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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盛世续乡志，洛河敢为先。”云南省第一部续修乡志——

《洛河彝族乡志》稿(1988—2001年)捧读在手，一股泥土芳香

气息扑面而来，回味无穷，欣然拙写丁点感悟。

地处滇中腹地的玉溪市红塔区，素以山川秀美，地杰人灵而

久负盛名，辖区内的玉溪红塔集团又以生产红塔品牌系统名烟而

名振中外。洛河彝族乡则是红塔区下属的一个彝族乡，其境内的

高鲁山，海拔2614．1米，为红塔区的第一高峰。矣读可的海拔

l 566米，为红塔区的第一海拔低点。四面八方的水流都；12集在

洛河，由矣读可流去，古人不知河流去向，即名“落河”，后人

唤之为“洛河”，而成为如诗如画的云南崇山峻岭组歌中的一首

颤动着彝族韵律的诗歌。洛河深山狭谷中隐藏着铁矿、铁锰矿、

石灰岩矿、铜锌矿、硅石矿，易开采，品位高，批量大，居红塔

区第一，而成为国家西部大开的一个“亮点”，投资者的“热

点”。洛河彝族人民勤劳、纯朴，铸就了顽强奋斗的精神，热情

好客的民风民俗，使他乐于接纳八方贤才，博采众长，独辟蹊

径，走出了一条靠山吃山，以山养山，林果、矿业并举的发展路

子，在二十世纪末期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电话，户户用上自来

水，家家收看到电视，小学入学率达100％。小康社会由理想逐

步变成事实，这是云南许多少数民族乡镇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以志歌颂社会主义好，以志记载

洛河人民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巨变。已成为时

代发展的需要，人民弘扬先进文化的需要。古人云：“不谋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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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才不足谋一时。”中共洛河彝族乡党委、

乡人民政府总揽全局，突出重点，顺应潮流，及时组织人员编纂

出版续修的《洛河彝族乡志》，以生动感人的史实，实事求是地

再现了新一代洛河彝族人民如何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以与时

俱进的精神，丰富了二十世纪末洛河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续修《洛河彝族乡志》，即将汇入到

云南方志成果的大海中，并激起一朵令人崇敬的浪花，它虽小，

但毕竟是一方之全史，正如一滴水珠也会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那

样，它从一个极小的支点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

确，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并为实践所证实是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昭示着只要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洛河的明天将会更美好，云南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世间本无路，路是人走出来的；续修方志原无定律，志是人

们一部部修出来的，各具特色，互相争辉。续修的《洛河彝族乡

志》，总结了前志的经验教训，借鉴了它志的成功妙诀，独树一

帜，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续志编纂任务，实为不易，其创新精神

令人叹服。《洛河彝族乡志》是块需要打磨的美玉，我愿和众多

读者真诚地关爱这块美玉，使其在挑剔、审视中去体现它美的价

值所在。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华生

2002年12月9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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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指引，在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更是以

前所未有的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建设“小康”的伟大事业

中，并取得了更加辉煌成就的这一重大史实。这14年。是洛河

有史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14年，也是洛河人民精神大振

奋的14年。14年来，每年的经济都以27．9％以上的速度增长。

2001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分另Ⅱ比1988年增加

了23．1倍和3．8l倍。在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发展和生活

质量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已基本达到了小康水

平。这些，在这部志书中，都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生动朴实的笔

触，作了忠实的反映和记述。在此，我们向本志的编纂人员，以

及所有为本志提供过资料和帮助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洛河彝族乡志》对生活和工作在洛河的人民，

以及希望认识、了解洛河的人们，将是一部地情资料，一部“百

科全书”，一部充满爱国、爱乡之情的乡土教材，从而发挥出目

益深远的影响和多功能的作用。

中共洛河彝族乡党委书记周正洪

洛河彝族乡人民政府乡长白发福

200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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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

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和反映洛河彝族乡自1988年以来，政治、

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与成就，并努力使之做到思想性、科

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在遵循志书基本结构(述、记、志、传、图、表、

录)的前提下，为能突出时代特点，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中的新事

物、新发展、新成就，决定采用大篇框架下直接进入条目或专题

的形式，以扩大志书对新事物的记述能量和容量。

三、本志断限：上限起于1988年，与上一部《洛河志》的

下限(1987年)相衔接(少许事物稍有上溯)，下限断至2001年

底。个别特殊事物(如党政机构换届、改革开放及大事记)适"-3
有所延伸。

四、本志凡简称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凡有乡党委、

区委、市委、党支部等称谓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凡

有“建国前”、“建国后”的提法，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或

成立后。

班

I■r}If’H、_l}『

『
-

’

『’
}

·

’

’



目 录 1

目 录

序言l⋯⋯⋯⋯⋯⋯⋯⋯⋯⋯⋯⋯⋯⋯⋯⋯⋯⋯⋯⋯⋯⋯⋯(1)

序言2⋯⋯⋯⋯⋯⋯⋯⋯⋯⋯⋯⋯⋯⋯⋯⋯⋯⋯⋯⋯⋯⋯⋯(3)

凡1列⋯⋯⋯⋯⋯⋯⋯⋯⋯⋯⋯⋯⋯⋯⋯⋯⋯⋯⋯⋯⋯⋯⋯⋯(1)

概述⋯⋯⋯⋯⋯⋯⋯⋯⋯⋯⋯⋯⋯⋯⋯⋯⋯⋯⋯⋯⋯⋯⋯⋯(1)

大事记⋯⋯⋯⋯⋯⋯⋯⋯⋯⋯⋯⋯⋯⋯⋯⋯⋯⋯⋯⋯⋯⋯⋯(6)

行政村概况⋯⋯⋯⋯⋯⋯⋯⋯⋯⋯⋯⋯⋯⋯⋯⋯⋯⋯⋯⋯(13)

洛河行政村⋯⋯⋯⋯⋯⋯⋯⋯⋯⋯⋯⋯⋯⋯⋯⋯⋯⋯⋯(13)

跨喜行政村⋯⋯⋯⋯⋯⋯⋯⋯⋯⋯⋯⋯⋯⋯⋯⋯⋯⋯⋯(14)

法冲行政村⋯⋯⋯⋯⋯⋯⋯⋯⋯⋯⋯⋯⋯⋯⋯⋯⋯⋯⋯(16)

双龙行政村⋯⋯⋯⋯⋯⋯⋯⋯⋯⋯⋯⋯⋯⋯⋯⋯⋯⋯⋯(17)

把者岱行政村⋯⋯⋯⋯⋯⋯⋯⋯⋯⋯⋯⋯⋯⋯⋯⋯⋯⋯(18)

第一篇自然环境⋯⋯⋯⋯⋯⋯⋯⋯⋯⋯⋯⋯⋯⋯⋯⋯⋯(21)

地理位置⋯⋯⋯⋯⋯⋯⋯⋯⋯⋯⋯⋯⋯⋯⋯⋯⋯⋯⋯⋯(21)

山脉河流⋯⋯⋯⋯⋯⋯⋯⋯⋯⋯⋯⋯⋯⋯⋯⋯⋯⋯⋯⋯(21)

土地⋯⋯⋯⋯⋯⋯⋯⋯⋯⋯⋯⋯⋯⋯⋯⋯⋯⋯·“⋯⋯⋯(23)

气候⋯⋯⋯⋯⋯⋯⋯⋯⋯⋯⋯⋯⋯⋯⋯⋯⋯⋯⋯⋯⋯⋯(24)

自然资源⋯⋯⋯⋯⋯⋯⋯⋯⋯⋯⋯⋯⋯⋯⋯⋯⋯⋯⋯⋯(30)

第二篇政治⋯⋯⋯⋯⋯⋯⋯⋯⋯⋯⋯⋯⋯⋯⋯⋯⋯⋯⋯(32)

中国共产党洛河彝族乡委员会⋯⋯⋯⋯⋯⋯⋯⋯⋯⋯⋯(32)

基层党组织及党员⋯⋯⋯⋯⋯⋯⋯⋯⋯⋯⋯⋯⋯⋯⋯(36)

党员代表大会⋯⋯⋯⋯⋯⋯⋯⋯⋯⋯⋯⋯⋯⋯⋯⋯⋯(42)

党校⋯⋯⋯⋯⋯⋯⋯⋯⋯⋯⋯⋯⋯⋯⋯⋯⋯⋯⋯⋯⋯(46)

洛河彝族乡人民代表大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洛河彝族乡志

组织机构⋯⋯⋯⋯⋯⋯⋯⋯⋯⋯⋯⋯⋯⋯⋯⋯⋯⋯⋯(49)

人大主席团及人民代表日常公务活动⋯⋯⋯⋯⋯⋯⋯(50)

历届人代会⋯⋯⋯⋯⋯⋯⋯⋯⋯⋯⋯⋯⋯⋯⋯⋯⋯⋯(52)

洛河彝族乡人民政府⋯⋯⋯⋯⋯⋯⋯⋯⋯⋯⋯⋯⋯⋯⋯(58)

组织机构⋯⋯⋯⋯⋯⋯⋯⋯⋯⋯⋯⋯⋯⋯⋯⋯⋯⋯⋯(58)

行政设施⋯⋯⋯⋯⋯⋯⋯⋯⋯⋯⋯⋯⋯⋯⋯⋯⋯⋯⋯(59)

政务活动⋯⋯⋯⋯⋯⋯⋯⋯⋯⋯⋯⋯⋯⋯⋯⋯⋯⋯⋯(62)

工会⋯⋯⋯⋯⋯⋯⋯⋯⋯⋯⋯⋯⋯⋯⋯⋯⋯⋯⋯⋯⋯⋯(65)

共青团⋯⋯⋯⋯⋯⋯⋯⋯⋯⋯⋯⋯⋯⋯⋯⋯⋯⋯⋯⋯⋯(67)

妇女联合会⋯⋯⋯⋯⋯⋯⋯⋯⋯⋯⋯⋯⋯⋯⋯⋯⋯⋯⋯(69)

政法军事⋯⋯⋯⋯⋯⋯⋯⋯⋯⋯⋯⋯⋯⋯⋯⋯⋯⋯⋯⋯(72)

社会治安⋯⋯⋯⋯⋯⋯⋯⋯⋯⋯⋯⋯⋯⋯⋯⋯⋯⋯⋯(72)
’

民事调解⋯⋯⋯⋯⋯⋯⋯⋯⋯⋯⋯⋯⋯⋯⋯⋯⋯⋯⋯(73)

普法教育⋯⋯⋯⋯⋯⋯⋯⋯⋯⋯⋯⋯⋯⋯⋯⋯⋯⋯⋯(74)

兵役⋯⋯⋯⋯⋯⋯⋯⋯⋯⋯⋯⋯⋯⋯⋯⋯⋯⋯⋯⋯⋯(76)

民兵⋯⋯⋯⋯⋯⋯⋯⋯⋯⋯⋯⋯⋯⋯⋯⋯⋯⋯⋯⋯⋯(77)

第三篇改革开放⋯⋯⋯⋯⋯⋯⋯⋯⋯⋯⋯⋯⋯⋯⋯⋯⋯(80)

乡镇机构改革⋯⋯⋯⋯⋯⋯⋯⋯⋯⋯⋯⋯⋯⋯⋯⋯⋯⋯(80)

村级机构改革⋯⋯⋯⋯⋯⋯⋯⋯⋯⋯··P Olo⋯⋯⋯⋯⋯⋯(83)

撤村建委村民自治(专题调查) ⋯⋯⋯．．．⋯⋯⋯⋯(84)

把者岱减官出效益(专题调查) ⋯⋯⋯⋯⋯⋯⋯⋯⋯(88)

卫生体制改革⋯⋯⋯⋯⋯⋯⋯⋯⋯⋯⋯⋯⋯⋯⋯⋯⋯⋯(89)

洛河乡实行“乡村一体化”卫生改革(专题调查)·

⋯⋯⋯⋯⋯⋯⋯⋯⋯⋯⋯⋯⋯⋯⋯⋯⋯⋯⋯⋯⋯⋯(9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92)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93)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94)

农村养老保险⋯⋯⋯⋯⋯⋯⋯⋯⋯⋯⋯⋯⋯⋯⋯⋯⋯⋯(96)

，。1

；j

，Ⅻ目霹％＆■E■■鼍

戮

，．

，■

，：H。瀚滋潮戮闲譬



目 录 3

财政体制改革⋯⋯⋯⋯⋯⋯⋯⋯⋯⋯⋯⋯⋯⋯⋯⋯⋯⋯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乡镇企业改革改制⋯⋯⋯⋯⋯⋯⋯⋯⋯⋯⋯⋯⋯⋯⋯⋯(

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

法冲村稳定和完善土地延包工作调查(专题调查)

城镇职工住房及农村建房制度改革⋯⋯⋯⋯⋯⋯⋯⋯⋯

对外开放⋯⋯⋯⋯⋯⋯⋯⋯⋯⋯⋯⋯⋯⋯⋯⋯⋯⋯⋯⋯

招商引资引技成果⋯⋯⋯⋯⋯⋯⋯⋯⋯⋯⋯⋯⋯⋯⋯

第四篇经济⋯⋯⋯：⋯⋯⋯⋯⋯⋯⋯⋯⋯⋯⋯⋯⋯⋯⋯“

经济概貌⋯⋯⋯⋯⋯⋯⋯⋯⋯⋯⋯⋯⋯⋯⋯⋯⋯⋯⋯⋯

财政收入及居民储蓄⋯⋯⋯⋯⋯⋯⋯⋯⋯⋯⋯⋯⋯⋯

工商业⋯⋯⋯⋯⋯⋯⋯⋯⋯⋯⋯⋯⋯⋯⋯⋯⋯⋯⋯⋯⋯

国有企业⋯⋯⋯⋯⋯⋯⋯⋯⋯⋯⋯⋯⋯⋯⋯⋯⋯⋯⋯

矿藏开发及民营工商业⋯⋯⋯⋯⋯⋯⋯⋯⋯⋯⋯⋯⋯

集市贸易⋯⋯⋯⋯⋯⋯⋯⋯⋯⋯⋯⋯⋯⋯⋯⋯⋯⋯⋯⋯

市场⋯⋯⋯⋯⋯⋯⋯⋯⋯⋯⋯⋯⋯⋯⋯⋯⋯⋯⋯⋯⋯

交易量⋯⋯⋯⋯⋯⋯⋯⋯⋯⋯⋯⋯⋯⋯⋯⋯⋯⋯⋯⋯

农业⋯⋯⋯⋯⋯⋯⋯⋯⋯⋯⋯⋯⋯⋯⋯⋯⋯⋯⋯⋯⋯⋯

粮食⋯⋯⋯⋯⋯⋯⋯⋯⋯⋯⋯⋯⋯⋯⋯⋯⋯⋯⋯⋯⋯

烤烟⋯⋯⋯⋯⋯⋯⋯⋯⋯⋯⋯⋯⋯⋯⋯⋯⋯⋯⋯⋯⋯

经济作物⋯⋯⋯⋯⋯⋯⋯⋯⋯⋯⋯⋯⋯⋯⋯⋯⋯⋯⋯

畜牧⋯⋯⋯⋯⋯⋯⋯⋯⋯⋯⋯⋯⋯⋯⋯⋯⋯⋯⋯⋯⋯

水产⋯⋯⋯⋯⋯⋯⋯⋯⋯⋯⋯⋯⋯⋯⋯⋯⋯⋯⋯⋯⋯

林业⋯⋯⋯⋯⋯⋯⋯⋯⋯⋯⋯⋯⋯⋯⋯⋯⋯⋯⋯⋯⋯

山林资源⋯⋯⋯⋯⋯⋯⋯⋯⋯⋯⋯⋯⋯⋯⋯⋯⋯⋯⋯

植树造林⋯⋯⋯⋯⋯⋯⋯⋯⋯⋯⋯⋯⋯⋯⋯⋯⋯⋯⋯

森林管护⋯⋯⋯⋯⋯⋯⋯⋯⋯⋯⋯⋯⋯⋯⋯⋯⋯⋯⋯

9r7

98

00

03

、●，、，、，、J、，、，、，、，、，、，、，、，、，、，、，、，、，、，、，、，、，

嘶m￡j伦M

M勉M抖斟勰勰孔”孔勰∞舵钾∞豇

●-■tl■Il●I^

1●●-●_^●_■

1●-■

l

l

l

l■_■●_■●l■●l■

l

l●I■，L，L，L，L，L，L／～，～，～，L／L，L，I、，k，I、，L，～，k，～，L，L

彩、o恐．

3

5

5

51●I■，L，L



公路⋯⋯⋯⋯⋯⋯⋯⋯⋯⋯⋯⋯⋯⋯⋯⋯⋯⋯⋯⋯⋯(166)

机动车辆及运输量⋯⋯⋯⋯⋯⋯⋯⋯⋯⋯⋯⋯⋯⋯⋯(168)

邮政电讯⋯⋯⋯⋯⋯⋯⋯⋯⋯⋯⋯⋯⋯⋯⋯⋯⋯⋯⋯⋯(170)

邮政⋯⋯⋯⋯⋯⋯⋯⋯⋯⋯⋯⋯⋯⋯⋯⋯⋯⋯⋯⋯⋯(170)

电{；RI⋯⋯⋯⋯⋯⋯⋯⋯⋯⋯⋯⋯⋯⋯⋯⋯⋯⋯⋯⋯⋯(171)

双龙建设彝乡电话村(专题调查)⋯⋯⋯⋯⋯⋯⋯⋯(173)

村镇建设⋯⋯⋯⋯⋯⋯⋯⋯⋯⋯⋯⋯⋯⋯⋯⋯⋯⋯⋯⋯(174)

集镇建设⋯⋯⋯⋯⋯⋯⋯⋯⋯⋯⋯⋯⋯⋯⋯⋯⋯⋯⋯(174)

村寨建设⋯⋯⋯⋯⋯⋯⋯⋯⋯⋯⋯⋯⋯⋯⋯⋯⋯⋯⋯(175)

电力⋯⋯⋯⋯⋯⋯⋯⋯⋯⋯⋯⋯⋯⋯⋯⋯⋯⋯⋯⋯⋯⋯(177)

财政⋯⋯⋯⋯⋯⋯⋯⋯⋯⋯⋯⋯⋯⋯⋯⋯⋯⋯⋯⋯⋯⋯(178)

税务⋯⋯⋯⋯⋯⋯⋯⋯⋯⋯⋯⋯⋯⋯⋯⋯⋯⋯⋯⋯⋯⋯(183)

金融⋯⋯⋯⋯⋯⋯⋯⋯⋯⋯⋯⋯⋯⋯⋯⋯⋯⋯⋯⋯⋯⋯(185)

洛河信用合作社⋯⋯⋯⋯⋯⋯⋯⋯⋯⋯⋯⋯⋯⋯⋯⋯(185)

岗位培训⋯⋯⋯⋯⋯⋯⋯⋯⋯⋯⋯⋯⋯⋯⋯⋯⋯⋯⋯(187)

农经管理⋯⋯⋯⋯⋯⋯⋯⋯⋯⋯⋯⋯⋯⋯⋯⋯⋯⋯⋯(189)

工商管理⋯⋯⋯⋯⋯⋯⋯⋯⋯⋯⋯⋯⋯⋯⋯⋯⋯⋯⋯⋯(190)

土地管理⋯⋯⋯⋯⋯⋯⋯⋯⋯⋯⋯⋯⋯⋯⋯⋯⋯⋯⋯⋯(191)

第五篇精神文明建设⋯⋯⋯⋯⋯⋯⋯⋯⋯⋯⋯⋯⋯⋯⋯(193)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3)

村级“三学”带来十个新变化(专题调查)⋯⋯⋯⋯(195)

党风廉政建设⋯⋯⋯⋯⋯⋯⋯⋯⋯⋯⋯⋯⋯⋯⋯⋯⋯⋯(197)



目 录 5

法制建设⋯⋯⋯⋯⋯⋯⋯⋯⋯⋯⋯⋯⋯⋯⋯⋯⋯⋯⋯⋯(201)

文化建设⋯⋯⋯⋯⋯⋯⋯⋯⋯⋯⋯⋯⋯⋯⋯⋯⋯⋯⋯⋯(204)

欢乐的彝山(专题调查)⋯⋯⋯⋯⋯⋯⋯⋯⋯⋯⋯⋯(210)

第六篇科教卫体⋯⋯⋯⋯⋯⋯⋯⋯⋯⋯⋯⋯⋯⋯⋯⋯⋯(218)

科学技术⋯⋯⋯⋯⋯⋯⋯⋯⋯⋯⋯⋯⋯⋯⋯⋯⋯⋯⋯⋯(218)

科技队伍⋯⋯⋯⋯⋯⋯⋯⋯⋯⋯⋯⋯⋯⋯⋯⋯⋯⋯⋯(218)

科技活动⋯⋯⋯⋯⋯⋯⋯⋯⋯⋯⋯⋯⋯⋯⋯⋯⋯⋯⋯(218)

科技成果⋯⋯⋯⋯⋯⋯⋯⋯⋯⋯⋯⋯⋯⋯⋯⋯⋯⋯⋯(221)

教育⋯⋯⋯⋯⋯⋯⋯⋯⋯⋯⋯⋯⋯⋯⋯⋯⋯⋯⋯⋯⋯(225)

幼儿教育⋯⋯⋯⋯⋯⋯⋯⋯⋯⋯⋯⋯⋯⋯⋯⋯⋯⋯⋯(227)

小学教育⋯⋯⋯⋯⋯⋯⋯⋯⋯⋯⋯⋯⋯⋯⋯⋯⋯⋯⋯(234)

中学教育⋯⋯⋯⋯⋯⋯⋯⋯⋯⋯⋯⋯⋯⋯⋯⋯⋯⋯⋯(246)

成人教育⋯⋯⋯⋯⋯⋯⋯⋯⋯⋯⋯⋯⋯⋯⋯⋯⋯⋯⋯(251)

医疗卫生⋯⋯⋯⋯⋯⋯⋯⋯⋯⋯⋯⋯⋯⋯⋯⋯⋯⋯⋯⋯(254)

医疗卫生管理机制改革(专题调查)⋯⋯⋯⋯⋯⋯⋯(259)

体育⋯⋯⋯⋯⋯⋯⋯⋯⋯⋯⋯⋯⋯⋯⋯⋯⋯⋯⋯⋯⋯(261)

学校体育⋯⋯⋯⋯⋯⋯⋯⋯⋯⋯⋯⋯⋯⋯⋯⋯⋯⋯⋯(261)

竞技体育⋯⋯⋯⋯⋯⋯⋯⋯⋯⋯⋯⋯⋯⋯⋯⋯⋯⋯⋯(262)

群众体育⋯⋯⋯⋯⋯⋯⋯⋯⋯⋯⋯⋯⋯⋯⋯⋯⋯⋯⋯(265)

聂苏阿波(专题)⋯⋯⋯⋯⋯⋯⋯⋯⋯⋯⋯⋯⋯⋯(267)

第七篇社会⋯⋯⋯⋯⋯⋯⋯⋯⋯⋯⋯⋯⋯⋯⋯⋯⋯⋯⋯(269)

人口⋯⋯⋯⋯⋯⋯⋯⋯⋯⋯⋯⋯⋯⋯⋯⋯⋯⋯⋯⋯⋯(269)

民政⋯⋯⋯⋯⋯⋯⋯⋯⋯⋯⋯⋯⋯⋯⋯⋯⋯⋯⋯⋯⋯(275)

福利与救济⋯⋯⋯⋯⋯⋯⋯⋯⋯⋯⋯⋯⋯⋯⋯⋯⋯⋯(275)

优抚安置⋯⋯⋯⋯⋯⋯⋯⋯⋯⋯⋯⋯⋯⋯⋯⋯⋯⋯⋯(276)

婚姻登记⋯⋯⋯⋯⋯⋯⋯⋯⋯⋯⋯⋯⋯⋯⋯⋯⋯⋯⋯(277)

残联工作⋯⋯⋯⋯⋯⋯⋯⋯⋯⋯⋯⋯⋯⋯⋯⋯⋯⋯⋯(277)

计划生育⋯⋯⋯⋯⋯⋯⋯⋯⋯⋯⋯⋯⋯⋯⋯⋯⋯⋯⋯⋯(279



6 洛河彝族乡志

老龄工作⋯⋯⋯⋯⋯⋯⋯⋯⋯⋯⋯⋯⋯⋯⋯⋯⋯⋯⋯⋯(282)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专题调查)⋯⋯⋯⋯⋯⋯⋯⋯(285)

80岁以上寿星名录⋯⋯⋯⋯⋯⋯⋯⋯⋯⋯⋯⋯⋯⋯(288)

民族⋯⋯⋯⋯⋯⋯⋯⋯⋯⋯⋯⋯⋯⋯⋯⋯⋯⋯⋯⋯⋯(293)

彝族⋯⋯⋯⋯·“⋯⋯⋯⋯⋯⋯⋯⋯⋯⋯⋯⋯⋯⋯·(293)
哈尼族⋯⋯⋯⋯⋯⋯⋯⋯⋯⋯⋯⋯⋯⋯⋯⋯⋯⋯⋯⋯(304)

喜庆火把节(专题)⋯⋯⋯⋯⋯⋯⋯⋯⋯⋯⋯⋯⋯⋯(309)

人民生活⋯⋯⋯⋯⋯⋯⋯⋯⋯⋯⋯⋯⋯⋯⋯⋯⋯⋯⋯⋯(311)

农村居民生活⋯⋯⋯⋯⋯⋯⋯⋯⋯⋯⋯⋯⋯⋯⋯⋯⋯(311)

城镇居民生活卜⋯⋯⋯⋯⋯⋯⋯⋯⋯⋯⋯⋯⋯⋯⋯⋯(312)

第八篇人物⋯⋯⋯⋯⋯⋯⋯⋯⋯⋯⋯⋯⋯⋯⋯⋯⋯⋯(315)

洛河彝族乡第六届领导班子成员简介⋯⋯⋯⋯⋯⋯⋯⋯(315)

无私奉献的彝乡党委书记——飞文兴⋯⋯⋯⋯⋯⋯⋯⋯(320)

顾影渠——开发洛河矿藏资源的热心人⋯⋯⋯⋯⋯⋯⋯(323)

陈歼翔——大山深处有穷亲⋯⋯⋯一l oll⋯⋯⋯⋯⋯⋯⋯(323)

周正洪——大刀阔斧搞改革⋯⋯⋯⋯⋯⋯⋯⋯⋯⋯⋯⋯(326)

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标兵——拔学全⋯⋯⋯⋯⋯⋯⋯⋯(329)

洛河乡先进模范人物表⋯⋯⋯⋯⋯⋯⋯⋯⋯⋯⋯⋯⋯⋯(330)

洛河乡专业技术人才表⋯⋯⋯⋯⋯⋯⋯⋯⋯⋯⋯⋯⋯⋯(337)

洛河乡能工巧匠名录⋯⋯⋯⋯⋯⋯⋯⋯⋯⋯⋯⋯⋯⋯⋯(340)

附录⋯⋯⋯⋯⋯⋯⋯⋯⋯⋯⋯⋯⋯⋯⋯⋯⋯⋯⋯⋯⋯⋯(346)

重要文件录存⋯⋯⋯⋯⋯⋯⋯⋯⋯⋯⋯⋯⋯⋯⋯⋯⋯⋯(346)

有关洛河的文章报道摘录⋯⋯⋯⋯⋯⋯⋯⋯⋯⋯⋯⋯⋯(362)

抗灾纪实⋯⋯⋯⋯⋯⋯⋯⋯⋯⋯⋯⋯⋯⋯⋯⋯⋯⋯⋯⋯(368)

编纂始末⋯⋯⋯⋯⋯⋯⋯⋯⋯⋯⋯⋯⋯⋯⋯⋯⋯⋯⋯⋯(371)

1

，

。o灞，，．弱⋯魏翟曩．1叫



—。。。。。。’’。—。。。。。。。。。。________________●——

概述 1
乍e啃C乍e1砖1采，pB一。e唷吧^；c^心纠矗，蕾6乍e气e嵋C^心—嗣．／譬6乍C啃C唷e啃e啃e噶瞳^——蹿川翘鼬

概述

洛河彝族乡是玉溪市红塔区两个彝族乡之一，地处区境的西

南部，与区境东北部的小石桥彝族乡遥遥相望。西北与昆明市晋

宁县相连，东北与春和镇、东侧与大营街镇相毗邻，西南则与峨

山彝族自治县接壤。全乡南北长22．5公里，北部宽15公里，中

部宽6．1公里，南部宽7．5公里，呈北宽南窄、中部腰细的倒葫

芦形状，总面积约176．4平方公里。

洛河乡政府驻大洛河村，距玉溪市中心城区——州城约19

公里。境内居住着彝、哈尼、汉等民族。2001年，总人口为

9 382人，其中：彝族8406人，占89．60％；哈尼族271人，占

2．89％；汉族689人，占7．34％，其他少数民族16人，占

0．17％。全乡95．66％均为农业人口。全乡辖洛河、把者岱、跨

喜、法冲、双龙5个行政村，31个自然村(村民小组)。全乡耕

地总面积1988年时为17 959．1亩。由于建设用地等各种占用，至

2001年末，已减少至11 119亩，农业人口人均1．24亩。

由于山峦密布，一座座村落被群山环抱，加上贯穿玉溪坝子

的玉溪大河(属珠江水系)与清水河交汇进入乡境，流经洛河、

把者岱后从矣读可流入峨山，使得整个洛河呈现出一幅山清水

秀、生态环境良好、气候温和(年平均9。C一20．8℃之间)的自

然景观，兼之境内又有溶洞、温泉(度假村)、红石岩、百合、

杜鹃、仙人脚等多处旅游资源，属于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不

仅如此，除了土壤、气候、草场最有利于农业、畜牧业发展以

外，洛河乡还有着面积广阔的有林地与丰实的矿藏资源。由于十

多年来严禁乱砍滥伐、加强了保护，2001年的森林资源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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