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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人民政府文件

宾政发(1988)103 号

★

关于颁发《宾川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乡人民政府，县属各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的地名，因种种

历史原因，存在着一地多名，多地一名，含义不好、书写不当，图上有而实地无，实地

有而图上无等情况，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地名反复改动，造成了地名的严蓖混乱。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我县于1981年11月至1983

年3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开展了全县范围内的地名普查工作，地名普查的图，文、

表，卡四项成果经省，州两级地名委员会办公室验收合格。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6月

至1987年6月，着手编纂《宾川县地名志》，编绘《宾川县地图》，对我县1300条地

名，反复核实．考证，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经过讨论审订，并报经省，州地笔领

．导机关认可。现于颁发。今后在书写使用地名时，一律以本志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

准，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更名和命名者．，须报经本府批准。

宾川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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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宾川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好

形势的生动反映。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一项蘑要内容。提高管。

用地名的科学水平，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通畅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宾川县地名志》是继承和发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地名遗产的史料

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国务院及云南省关于地名的若干文件为准

则．在省，州统一部署及帮助指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地名普查

的基础上编纂的。对所载地名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志中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

的驻地外，一律从北到南，从西拿东排列。所注方位以点对点；里程以直线距离；数据

以1981年底上报数；所附t：15万 《宾川县地图》，是在核实、修正1：5万地形图

的基础上编绘的。 ；

志中所钱地名I 300条 行政lj||=划和居民点989条，企事业单位66条，人工建筑物57条，

铝胜占迹46条，自然地理实体142条。为保持其辖属的完整性，故按其类别集中，以词条

式列出、各条内容包括标准粥称、汉语拼音、名称来历，含义等§字形、注音以《新华

字典》所载为准。文字力求青简意赅，为较详细地表达地名情况，撰有文字概况25篇。

为增加实体感，精选有关照片56幅，为便于查阅，附有《7iX．．乡体制改革名称对照表》、

《地瓠旨字笔l画索引》和《地铝首字青序索引》。． ·

．’

本志编辑：舒 明。撰文：陈子华，舒 明，吴朝字。校核：赵永芳、陈达，核

图．吴朝宇，陈达。摄影：陈子华．杨光明、李高伟等。

在编臻过程中．得到省州地名办帮助和指导．以及县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县

志办等有关单位及区，镇．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且有宾川县委书记杨光成， 县长姚

志为本志题签及驻昆部队离休干部曹羽(系宾川杨官营，原任军事学院研究员)题词。

在此一并致驸。

本志在编纂时，尽管反复核实，多方查阅史志，访老寻源，征求意见，作过订正。

但因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原宾川县地名领导小成员：

兼管地名领导：姚志(副县长)。

地名普查办公室：主任：杞为仁(民政局副局长)。

副主任：舒明 组员：吴朝字、陈子华，李正，雷伟，肖正远、袁万春．

杨龙轩 誊写：李端训．朱汉忠、曹式洪，制 图：吴家进，王春芳。．

宾川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六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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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J i I 县概 况

宾川县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418公里(公路里程)。东靠大姚县，南连祥云县，西与

大理，洱源二县接壤，北与鹤庆，永胜二县毗邻。面积2546．8平方公里，隶属大理白族

自治州，县城驻地牛井镇，距州府大理市70公里。境内驻有宾居、太和、彩凤三个国营

华侨农场。全县辖1个镇，11个区，84个乡，·842个自然村，46408户，267385人(i981年

底统计)。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5人。居民有汉，白、彝，回，傈僳，苗，纳西，藏，

壮、傣，拉枯、布朗、怒，独龙等14种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19‘．6％。

宾川，明洪武17年(1384)，太祖动中土大姓移滇，屯兵扎营，云集客居，谓宾者

客也。境内有石宝溪(宾居河)，寒玉溪(大营河)，丰乐溪(炼洞河)三溪由西向

东，并列奔流，形若“川I”字，故名。

宾川历史悠久，疆域体制历经变动，据1973年白羊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的石

器，骨器．陶器、谷物及房址，火塘，窖穴墓葬等考证，约在3800年前，就有劳动人民

在此垦植狩猎生息繁衍了，但是，由于宾川地处祖国边陲，与中原遥隔，近两千年的历

史沿革，缺乏文献典籍记载。据考西汉属益州郡，东汉属永昌郡，蜀汉属云南郡，西晋

置云平县，属云南郡，唐中叶六诏兴起为越析诏地，唐南诏时为越析睑，宋大理国时为

河东谈，元为云南州，赵州及太和县地。明弘治七年(1494)割本和县海东九里，云南
县二里，赵州一里置宾川州(驻地州城)属大理府。清因之，民国二年(1913)改为宾

川县，设十四耆(康廊、挖色、海东、宾西宾东直隶，牛东、牛西、排营、赤川、交起

营、谢官营、力角、龙海)下设保董。1940年撤区并乡，设七镇七乡(五星，象西、令

山、挖色、平川、钟英，(州城)，宾东七镇，牛东，华盖、云护、古和，康和、炼钟、

龙海七乡)。解放后，1952年11月祥云县之拉乌来风溪、新兴、新田四乡划归宾川，设

5区62乡(一区宾居，二区牛井、三区大营，四区平川，五区挖色)。1953年lO月洱源

之大会庄乡划归宾JII，12月宾川之火山，双廊二乡划归洱源设6区59乡(一区宾居、二

区牛井、三区大营、四区平川I、五区古底、六区挖色)。1955年9月将宾川之向阳，文

武二乡划归大理，设6区5镇44乡(区名不变)。1956年县驻地迁石榴村，1958年迁驻

牛井街。1958年1月9月先后将祥云海稍乡之14个村和乔甸区划归宾川。10月三县合并

称祥云县(样云，弥渡、宾川)。宾川设4个公社(宾居、牛井，大营、平J11)，52个

管理区。

1959年10月将宾川大营公社之五个管理区(挖色、大城．小城，康廊，海印》划归

大理。‘．

1961年1月撤大县，恢复宾川县。设28个公社，l 15d"大队。

1962年设七区(乔甸、宾居、牛井、力角，大营、平Jil、古底)。·一镇(牛井)，

82个小公社。 ．

1964年6月将祥云之雄鲁么乡划归宾川。设7区1镇，83个小公社。

翁鲨■■蚕～



1966--1983年设1镇(牛井镇)，12个公社(乔甸、宾居，蹇街(77年后为州

城)，牛井，牛东(70年为东风，76年后为太和)，炼洞，大营．力角，平川，钟英，

古底、拉乌)其中所辖大队数；1966年为83，1980年89，1981年92，1983年93 o

'1984年农村体改，设1镇(牛井镇)．11个区(乔甸．宾居，州城，大营，太和、

炼洞，力角，’平川，古底，钟英，拉乌)75个乡，3个乡级镇，1个街道办事处，5个

农村办事处。
、

宾川县境位于云岭横断山脉东缘，属金沙江南岸云贵高原的西南部：境内大小山脉．
时合时分，形成大小不同之山峰、丘陵、峡谷和盆地。地势东西南高，北中部低，最高海拔(五顶。

山)3241米，最低海拔(金沙江谷地一皮厂)1104米，．高差2137米。主要山脉有平顶流山
(3233米)，五顶山(3241米)，牛角山(2877米)，帽角山(2853米)，郁阴山(2794

米)，鸡足山(3240米)，三峰山(2793米)，妙高山(2706米)，帽山等。主要坝子

有乔甸’、宾居，牛井，力角、炼洞，乎川等坝。主要河流有南北流向汇入金沙江之纳溪

．河(原名纳六河)，全长41．12公里，系由i钟良溪(力娄河)，银溪(响水河)，石宝

溪(瓦溪河)．通洱溪(宾居河)，赤龙溪(宾居河)，寒玉溪(大营河)、丰乐溪

(炼洞河)等七溪汇集而成，为宾居，州城，太和、力角．牛井五区(镇)农田灌溉之

主要河流。此外，还有平川河，古底河、拉乌河，为平川、古底、拉乌、钟英四区农田

灌溉之主要河流。以上河流除平川河、拉乌河、炼洞河常年有水外，其余均属季节河。

宾川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17．8。C，极端最高温38．2。C，极端最低温零下6．2

。C，最冷一月，平均温9．40C。最热七月，平均温23．5。C，年温差14．6。C，昼夜温差1l—

19。C，霜期100—110天。年日照时数2715．3小时，年太阳辐射率每平方公分155．04千长

历年平均有效积温6497。C，年均降雨578毫米。年蒸发量2636毫米(为降雨量之4．2倍)，

相对湿度63％。主要特点(一)日照时间长，是全省日照时数较多地区之一(仅次于楚

雄的永仁)，几乎同我国日照最多的西藏，新疆，内蒙差不多，且量多质好，有利植物

光合作用，增加产量。 (二)降雨量少；是全省降雨量最少的县，只有滇南西盟地区降

雨量的五分之一，是省内闻名的干旱区，年均降雨日数94天，大多集中在六、七√k月。

(三)冬暖夏热：冬季云量少，晴天多，日照充足，霜期短，作物越冬条件好。夏季，

因雨热同期，酷热期少，对作物高温危害不明显，有效积温高。能满足水稻，棉花等喜温作物对高

温的要求。加上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搞一年三熟及反季蔬菜。(四)春温高，秋冷迟。

春季气温普遍回暖快，平均每月上升3—4。C，三月份逐步上升到12。C以上；．秋季平均

气温低于200C以下开始日期最早9月15日，最晚10月19日，有利于作物早播，早栽、早

熟。(五)海拔高差悬殊大，地形地貌复杂，构成立体气候，作物共繁共荣，多种多样。

土壤有水稻土．紫色土、燥红土，石灰岩土，棕壤，红壤，黄棕壤等7类。山地资

源有荒山荒地101．5662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28．3％，人均荒地3．84亩，可利用其优

，势。林地面积381万亩，多为云南松，华山松及栎类等针阔叶林。野生动物有野猪．狗熊．

獐、麂，猴、狐狸，。岩羊⋯⋯等30多种。药物有茯苓，半夏、黄莲、牛夕、草乌，三七、

附子⋯⋯等40余种。矿藏有铅、锌、铁、铜、金、黄铁矿、无烟煤、石棉j大理石、石

灰石、硅藻土等金属和非金属共33个矿(床)点。

宾川自解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其闩然条件，大力兴修水利．，先后修筑了海稍、花

桥、杨公箐、大银甸等中，小(一)型水库10个，小(二)型水库28个．大小塘坝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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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总库容9700方立方米，各种机井509口，排灌站"202个，1．o秒立方米以上输水渠道

9条，总长249公里。按设计库容蓄足水量，可灌16．8万亩。在正常年景，大小春播种面

积可达46．5万亩，复种指数达130％。 、

全县耕地面积36万亩，人均占地1．3亩，其中：水田16．77i亩，雷响田3．671亩，水浇

地2．171卣，旱地lO．8万亩，轮歇地2．771亩。主产水稻、玉米，蚕豆．小麦、薯类等粮食

作物和棉花．甘蔗、烤烟、花生，香叶，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1981年农副业总产值

3901万元，为1952年783万元的5倍，当年棉花播种面积1．48万亩，单产157斤，总产584

万斤。粮食播种面积38．27万亩，单产321斤，总产1．23亿斤，较1952年增长66．9％。引种

“桂朝二号”粳稻，单产达2181斤，居全国水稻首位。蔬菜，桔果，花生运销昆明，下

，关、永胜、渡口等地；香叶油，白皮核桃、咖啡，芸豆等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声誉。畜

牧业方面，1981年大牲畜存栏55259头，生猪存栏15．671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27％。

科研疗面，县城驻有大理州经济作物研究所，县设有气象站、农技站，各区设有农

科站。’ ．
．．

工业方面，1981年全县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厂矿企业30多个，职工J500多人，年总

产值456．41万元，为1952年的4．2倍。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9．6％。有杜队企业184个，

技工29 10人，1981年产值达2300万元。
‘’

全县有县属农机站1个，区农机站12个，农用拖拉机144台，脱粒机1040台，各式粮

食加工机械2461台。水电站5座j总装机容量2635酝，架设高压输电线路432公里，安装

‘变压器410台，总容量为26480千伏安，56个乡通了电，540多个自然村用上了电灯。

交通运输，现有汽车队两个，各区镇均有公路通往，70％的自然村通汽车。国家公

路干线有样(云)，宁(浪)公路从南至北穿境而过，关平公路从西至东通过县城直抵

． 平川。

文教事业，现有完全中学三所，在校学生1483人；初级中学4l所，在校学生8031人；

小学544所，在校学生41562人，教职员工198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5．5％。此外还有云

南省大理农校和宾川县教师进修学校各一所。县城有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文工队、

广播站各一个，有电影放映队14个，各区建有文化站。 ．

卫生事业，现有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站、保健站，专科(麻疯)医院各一所，

区卫生院12所，乡卫生所83所。病床364张，卫生人员432人。198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1．26‰。 ．．

境内有鸡足山、观音阁，南熏桥等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鸡足山为我国五大佛教

圣地之一，因佛祖释迦牟尼之大弟子饮光迦叶入定此山，故亦为东南亚诸国慕仰圣地，

山奇，水秀，林深、寺古，游人络绎不绝。

县人民政府驻地一一牛井街，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大农贸集市，柏油

街道绿树成荫，单位大楼鳞次栉比，经济活跃，市场繁荣。

1936年4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北上抗日途经

宾川，宦传抗日救国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20日武装攻克宾川城，严惩敌顽，砸监释囚，

开仓济贫，在周官营乡驻地留有“打倒卖国的南京政府!”墙标。在宾川境历时五天四

夜，全县有270多人参加红军，23日离境向鹤庆进发。1947年秋，云南地下党，派员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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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为宾川解放事业作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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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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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井镇概况

牛井镇在县境中部，东接太和区，南连州城区，西靠大营，炼洞两区，北邻力角

区，面积75．9平方公里，耕地33012亩，林地25亩，疏林地1200亩，荒山9687亩。牛井镇

因驻地牛井街得名，解放前称五星镇，解放后1950年为下川区；1952年为牛井区(第二

区)；·1958年为牛井人民公社；1962年分为牛井区、牛井镇两个区级单位；1965年撤区

建立大公社，称牛井公社，牛井镇；1966年改牛井为红星，称红星公社，红星镇；

1976年恢复为牛井公社、牛井镇；1984年两个单位合并为牛井镇(区级)，辖牛井街道

办事处(乡级)和牛井、江干、白塔，金甸、彩凤五个农村办事处，51令自然村，4个居

民委员会，．5680户，31035人(含非农业人口186户，594人)，汉族29475人，白族1244

人，回族168入，其他族148人。

牛井镇地形似一朵蘑菇，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为宾川坝区区镇之一，最高海拔

(双碑)1848米，最低海拔(甸尾)1400米，属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年均气温19。C，

最热为六、七月，绝对最高气温360C至380C，最冷为一月，平均气温9．4。C，无霜期240

至280天，年均雨量568毫米，土壤属黑色鸡粪土质，适宜种植水稻、玉米，蚕豆、小麦、

棉花，烤烟、甘蔗、花生、香叶、蔬菜，桔果等。为宾川粮经作物主产区之一，水稻亩产

最高达2181斤，常年盛产品种繁多之蔬菜(蕃茄、苤兰、包包菜等四时不绝)。畅销昆

明，渡口、大理、丽江等地。 ·

镇内有纳溪、大营、炼洞三条大河，有人民、定光、团瓢三条大沟，有水库(塘)

14个，机井651tll，水利条件为全县最好区镇。交通方面，有宾关、宾祥公路交汇于境，

‘各办事处及鸡足山均有公路通往。由于镇驻地牛井街，为宾川县最大农贸集市和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驻有大理州农校、州经作所、中共宾川县委、宾川县政府等五大机关

及其下属单位，使该镇物质、文化生活具有夏好条件。镇内除县办企业外，有干甸煤矿，

．酒厂、五金修理厂、农机站，镇招待所，旅店、饭店、建筑队等企业，1981年产值45万

元。文教方面，除宾川县第三完全中学外，有小学38所(其中附设初中班5所)，在校

学生672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98．2％。卫生方面，除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

保健站外，镇有卫生院、各办事处均有卫生所，198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26‰。

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曾经此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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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 Bin ch∞n x．锄见《宾

川县概况》

．【牛井街】 Nio j旧胯县．镇人

民政府驻地，县最大农贸集市和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面积2平方公里，344户，

5856人，(其中城镇186户，594人)多为!

汉族。镇容：东有纳溪河，西有大营河，

溪水如带，数桥虹跨；中心，新桥等五条

大街。沥青路面，绿树成荫，单位大楼，

鳞次栉比。据清雍正五年‘《宾川州志》

载：“金牛液井一一在河祥庄内，俗传，

邪龙欲撼山塞河，潴川为渊，化金牛形，

负犁耙排山，大士制之，牛没入井，今其

山形，若耕犁，川名牛井以此”。“牛井

市卯酉二日集”沿用至今。

tO-井镇】 Nil=I j呐zhen详概况。

t-'t-井街道办事处】 Ni0 j Tn9 Jie don

bcll shl oh0与县，镇同一驻地，面积2

平方公里，辖中心，东、西、新桥、四方

五条大街。4个居民委员会，186户，594人广

‘多为汉族。因驻地牛井街得名。解放前属

五星镇；解放后1952年属牛井区(第二

区)，1958年属牛井人民公社；1962年经

省批准成立镇人民政府，名牛井镇(区

级)，1966年改红星镇；1976年复名牛井

镇；1984年与牛井公社合并为牛井镇时，

改牛井街道办事处(乡级)至今。

．【四方街】 Sl佑ng蟾在县政府

驻地北O．5公里，街长70米，宽30米，驻有

牛井派出所和镇人民医院等单位。解放前

为牛井集市中心，因街呈方形，四角有巷

道通往，习称四方街。

【新桥大街】Xin qido Dd鹏在

县政府驻地北面，东起纳溪桥，西止建设

银行，长750米，宽15米。北侧有外贸公

司、商业局；南侧有养护段，招待所，工

商局、县农行、新华书店等单位。因街东

有新兴建设一纳溪桥，故名。

【新村坡西街】 XIn cOn p6 Xi jit

6

在县政府驻地西面，南起县石油公司，北

止牛井信用社，长800米，宽10米，西侧有

州农校、县医院．电力公司，防疫站；东

侧有财政局、中医院、贸易公司门市部等

单位。因位于新村坡西部，故名。

【新村坡东街】Xin cOn p6 Dbn9

忙在县政府驻地东面，南起小辛村大桥，

北止电影院，长900米，宽10米，东侧有教

师进修学校、卫生局，经委会、宾川三

中，二轻公司、太和华侨商店、贸易货

栈⋯⋯等单位；西侧有兽医站，食品公

司、农牧局．农机公司，物资公司、客运站

等单位。位于新村坡东部，故名。

【中心大街】 7-hbn9 xin D0 jie在

县政府驻地北面，南起县政府，北止牛井

镇政府，长1200米，宽15米。东侧驻有检

察院、县联社、医药公司、贸易公司、农

资公司，电影院，饮料厂．土产公司，粮

食局，西侧驻有公安局，新华书店、百货

公司、人民银行、文化馆、国营旅社、牛

井完小等单位。位于全市中心，故名。

【牛井农村办事处】 Nia jIn9 NOn9

c阶bm shl批与镇同一驻地，1368户，

7096人，汉族。辖11个自然村，耕地7907

亩，主产水稻，棉花、甘蔗、花生，蚕豆，

小麦等。因驻地牛井而名。解放前属五星

镇，1950年属行政村。1953年为镇，1958

年为管理区，1960年为大队，1962年为小

公社，1966年为红星大队。1969年恢复牛

井大队，1984年改为今名。

【梁子上】 Li蛔zi sh6ng村，在

农村办事处驻地西北2公里，43户，256人，

汉族。1964年原河绕村部份农户在此山梁

上建房安居，故名。

【河绕村】He帕o cfin在农村办

事处驻地西北I．5公里，12 0户，666人，汉

族。昔，炼洞河流经村北，遂洪水改道流

往村南，故名。

【小庄子】Xioo水u石ng zi村，在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