之水汇两洋的奇观。

地下矿产：有褐煤、铁、锡、铅、金、铜、汞、锌、铕和大理石、硫磺等，褐煤初探储量5000多万

吨。

经济与社会发展

本县解放前，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主，农村中大部分地区被封建地主恶霸统治；少部分地

区被景氏土司和蒋氏山主统治，属封建领主经济，劳苦大众长期处于封建和半封建政治、经济制

度的残酷统治之下。新中国建立后，全县人民获得解放，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有了发

展。50年代，昌宁被国务院授予“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昌宁县经济和社会事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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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整产业结构，蔗糖、烤烟这两大支柱产业有了突破，茶叶这项传统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闯新

路，林纸、林果产业开始崛起，后劲增强，畜牧业有了发展，乡镇企业迈开了步伐。糖、茶分别居

于云南糖、茶十大县前列。基础设施有较大改善。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更加合理，工农业主要

产品产量不断增长，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有了较大进步，经济、社会步人新的

发展时期。

1995年全县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当年价)5．12亿元，比1985年翻了2．1番，比1990年增长

133．8％，人均产值1600元；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10年中，二、三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的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85年的69％、13％、18％转变为1995年的

55％、24％、21％；工农业总产值(不变价)由1．14亿元增加到5．7亿元，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

35％上升到47．4％。

1995年县财政收入5996万元，比1990年增加3625万元，增长1．53倍，比1985年增加

4618万元，增长3．35倍，总支出8312万元，比1990年增加4430万元，增长1．14倍，比1985年

增加6489万元，增长3．56倍。

“八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24亿元，比“七五”增加4．84亿元，合3．6倍。其中，

全民基建2．99亿元，增10．6倍，更新改造1．14亿元，增6．4倍，占全民投资的37．9％。全县新

增固定资产4．1亿元，建成投产项目200个，其中列入省、地重点项目5个。万吨造纸厂、湾甸

水泥厂、勐统糖厂、橄榄河一级电站、程控电话和微波通讯工程、11万伏变电站等一批新建项目

已经投产或投入运行，县茶厂、湾甸糖厂、卡斯糖厂、柯街糖厂等一批技术改造项目已完成并开

始发挥效益，云保公路习谦至大水平段改造和糖料商品生产基地、肉牛基地建设已基本完成。

“八五”期间新增生产能力主要有：水库库容452．5万立方米，发电装机1．07万千瓦(含糖厂汽

轮发电装机0．5万千瓦)，2×1．6万千伏安变电站1座，微波站1座，城区程控电话6000门，并

开通了4个乡程控电话，新增县、乡、村公路250多公里。这些新增生产能力，对增强全县经济

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

“八五”期间以实施滇西南农业综合开发和以工代赈项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建成高稳产

农田22．5万亩。全县高稳产农田(地)达到了27．5万亩。1995年有效灌溉面积达20．4万亩，

水利化程度达48．3％。粮食始终是昌宁的基础产业，五年来，获得连续丰收，1995年达到

122472吨，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90年增产14858吨，合13．8％。植物油料产量由1985年的

515吨增加到1995年的1839吨，自产植物油已基本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蔗糖业是昌宁的支柱产业，枯柯、勐统低热河谷，适宜种植甘蔗、咖啡、热带优质水果等。县

委、县人民政府因地制宜，大力扶持发展蔗糖生产，糖厂日处理甘蔗能力由“六五”期间的1200

吨扩大到“七五”的2400吨。“八五”期间发展到5座白糖厂，日处理甘蔗能力达4650吨，并被列

入国家糖料商品基地县。1995年种植甘蔗12．8万亩，甘蔗产量48万吨，比1990年增4．6万

亩，14万吨。食糖产量由1985年的2．1万吨、1990年的2．7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5．7万吨。

烤烟是昌宁的骨干产业，从“七五”开始试种，至1990年种植0．6万亩，产烟249吨，“八五”

期间加大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快速发展，1995年种植烤烟面积达6．6万亩，总产4628吨，收烟

叶4543吨，收购总值2553万元，比1994年增95．2％。

茶叶是昌宁的一项传统产业。1986年，昌宁被国家列为同浙江富阳、福建安溪、安徽岳西

齐名的全国四个优质茶叶基地县之一。“六五”末期茶园面积为7．6万亩，年产干茶213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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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时期加快发展，1986年开始引用世界银行贷款，推广应用无性繁殖茶苗等科技措施，加

强低产茶园改造，改种扩种优质良种茶，改进生产工艺，扩大精制茶叶生产能力。1995年茶园

面积10．5万亩，总产量3163吨，比1990年增加613吨，精制茶叶生产能力已达到4000吨，共

42个花色。 。。

畜牧业是昌宁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产业。50年代，昌宁与山东阳谷县、湖南望城县同

时成为全国养猪先进县，并派出代表参加全国畜牧业工作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中央、国务院

汇报了昌宁畜牧业发展的经验。近40年来，畜牧业一直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1985

年、1990年、1995年三年相比较，大牲畜存栏一直保持在12万头左右，牛出栏由0．1万头、0．23

万头增到0．89万头，1993年被列为省肉牛基地县；生猪存栏由30．5万头、35万头增到38．5万

头，出栏由8．25万头、9．1万头增到12．5万头；羊存栏保持在6万只左右，出栏由0．5万只增到

1．1万只。

林业是具有广阔开发前景的后续产业。1995年森林覆盖率达45．2％，是全国“造林绿化百

佳县”之一。先后被国家和省列为用材林、造纸林、速生丰产林和泡核桃基地。珍贵秃杉成林的

有6．5万亩，其中西山林场营造的成片秃杉3万多亩。

“八五”期间，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加快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5年全县有学校525所，其中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15所，小学503‘

所，幼儿园、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各1所。全县在校生42758人。其中高中生1131人、

初中生8053人、小学生32949人。1995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6％，分别比1990年和

1985年提高1．55个、5．55个百分点，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1992年，经

省检查验收，定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

1990年国家科委将昌宁县列为重点联系县之一。1991年底，全县14个乡镇都建立了科

委，形成了县、乡科技管理网络。乡镇科普协会和12个县级学(协)会以及126个各种专业技术

研究会、78个科普小组活跃在经济建设第一线。全县共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370人，其中

初职3189入，中职496人，高职14人。农民获得技术职称的884人。

到1995年止，全县已建立文化馆(站)15个，图书馆4座，灯光体育场6个，有线广播站

(室)69个，1千瓦中波电台1座，卫星电视地面站122座，广播覆盖率达87％，电视覆盖率达

88％，每百户拥有电视机38台。

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控制，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1995年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11．83‰，计划生育率为96．96％。实行计划生育在婚育群众中蔚然成风，省人民政

府授予昌宁县“三为主实现单位”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昌宁县还是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人口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在云南实施妇幼卫生项目的20个县之一。该项目实施5年

来，孕产妇死亡率由1991年的万分之八点四六下降到1995年的万分之五点一四，婴儿死亡率

由1991年的千分之六三点三七下降到1995年的千分之四零点二三，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有了提

高，全县人口寿命为67．04岁，比“三普”目标提高6．22岁。

在全县123个村(办事处)中，通公路的村(处)116个，占94％。通电的村(处)113个，占

91．9％。123个村(处)全部通电话，并有49个村(处)进入了程控电话网。邮电业务总量达343

万元，“八五”期间年均增长30％。

城镇建设不断发展。县城面积已达4．1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1．85平方公里，总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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