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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峨山彝族自治县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志》在县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编纂者的艰苦努力，终于

定稿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峨山县的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经历了一个兴衰起伏的

曲折过程，特别是城乡建设尤为突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峨山各族人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过着极端贫困

的生活，加之长期的战乱和匪患的袭扰，城乡建设比较缓慢，以县

城为例，清康熙年间吴三桂派兵残酷镇压滇中彝族反清起义农民，

攻陷昭峨县城到民国2年(公元1913年)峨山发生7．1级大地震，

人为因素与自然灾害交加，原有建设城池被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

各项事业建设。峨山县的城乡建设，尽管在1970年发生强烈地震，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全

面进步，城乡建设日新月异，无论是县城还是乡镇，一幢幢现代建

筑物拔地而起，形成了新型的城镇。城乡居民的住房建设也明显加

快，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据统计资料显示，仅县城

区占地由1970年地震前的13．8公倾发展到1990年的63．9公

顷，新建房屋面积达57．16万平方米。这是峨山建设史上的创举。

《峨山彝族自治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峨山县城乡建

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与现状，上限按占有资料追溯，下限至

1989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该志展现了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先

躯者艰苦创业的足迹，记载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以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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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兴衰”。志书的问世，可为继往开来提供历史的借鉴。

为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立志尚属首次，尽管编修人员广

资料，由于自然灾害和其它历史原因，导致部分历史资料

，给编写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志书仍然存在不少缺点，恳切广

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予以批评指正。

柏廷茂

1995年4月30 F1



序 二

《峨山彝族自治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过修志

人员的伏案耕耘，数易其稿，终于问世了，我谨此向参与本志编纂

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峨山彝族自治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志》用丰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峨山县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

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峨山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

取得的巨大成就。志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峨山城乡建设的基

本面貌和发展规律，反映了峨山的地方特点，总结了历史经验，为

今后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将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编纂《峨山彝族自治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过程中，由于

我们缺乏经验，政治水平、专业知识和文字功夫有限，加之我县城

建环保机构设置较晚，档案资料很少，尽管编纂人员集思广益，广

泛收集资料，经过反复考证后再入志，但问题和错误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不吝赐教。

普自祥

1995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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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全面地、客观地记述峨山县城乡建设与环境保

护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上限按占有资料追溯，下限断至1989年。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主要体

裁构成。共设9章36节，约13万余字。志首冠概述、大事记以总

揽全志。志为主体，图、表穿插于志内。志末设附录、编后记。

四、本志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采用横

排纵写的方法，用语体文记述。

五、本志涉及的货币、度量衡等均按当时的币值、计量单位记

述。纪年和数据按国家出版物有关规定书写。

六、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和“以事系人”的原则，生则列表，按时

间顺序予以列之。

七、本志涉及的地名、单位名称，1981年前按当时的称谓记

述，1981年后的地名以县人民政府颁布的《云南省峨山彝族自治

县地名录》为准。单位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

八、本志资料以旧志记载、省地县档案馆藏、历史文献、志刊辑

录、碑文墓志以及有关部门文书档案材料为主，少部分来源于实地

调查和口碑资料，经考证后予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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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峨山彝族自治县地处滇中，位于东径101。52’～102。37’，北纬

24。327之间。东接玉溪市，东南与通海县交界，南与石屏县接壤，西

南与新平县山水相连，西北与双柏县隔江相望，北与易门县相通，

东北与晋宁县毗邻，内地通往滇南西双版纳及东南亚邻国的213

国道线(昆洛公路)纵贯县境。县城双江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距昆明市118公里。

全县总面积1941平方公里，辖5镇7乡，73个村公所(办事

处)，586个农业合作社。1989年全县总人口133261人，人口密度

为每平方公里68人，有彝、汉、哈尼、回等22个民族。其中，彝族占

总人口50。45％，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的乡镇；哈尼族居于依

山傍水之地，汉、回族多居于人口稠密的坝区，其他民族散居于各

地。

峨山垦殖较早，据史籍记载，自秦汉以来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

联系和交往。西汉时期，益州郡划为建宁郡，峨山属建宁郡胜休县

地。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峨山属南宁州绛县地。唐南诏

时期，隶通海都督府。宋朝时期，大理国政权建立后，峨山隶秀山

郡，置嶝峨部。元宪宋六年(公元1256年)置熠峨千户；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置熠峨州，领筇川I、平甸二县；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9年)降州为嵋峨县，所辖二县改称乡隶临安路。明洪武十五年

(公元1382年)，熠峨县隶临安府宁州。清代沿用明制。民国初年，

_胃峨县隶蒙自道；民国19年(公元1930年)，Il『蛩峨县改为峨山县。

1949年10月24日，峨山县临时人民政府在甸中成立；1951年5

月12日，建立峨山民族自治县，隶属玉溪专区；1954年改称峨山

县彝族自治区(县级)，1956年改称峨山彝族自治县至今。

峨山，于元朝至元二十六年降州为县后，建城于。JIf吾山之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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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登云寺铸造厂附近)。明初迁城于现址。对其地势位置，旧志中

曾有“四山通秀气，两江夹孤城”的记述。明弘治年间，全城占地仅

10公顷。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建东、南、西、北四城楼。明崇

祯三年(公元1630年)，改建砖城，共有12个街坊。

清康熙年间，吴三桂派兵残酷镇压滇中彝族反清起义农民，攻

陷If|召峨县城后，。玉石不分，将liI琶峨绅士百姓无辜杀掳者十有五

六”，人口锐减。雍正至光绪年间，县城又常遭匪患和猊江洪泛，屡

屡破损。民国2年(1913年)，因受7．1级大地震的严重破坏，百姓

疲于对破损房屋的修缮，县城建设规模长期停滞。至民国中末期，

城内外陆续修建了一些仓储、学校、庙宇、祠堂以及由绅门豪户开

办的店铺、作坊等，民房建筑逐渐向城池东西两端延伸，形成了东

关厢和西关街门户。

峨山属少数民族聚居地。1949年以前，因交通闭塞，经济、文

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甚至部分山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

态，加之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频繁的战乱、灾害，人民生活极端贫苦，

“无不鸠形鹄面，男女身无完衣，比户囊空，家无斗粟”。山区少数民

族的居住和卫生条件极为简陋，大多数为土掌房和茅舍，低矮昏

暗，人畜混居，大西等少数地方还处于只求栖身的困境。广大农民

能建新房者寥寥无几，只能修缺补漏，村镇建设发展极为缓慢，加

之缺乏科学的建设规划，致使地处坝区的县城街道仍是弯曲狭窄，

形成有名的“峨山弯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峨山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着这块古老而富

饶美丽的土地。1952年昆洛公路的修通，改善了同外地的联系与

交往，促进了峨山经济的发展，城镇建设由此开始起步。1953年1

月，县政府决定对旧城区进行局部改造，撤除旧城墙辟为10～15

米宽的环城路；新建能容纳700余人的县政府礼堂，将昔日的城隍

庙改建成学校，后又改为制药厂和县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把过

去的污水坑逐步填平，建成人民广场和文化馆。正当峨山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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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的发展之际，1970年发生的强烈地震又使二十年的建设成

果毁于一旦。随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勤劳勇敢的峨山各族人

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精神，克服重

重困难，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震后的恢复建设

中，县领导曾打算将县城迁往登云一带，但因占用大量耕地，经费

严重不足，省里领导不同意而未迁址。后又准备在废墟上将旧城街

道重新规划建设，又因资金困难，拆除旧房工作量大和急于恢复和

发展生产而未实现。大地震后至1978年，县城建设逐步得到了恢

复和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国民

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9年县委政府决定成

立峨山彝族自治县城建办公室，负责全县的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

等项事宜。随着事业的发展，于1983年11月改称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局，下设规划、建筑设计、质量监督、市政环卫、环境保护、自来水

厂等直属机构。

峨山县的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始终遵循“全面规划、合

理布局、节约用地、统筹安排”的原则，自1983年起，逐步对全县城

镇和百人以上的自然村编制了总体规划蓝图。其中，对小街、甸中、

化念、富良棚和大龙潭集镇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编制了详

细规划，为村镇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避免了盲目建设、顾此失彼

的弊端。短短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全县

36％的农户建了新房，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

县城双江镇更是日新月异，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区的占地面积由

1970年大地震前的13．8公顷发展到1989年的63．9公顷，扩大

4．6倍。新建房屋面积达57．16万平方米。1984年至1989年的6

年间，新辟练江南路、练江北路、桂峰路、峨峰街等主要街道，面积

达45000多平方米。1989年对横穿县城213国道过境段进行拓宽

改造，分设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和绿化分隔带，全长

1072米，宽27米，从而使城市交通井然有序，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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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在城南灵官殿旧址兴建临江公园，为人民群众闲暇小憩提

供了一个优美的环境。1986年5月，位于灵官殿旧址龟岭之山的

革命烈士碑竣工，从中倾注了峨山各族儿女对革命先烈的深情缅

怀。十年改革，十年发展，作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县城，在

供电、通讯、交通、给(排)水、绿化、环卫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一座

新颖秀丽，独具特色的小城崛立于猊练两江之畔。

1988年，峨山县城作为云南省住房制度改革试点，率先实行

住房制度改革，使住房进入商品化，促进了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

截至1989年底，参加房改单位55个，回收住房资金500万元。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环境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峨山县的环境保护工

作，自1979年城建办公室的成立而逐渐开展，并不断走向正轨。加

强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把保护环境变为全民

应尽的义务和自觉行动，是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峨山县

在加强环境保护法规宣传的同时，198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试行)》、《：云南省环境保护暂行条例》、《云南省峨山彝

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制定了《峨山彝族自治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暂行办法》，经县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通过颁布施行。

峨山县的主要污染危害：一是工业“三废”，二是农业和生活废

弃物污染，三是植被破坏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水源枯竭。境内的主要

河流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又以绿汁江污染最为严重。

1984年在省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柏兴祥提出

治理绿汁江污染源的提案，受到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并责成省政

府及有关部门处理。1985年，玉溪地区组织联合调查组对绿汁江

受污染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制定出《综合治理绿汁江方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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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省政府拨给峨山县治理绿汁江污染费225万元，污染治理工作

得以顺利展开，绿汁江的污染由此得到初步治理，解决了受污染地

区的人畜饮水问题。

峨山县于1982年起开始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费。为了有效地

治理污染。1985年对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实行“三同时”，即

凡在境内的一切建设项目，预计有可能产生污染的都必须首先提

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峨山钢铁厂便是实行

“三同时”的首家企业。

1986年3月，在全县进行了对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调查，为环

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资料依据。

峨山，山区辽阔，相对高差大，垂直气候显著，植物群落众多。

1987年在县城西北的水尾、玉林一带发现距今约三亿五千万年前

的主要植物一一桫椤科树蕨，被科学界誉为生物化石，属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1987年至1989年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玉

溪地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峨山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等有关

部门，对境内的种子植物资源和珍稀濒危植物进行多次考察，共采

集植物标本1013号，分属152科，451属，706种。考察结果表明，

峨山的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其中还包括了29种珍稀濒危植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40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峨山县的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长足

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广大人民的居住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然而，城乡建设步伐的快

慢始终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密切相关。今天，生活于改革开放年代的

人们对于居住条件的要求已不再满足于旧时代的秦砖、汉瓦、斗

拱、挑檐，而是向往现代化的高楼、别墅，以及回归大自然的生态环

境。这就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作者们的任务更为艰巨，他们将在

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

应时代潮流，为峨山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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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 记

唐南诏和宋大理国时期(公元748""1245年)，峨山境内为“熠

猊蛮”，所居地名为“熠峨部”。

元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置熠峨干户。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置熠峨州，邻筇川、平甸二县。

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降州为县，设治于“嶝山之

阳”(今铸造厂前面山包上)。

明初，仍置熠峨县，迁治于今址。

明洪武年间，建如是庵于城东南四里，后僧人如法重修。(1970

年地震后成为一片废墟，1 995年重建，取名为普华寺)

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县设伽罗关巡检司于化念坝，筑

木城，由新平土官易速任巡检。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废。

明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建关帝庙于县城西，后屡经修葺

(今废)。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月，设兴衣乡巡检司于大龙

潭司城村，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废。

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知县胡淮筑县城土城墙，。高一丈

三尺，周围一里三分，厚四尺，近河卑湿处，更立排栅以障之。”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知县邵元善新创城楼，。东日

朝天，南日来薰，西日镇夷，北日拱辰”。

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遵义府同知邑人刘澜建观音

阁于城东八十步之外，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府同知邑

人杨学孔重修(今废)。

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阖县会众同建玉皇阁于城南一

里。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重修(今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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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县城墙改建为砖墙。．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钦依守备王显祖建真武阁、灵官

殿于城南一里(今废)。
’

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县民为感知县张楚为民筑堤治水

之恩德，建张公祠于城西门外，占地1亩5分。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移城西三元宫于城东门内，清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毁后重修(今废)。

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僧人止庵募化建登云寺于城东

北一里。至清康熙四年(1665年)，总兵刘义进重修。咸丰六年

(1856年)毁于兵乱。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修(今废)。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知县吴懋英捐金率民在城东南外

猊江之上改修济川木桥为石桥，后被冲塌。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知县何昱率绅士刘建等重建济川桥石墩六座，终未竣工。五十

八年(1793年)监生张志行及大白邑的李成学等捐赀架木为桥。道

光至同治年间(1821—1874年)先后修补。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知县晏瑞溶以木架左右槛，缭以土恒，更建瓦阁，以资保护。民

国38年(1949年)被河水冲决。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建龙江石桥于城东半里，后圮，五

十四年至五十六年(1715—1717年)间，知县薛祖顺率民重建木

桥。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熠峨县境内发生大地震，民

房倒塌无数，人畜伤亡惨重，确切数据无记载。

清乾隆三十八年(1733年)，因连降暴雨，猊江水猛涨，城墙被

冲决，洪水泛入县城，城门、雉谍、官署、民房多处被毁。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省52县发生地震，其中通海、嶝

峨、呈贡3县房屋倒塌甚多，伤亡民众不计其数。

清同治八年(1869年)，知县李衍绶率阖邑绅士修建萃秀书院

于城内中街。

清同治十年(1871年)5月下旬，猊江水猛涨，河堤溃数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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