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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仁县人民政府文件
永政发(1989)80号

关于颁发《永仁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乡(傣族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借以识别宇宙间各种地物而共同约定的标志

和记号，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是否标准化，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

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是一项关系到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

适应四化建设的大事，为了澄清我县地名使用中的混乱现象，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的统

一布署，我县从1980年11月至1982年底进行了地名普查工作。在普查中，经过反复查证

落实，广泛征求意见，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确定了每条地名的标准

名称。使每条地名达到了含义健康，书写固定，读音正确的要求。因此，在地名普查的

基础上，编纂了《永仁县地名志》。

《永仁县地名志》稿书，报经省、州地名部门审查合格，经县人民政府认可出版，

现予以颁布使用。今后，无论公私事务，凡涉及到称呼、书写地名时，均以《永仁县地

名志》中的标准地名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新命名或更改地名，要严格按照国务

院国发(1986)I I号文件，关于《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报批手续。未经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动。

永仁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八月



前。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借以识别地球和宇

宙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不同位置、范围、形状、特征而共同约定俗成的名称，是社会生产、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读音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即地名是

否标准化，对社会各方面影响极大。搞好地名标准化，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

便利内外交往，适应杜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查清我县地名的基本情况，结束地名管理和使用中的混乱状况，遵照国务院国

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的有关规定，我县于1980年11月至1982年底，开展了地名

普查工作。这项工作始终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省州地名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

进行。经过实地调查、考证有关资料，广泛征求意见，反复核实，对全县主要地名进行

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包括地名图、地名

普查表、地名卡片和地名概况四项成果，经省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已按规定存档。

为给四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按照《云南省<地名志>编篡

意见》，我们将地名普查成果，汇编成《永仁县地名志》。

《永仁县地名志》辑录全县标准地名1122条，计有71个行政区划名称，12条街道，

1个区片，3个居民区，746个自然村，33个片村，34个农点，11个牧点，9个企事业单

位，．2个古迹， 1个纪念地，88个人工建筑物，儿1个自然地理实体。彩色照片29幅，附

录部份有省州县有关地名文件，l：15万《永仁县地图》、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汉

语拼音索引》。。

’本志集录的地名、采取词条式，录取要素有：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别名、方位、

名称来历，含义及演变，对户数、人口、族别、耕地、生产也作了简述。

本志按性质分类排列，各类地名排列在行政区划驻地之后，所涉及的里程，均为直

线距离，标准地名的汉字书写和读音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确定的规范汉

字为准。方音地名读音与字典、词典不同的，加‘注当地读法拼音。地图是根据l：5万地

形图缩制，未经实地勘测，只作标准地名用图，不作划界依据。

本志所用各项数据，行政区划按1987年区改乡后的现行区划，‘人口、土地等为1982

年地名普查数，海拔数系1969年l：5万地形图上标记。

永仁县是多民族地区，地名有彝、汉、傣3个语种，其中彝语地名323条，占28．5％，

傣语地名94条，占8．3％。本志所录民族语地名其音译转写均进行了规范化处理。但有部

份民族语地名，音译转写成汉字后，与原来发音已有差异，但因已约定俗成；沿用长久。

为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在进行规范化处理时，一般未作变动，然而对错讹明显，用字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僻，或用字不当，而易生歧义的少数地名，则作了必要的更动。

本志由永仁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主编谭荣鹏，编辑李绍元、李如平、

李岳华。书中图片除注名的外，均由文国繁摄。

在历时两年的地名普查过程中，全体普查人员积极努力工作，为编写本志打下了基

础。在编篡地名志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省地名普查

成果验收小组成员、精通傣语的王焕道老师，对我县的傣语地名进行了全面的订正，在

编辑地名志过程中州地名办宋光耀同志给于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仅向所有曾经支持和帮

助过我们的单位和同志，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辑地名志，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水平有限，缺乏经验，还有很多的

不足，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永仁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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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仁县概况 l

永仁县概况

永仁县位于云南省的北部。县人民政府驻永定镇建设路，距省城昆明260公里。东lI缶金沙

江与四川省会理县隔江相望，东南与元谋县毗邻，西南和大姚县接壤，北连四川省攀枝花市

仁和区，西北角与华坪县隔江相望。全境东西横距53．2公里，南北纵距73．6公里，总面积2189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97％，丘陵和坪子(坝区)占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3．3X。

永仁县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春秋战国时属滇王领地。秦、汉、魏、

晋、南北朝时分属益州郡和越离郡的弄栋(今姚安)、蜻蛉(今大姚)二县所辖。隋时属蜻

蛉县。唐初曾置强乐县。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属徵州，设深利(今永仁)和十部(今仁

和)。南诏时属姚州都督府大姚堡。宋大理国后期属姚州都督所辖统矢府大姚堡。元属姚安

路大姚县，明属姚安府大姚县。清道光三年(1823年)属楚雄府大姚县，置苴(方音zu6左)

却巡检司分治。由此可见，永仁县隶属大姚县的时间较长，历来称为大姚县“北界"，又称

“苴却’’系永仁县人民政府驻地，永定镇的古名，古时称“苴却街"。传说，古时在今永定

镇文汇路县教育局之处有古墓，曾出土泥塑人物，其中有一件为泥人泥马。泥马鞍辔俱全，

泥人立于泥马旁，其左脚踏在泥马的鞍镫上，作欲跨骑状，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百姓敬奉

如神。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土主会上，将泥人泥马捧出供奉在祭台上，举行隆重的祭祀

典礼。因泥人左脚踏在蹬上，其地因此得名“左脚”，后被文人书写成“苴却"。“苴，，本地读音与

“左"相同，“苴却”即被作为地名流传下来。清代以前，苴却由土司管辖，下设十一马(“马”为

古时行政单位)。《大姚县治》云： “苴却十·马地方自古为荒服，每年纳马，故地以马名，

每马彝长一名，日马头，各辖数村数十村不等。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改马为里，

编入里甲"，苴却十一马改编为十六里。民国二年(1913年)改苴却巡检司为苴却行政委员

(驻地在仁和镇)，仍属大姚县。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大姚县析出，取境内永定、仁和

两大集镇首字定名永仁县。其辖区编为“三镇一乡"，即永定镇、大田镇、仁和镇、龙牮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属楚雄专员公署，将三镇一乡撤销，改设五个区，称第一、二、三、

四、五区。1958年属楚雄彝族自治州，复归大姚县治，属大姚县永定区，1961年又从大姚县

分出，仍称永仁县，除辖原五个区外，另将大姚县的中和区划入。1965年国家新设攀枝花市，

将大田区、仁和区划归攀枝花市，1974年又将平地、大龙潭两个公社划入攀枝花市。永仁县

即成如今的规模。

永仁县现辖七乡一镇，62个村公所(办事处)，746个自然村，1984年年末，全县总户数
为18430P，．93334人。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六岁以上的79916)k中，具有大学文化程

度的85人，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1664人，初中文化程度的9047人，小学文化程度的37453)k，

文盲，半文盲31677人。有彝、汉、傣、回、傈僳等5种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

人I=I的48．9％。汉族分希较广，而以莲池、永定、永兴较多，彝族遍及全县，以中和、猛虎、。

维的乡居多；傣族集中在永兴、万马两乡的河谷地区；回族主要分布在永定镇和永兴乡；傈

僳族聚居在维的、永兴两乡的个别地区。

地形：永仁县属内陆高原区，位于滇中高原北缘，具有“山’’字形和“V’’字形的构造



2 永仁县地名志

特点。由一系列压扭弧形断裂与不对称的斜褶地组成。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地势开阔，

河流切割不深，但地形破碎。平均海拔在1500—1700米之间。县城永定镇海拔1536米，境内

最高点为宜就乡大雪山主峰，海拔2885米，最低处在永定镇云龙办事处石坎子村下的金沙江

水面，海拔926米。

山脉：境内山脉属云岭余脉自草岭山系。多为南北走向，主要有大雪山、方山、大村梁

子、茶尖山、龙潭云等，皆雄伟挺拔，高入云端，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大雪山耸立于县城

西南38公里处，方山横卧于县城东北16．5公里，面积约34平方公里。

水系：境内河流皆属金沙江水系，主要有万马河、永定河、羊蹄江河、江底河(大河)、

永兴河、白马河六条，金沙江沿万马、永兴、永定3个乡镇的边沿流过。

万马河发源于大姚县昙华山、由云盘山进入永仁县境，从西转北经河口村注入金沙江。’

境内主河长45公里。永定河，发源于营盘山和龙潭营东麓，主河长46公里，由八条支流组成，流

经维的乡、永定镇。由北向南由元谋县凹乍村出境，汇入蜻蛉河。羊蹄江河(又名羊旧乍河)发

源于猛虎乡，主河长64公里，从北向南流经猛虎、莲池、宜就3个乡，由宜就乡波西村汇入

江底河出境。江底河(又名大河)发源于大姚县，西东流向，境内长37公里，上段称外普拉

河，从大姚县经永仁县入蜻蛉河汇入龙川江。永兴河发源于永兴村公所新村东北，主河长22

公里，由东折向西北，经下拉古村注入金沙江。白马河发源于大箐湾，主河长17公里，由东

南向西北经白马河注入金沙江。

气候：永仁县属北亚热带丘陵季风气候。由于受金沙江沿岸河谷地区热风的影响，雨量

少，蒸发量大，因而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春干旱、夏秋多雨、干湿分明，雨量偏

少，‘、阳光充足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为17．8℃，最热月(五月)平均温度为23．4℃，最冷

月(十二月)平均温度lo．1℃。极端最高温度37．7℃(1963年5月)，极端嘬低气温-4．4"C

(1983年12月26日)。年均降水量为833．9毫米，年平均降雨儿0天。最多降水年(1965年)

为1147．7毫米，最少降水年(1960年)为550．3毫米。全年降水量90％集中在6至9月，其中

7～8月为降水高峰。 ·

日照属全省之冠，年平均为2836．4小时，太阳总幅射量全年158．3千卡／(厘米)2。年平

均相对湿度64％，最小出现于3—4月，平均为43％，最大出现在8月，平均为8l％。风向

以西南风为主，年平均风速2．5米／秒，月平均风速以1至5月最大，一般在2．8～7．65／秒之

间。灾害性天气引起的灾害主要有洪、涝、旱、低温、冰雹、风灾等。

土壤：有7个土类，14个亚类，24个土属，47个土种。按云南土壤分类暂行方案，可分

为棕壤、红壤、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石灰土7大类。其中紫色土是分布范嗣最广，面

积最大的土壤类型，占全县土地面积的79％，宜种玉米、小麦、烤烟、油菜、豆类及发展经

济林木，水稻土仅占全县土地面积的2．7％，7乡一镇均有分布，宜种水稻、蚕豆、小麦、油

菜。

自然资源：现已探明的矿藏有团山铜矿，品位i．83％，金属量49000吨，伴生银：品位

28．8—61．1克／吨，金属量139吨。拱山箐铂钯矿：品位1．42克／吨，藏量1．4吨；伴生镍：品

位0．19％，藏量2920吨；石膏：品位40．06—49．23％，藏量60万吨；石英沙：品位82．5—

87．05％，藏量2000万吨。此外，金沙江沿岸堆集台内含有沙金。

林业：永仁县有较多的森林资源和发展林业生产的优越条件。据1984年森林普查，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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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用地面积260万亩，人均27．8亩。用材面积(包括经济林木)90．9万亩，人均占有森林

10．5亩(包括幼林)。森林覆盖率为28．1％，活立木蓄积量342．62万立方米，森林主要分布

在永兴、万马’．中和、永定4个乡镇。主要树种：针叶林有：云南松、华山松、油杉松等。

阔叶林有：包头椽栎、黄栎、响叶杨、早冬瓜等。林下灌木丛主要有：山茶、杜鹃、野马桑

滇橄榄、旱柳等。经济林木有攀枝花、香椿、柑桔、梨、桃李、板栗、苹果、柿、石榴、香

蕉、花椒等。近年来营林和森工有较大发展，全县有国营林场3个，乡镇林业站8个，贮木

场1个，人造板厂1个，1984年林业产值262万元，森工产值338．3万元。

珍稀动物有小熊猫、穿山甲、猫头鹰、金钱豹、水獭、岩羊等。

水力资源：境内有较丰富的水力资源，年地表经流量4．87亿立方米，人均5429立方米。

水力理论蕴藏量lo．21万旺，可开发利用2．7：／J"豇，现已开发利用3599珏，占13．3％，地下水

储量2．2908亿立方米。

经济：1984年社会总产值5166．5万元，人均社会总产值556元。国民收入2887．6万元，其

中工业占8．48％，农业占74．86％，建筑业占7．06％，交通运输、邮电占1．74％，商业占

7．87％，人均国民收入3ll元。工业农总产值3464万元，其中农业产值2681万元，占77’．3％，

工业产值783万元，占22．7％。

永仁县为农业县，其经济类型以农为主，水稻、玉米、小麦、蚕豆为主要粮食作物；烤

烟、油菜、甘蔗、花生是主要经济作物。全县耕地面积12．7：7／亩，其中旱地5．46万亩，水田

7．24万亩。境内有广阔的林地草山、草本植物面积近100万亩，适宜蓄牧业的发展。蓄牧业以

饲养猪、牛、羊为主，马、驴、骡、兔次之。水利建设，从1956年开始，开展了以蓄为主，

提灌结合的水力建设，建成工程水库392饿小坝塘457件，蓄水5059万方，有效灌溉面积5．94
万亩。‘

永仁县的工业在解放前是一张白纸。解放后，逐渐办起了采矿、建材、电力、机械制造、

粮油加工、邮电通讯，森工采伐等工业，其中较主要的企业有煤矿、水泥厂、农机厂、家俱

厂、软木厂、人造板厂、石膏厂、水电站、伐木场。

商业：1984年有国营商业网点82个，职T_529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821万元。供销社网

点121个，职工274人，集体商业点6个，职工7人，个体商业771户，从业人员1252人。土特

产品有：面条、分鸡旦面、豆浆面、普通面3种，具有筋质好，不易碎，不浓汤、味香可口

等特点，畅销县内外，1984年获全省同类产品质量第二名。方山牌油酥米花，1984年评为省

优产品。方山牌蛋糖酥，被评为州优产品。茯苓：永仁所产茯苓，其味清香个大、皮细、肉

色白、质坚实、入药煎煮不散。因永仁古时属大姚县治，故素以“姚苓”闻名于世，在国内

外市场享有一定的声誉。龙须草(山草)，色黄自，须长、质地良好，纤维性强，是造纸的

优质原料，行销上海、四川、山西等地。人造板、系采用一等木材剥离，用尿醛树脂作粘合

剂，1984年全省同类产品评比，获质量优胜奖，产品畅销省内外。软木纸，成品行销四川、

新疆等省区，半成品行销广州、上海。

文化教育：1984年全县有完全中学一所，农业高中1所，初级中学6所，小学286所，各

类在校学生15634人，其中少数民族生8174人，占52％。入园幼儿150人。中学教职工189人，

小学教职[1[612ix。全县普及了小学初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扫盲教育也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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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发展。科技事业得到发展，现有农业、农机等科技推广站，有各类专业学会3个。1984

年全县授予技术员以上职称的各类技术干部140人，其中农艺师3人，工程师3人，主治医师

3人，助理工程师36人。

1984年全县有工人俱乐部1个，文化馆1个，图书馆1个，文化站8个，农村文化室108

个，电影院l座，电影放映单位42个，新华书店门市部2个。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较快，有县

广播站1个，乡广播站7个。有4’个乡架有广播专用线，总长63．5公里，乡村广播专线74公

里。1980年以来，在方山、宜就、县城建了三座电视差转台，电视复盖率达43％。有县级重

点文物单位4个。有各种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358个(件)。

i卫生：建国初期全县只有4家私人诊所，1984年各类医疗机构发展到83个。主要有县医

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防治院、乡卫生院、农村医务室等。有病床193张，医务人员

320人。

文物古迹风景名胜：有古遗址二处(菜园子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维的石棺葬遗址)，

化石产地一处(坛罐窑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产地)’自然风景区二处(方山及虎跳潭)，革命

纪念地一处(烈士陵园)，古建筑两处(回龙桥、直苴花桥)。其中：方山为知名的自然风

景区，山体巍峨高耸，气势雄伟，山中古树参天，风景秀丽。特别是春夏季节，凉爽宜人，

是避暑、游览、疗养胜地。

啄

壤

潍麓涠灞缡。嗡馕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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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镇概况

。永定镇位于永仁县的东部，县人民政府驻地，地处方山南麓的缓坡丘陵地带一匕接维的勿

东临金沙江与四川省会理县隔江相望，东北与四川I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交界，南与莲池乡及元谋

谋县物茂乡相接，西与猛虎乡接壤，总面积271．1平方公里，镇人民政府驻兴仁街。

永定，系嘉名，得名于清朝中叶，取“永远安定’’之意。永定镇古时属大姚县治，元、

明时在此设马，称“苴却马"(按“马”为古时行政单位)，清初又称为大姚“北界"，由

土司所辖，清王朝为加强对各地的统治，曾派行政长官，废除土司制，于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 “改马为里，编入里甲"，，在此设乡，称“永定乡”，逐有"Jk定"之名，仍

属大姚县。清末属“大姚县苴却巡检司"，仍称永定乡。民国三年(1914年)属苴却行政区

域，称永定区。1924年属永仁县，称永定镇。1950年改称永仁县第一区，辖13个乡，1958年

设永定公社，1962年又称永定区，1969年复称永定公社，1984年分设永定镇及永定区，1986

年10月镇区合并称永定镇。

现辖11个办事处，90个自然村，12条街道，1个区片，3个居民区。1984年末人N22217

人，4528户。其中城镇人口1468户，6995人，有彝、汉、回、傣4种民族。永定镇地势北高

南低，地势平缓。金沙江水奔腾于东边谷底，喂猪食梁子横亘于西面边界，北有方山为天然

屏障，南有永定河水蜿蜒曲折。最高海拔2377米(方山)，最低海拔926米(金沙江边)，平

均海拔1600米，气候温和适当，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较发达，是永仁县粮食主产区之

一。全镇耕地面积24834亩，其中水田面积12767亩，主产水稻、玉米，经济作物有烤烟、油

菜。198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5395亩，粮食总产713万公斤，人均466．3公斤。全年经济总收

入2260724元，人均148．5元。全镇大部份荒山已经绿化，多为云南松中幼林，国营永定林场

在境内。
’

《大姚县志》记载：永定镇古时称“苴却街’’，自古“为滇蜀往来之大道，室庐稠密，

五方杂多"， “为(大姚)县境"一大市镇。是滇中北有名的牛市及货物集散地，商业较繁

华。1924年析置永仁县后，永定镇为县城所在地。建国以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一改昔日

凋零破败，狭窄肮脏的旧貌，面貌一新，成为全县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金沙江边欣欣

向荣的山城小镇。昆(明)螃(蟹箐)公路、南(华)金(江) 公路两条干线在此相接。

可直达昆明、楚雄、攀枝花市，全镇11个办事处都通公路，交通方便b

全镇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初级中学一所，小学39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2％，

有工人文化宫、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等文化单位，卫生医疗机构有医院、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等。

名胜古迹有4处。永仁县烈士陵园、菜园子新石器时期遗址，坛罐窑化石产地， 虎跳

潭。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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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镇标准地名

永仁县 [Y6ngr@n×I 6n] 位于云南省

北部。县人民政府驻地永定镇，在省会昆明

市的西北方，距离260公里。属楚雄彝族自治

州。1924年置县，取永定之“永"、仁和之

“仁"定为县名，称永仁县。总面积2189平

方公里，辖7乡1镇，62个村公所， 18430

户，93334人，有彝、汉、回、傣、傈僳等民

族。系农业县，有耕地12．7万亩，主产水稻、

玉米、小麦、经济作物有烤烟、油菜、花生。

有部份森林资源和水利资源(详见概况)。

建设路 EJ Ianshe Lo] 街道。县人民

政府驻地。城镇扩建后，此地始成街道，故

名建设路。东西走向。东起环城东路中段、

西抵四方街。水泥路面，长571米，宽13米。

县人民政府及县工商局、检察院、公安局、

物资局、农行、工商行、新华书店、电影院

等分列街道两旁，是县城的中心大街，较繁

华。

永定镇[丫6ngdTng孙吾n] 县人民政府

驻地。位于永仁县东南部，在昆明市的西北

方，距昆明260公里。“永定"系嘉名，出现

于清朝中叶，取“永远安定"之意。辖11个

办事处，90个自然村，12条街道，一个区片，

3个居民区，4528户，2221z人，彝、汉、回、

傣4种民族。耕地24607亩，主产水稻、玉米，

经济作物有烤烟。县人民政府、县级各机关、

．各厂企事业单位、永仁一中等均在此，是永

仁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兴仁街 [Xfngren J Ie-I 街道。永定镇

人民政府驻地。兴仁街南起环城南路，北接

四方街口，北一南走向，长132米，宽7米。

“兴仁’’系嘉名，出现于民国年间。兴：创

立、倡导；“仁”仁爱，取“兴起仁爱之

风肌之意。县财政局、税务局、卫生局、烟

草公司、建设银行等单位驻地。有农业人口

23户，97人，汉、回2种民族，属龙头山办

事处辖。耕地438亩，主产水稻。

文庙街 [W6nff*li60艄] 街道。龙

头山办事处驻地。文庙街北接环城北路，西

抵四方街口，东北一西南走向，长328米，宽

6．5米。县粮食局驻此街。街上，昔建有文庙，

故名。有农业人口58户，286人，汉族。耕地

503亩，主产水稻、玉米。 ．

板桥箐 嘀q160qfng] 区片。该区片

位于城区东缘，系县城东近城部分，地处昆

(明)、螃(蟹管)公路两旁，多为新建的

企事业单位，如县水泥厂、农资公司、石油

公司、木家俱厂、砖瓦厂、建筑公司等。据

传在今水泥厂边有小溪，过去溪上架有石板

桥，故名“板桥箐”。

环城西路 EHu6ncheng xffo]街道。环

城西路南起四方街日．北至龙头山桥，南一

北走向，长614米，宽8米。此街从城西绕过，

故名。县医院、县供销社等单位驻此街道。

环城北路 [Hu面ch§ng B引o] 街道。

环城北路西端与环城西路相接，东端止于农

技站。东一西走向，长829米，宽6米。此街

道从城北绕过，故名。县武装部、永定完小、

机关幼儿园、贸易公司仓库等单位驻此街

道。

清华街 [QTnghua J·§]街道。清华街

北起环城北路；南抵建设路，南一北走向．

长22l米。。宽5米。“清华"系雅名，出现于

民国年间。 “清香华美"之意。属龙头山办

事处所辖，有农业人口36户，235人，汉族．

耕地150亩，主产水稻。县邮电局驻在此街。

四方街 ESTf6ng JI百] 街道。四方街

北与环城西路、文宙街相接，南与如安街、

A罐攀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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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仁街相接，东临建设路口。此街道较为宽

广，呈方形，故名。面积约1800平方米。街

心有两棵古老高大的黄桷牙树，树下为街心

花园四周为街道。周长150米，宽9米，走向为闭

合式。有贸易公司第二门市，永定供销社、综

合商店、回族食馆等商业部门及税务所等单位。

文汇路 [W§nhui LQ] 街道。文汇

路北起环城北路，南接环城南路，长45l米，

宽13米，北一南走向。此街道为新建，因永

仁一中及教师进修学校驻此街而得名。本街

道驻有中共永仁县委会、工交局、乡镇企业

局、永仁公路养护段，第一中学、教育局、

教师进修学校、招待所、旅社等单位，为县

城主街道之一。

如安街 畎o’an J，§] 街道。如安街

北起四方街口．南至环城南路，北一南走向。

“如安"系嘉名，出现于民国年间，。t如意"、

“安适’’之意。长192米。宽4米， 昔为菜

市。 、

环城南路 [Hu6nchin N 6n Io]街道。

环城南路东连环城东路，西接兴仁街口，东

西走向。长290米，宽12米。此街环绕城南，

故名。县人造板厂、食品厂、粮油议价公司

驻此街。有农业人口14户，79人，汉族，属

龙头山办事处，耕地265亩，主产水稻。

环城东路 Eau6nchenq DSngI o] 街

道。环城东路，北起县农机公司，南至永仁

汽车站，南北走向，呈弧形，长323米，宽12

米。此街道环绕城东，故名。县农机公司、

水电局、永仁县车队、外贸局、商业局及永

仁交通监理站，永仁汽车站等单位驻此街。

陵园路 [L Tngyu6n LO] 街道。陵园

路西接昆(明)、螃(蟹箐)公路，北至县

百货公司仓库，走向为北一南一西，呈弧形，

长360米，宽10米。此街道在烈士陵园旁边，

故名。县医药公司、煤建公司、卫生防疫站、

百货公司仓库、农机培训学校等单位驻此街。

龙头山 EL6ngt6ushan] 居民区。

位于县城北端永定河畔。此地有小山包，似

龙头，位于河畔，如饮水状，名龙头山。电

力公司等单位驻此。有农业人口45户， 202

人，汉、回2种民族。耕地21 9亩，主产水

稻。有中型公路桥一座。

礼拜寺 EL Tb8 sf] 居民区。位于城西

永定河畔。回族人民在此建有礼拜寺．故名。

有8户，30人，多为回族。百货公司仓库驻

此居民区。

坝塘边 厂Ratanqb，an]．居民区。位

于县城西南河畔。此居民区中心有一古老的

小坝塘，房屋建在坝塘四周，故名。有农业

人口120户。570人，汉、回2种民族，属龙

头山办事处。耕地503亩，主产水稻。

龙头山办事处EL6ngt6ustq6n Bansh Tch泐
办事处驻县城。办事处以龙头山得名。“龙

头山’’因山似龙头，得名。古时属大姚县苴

却巡检司永定乡，民国年间属永仁县永定镇。

1950年属永仁县第一区，1958年属永定公

社．1962年属永定区永定镇，1969年属永定

区永定大队，1973年正式设立龙头山大队，

属永定镇至今。辖3个自然村，有农业人口

387,e,，1716人，人口多居城区，汉、回2种

。民族。耕地1950亩，主产水稻、玉米。

黑泥田 时jI nTtian] 村。在县城北

1．2公里，地处山麓平坝。村旁水田的土质

为黑色(含草煤)。故名。有16户，60人，

汉族。耕地112亩，主产水稻、玉米。

三教堂 [Sanji aot6ng]村。在县城北

l公里，地处小溪边。该村有庙宇，建于民

国年间，庙中供儒、释、道三教佛像，名“三

教堂"，地名因而得。有17户，76人。汉族。

以农为主，主产水稻、玉米。

夏家坝 [×·aI I曲a] 村。在县城东

北O．8公里，地处小溪边。从前在此兴修水利

筑坝蓄水，坝基建在夏家土地上．得名。有

13户，73人，汉族。耕地207亩．主产水稻、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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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旱坝办事处 I：x 100hOnbe Banshicho-1

办事处驻小旱坝(村)，故名。古时属大姚

苴却巡检司永定乡，民国年间属永仁县永定

镇。1950年属永仁县第一区永定乡，1958年

属永定公社，1973年至今属永定镇所辖。辖

7个自然村，207户，1020人，彝、汉2种民

族。耕地1401亩，主产水稻。该办事处地处

城郊河畔，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粮食产量

较高。县食品公司、木材加工厂、酒厂、软

木厂、转播站、气象站等县级企事业单位驻

此。

小旱坝 欧foohanb0]村。小旱坝办

事处驻地。在镇驻地南1．3公里，．地处公路

边。昔时此地是田房(农点)，田间有一蓄

水坝塘，旱季无水，称“旱坝塘”，村名以

此得名。有16户，85人，彝、汉2种民族。

主产水稻、经济作物有油菜。永仁县酒厂、

木材加工厂在此村。

菜园子 EcOiyuonz i] 村。在小旱

坝(村)41：o．8公里，地处永定河畔。因该村

位于城边，昔时多以种菜为生，故名“菜园

子’’。有20户，109人，彝、汉2种民族。耕

地252亩，主产水稻，经济作物有蔬菜、油菜。

永仁气象站在此。此地于1980年发现新石器

时期文化遗址，出土石锛、石斧、陶器等文

物。

桥头寺 [Q160tOus T] 村。在小旱

坝(村)东；Iho．5公里，地处永定河畔公路旁。

村旁永定河上有座三孔石拱桥，建于乾隆年

问，名“回龙桥”。桥头建有寺庙，．名“桥

头寺"(现寺已毁)，村因此而得名。有17

户，75人，彝、汉2种民族。主产水稻，经

济作物有油菜。桥头寺道班、县食品公司、

软木厂等在此村。

山背后I-shOnb@ihOu] 村。在小旱坝

(村)东0．8公里，地处缓坡。该村与县城隔

着一座山，故名“山背后"。有12户，61人，

彝、汉2种民族。耕地110N，主产水稻。

下旧村 [>(I aJIocOn]村。在小旱坝

(村)西l公里，地处坝区。此地古时就建

．有村落，且居下方，故称“下旧村’’。有32

户，167人，彝、汉2种民族。耕地284亩，

主产水稻、玉米。

上旧村 [s h盈ngjiocOn] 村。在小

旱坝(村)西1．6公里，地处山麓，此地古时

建有村落，且居上方，故名。有28户，164

人，彝、汉2种民族。耕地277亩，主产水稻、

玉米。

碾房 r_N 0nfong] 村。在小旱坝

(tO)东南0．9公里，地处永定河畔。解放前

此地建有颇具规模的水碾房，由盛家经营，．

称“盛家碾房"，现通称“碾房"。有8户，

33人，彝、汉2种民族。耕地90亩，主产水

稻、玉米。

太平地办事处 [TOIpfngdf BOnsh T—

chb] 办事处驻太平地片村，得名。古时

属大姚县苴却巡检司永定乡，解放前属永仁

县永定镇。1950年设太平地乡，1962年称太

平地小公社，1969年称太平地大队，1984年

称太平地乡，1986年改称太平地办事处。辖

11个自然村，307户，1582人，彝、汉2种民

族；耕地2250亩，主产水稻、玉米。经济作

物有烤烟、萝卜。州级自然保护区方山在此

境内。办事处驻大村。

大村 西0cOn] 村。太平地办事

处驻地。在永定镇人民政府驻地东11：11．6公

里，地处山麓平坦之处。在太平地片村中，

此村较大，故名。有43户，213A，彝、汉2

种民族。耕地236亩，主产水稻、玉米，经济

作物有烤烟。

王家 [Wdngj a-I 村。在大村东

北4．3公里，地处山顶平地。该村王姓居多，

故名。有35户，205人，汉族。耕地361亩，

主产玉米、洋芋。经济作物有萝I-，所产干

萝I-丝畅销县内外。

庙子 m。aoz i-1 村。在大村东北

。‰滢零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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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里，地处山顶平地。因该村原有寺庙，

称静德寺，俗称“庙子矽，故名。有13户，

65人，汉族。耕地131亩，主产玉米、洋芋。

经济作物有萝卜，所产干萝卜丝畅销县内

外。

上拉么 I-shangI omo-I 村。在大村

；11：2．5／2里，地处山腰。“上"汉语，“拉么"

彝语，山坡的意思，意为山坡上的村子。太

平地片村在山麓，此村在半坡，故名。有儿

户，81人，汉族。耕地120亩，主产水稻、玉

米o．

新开田 欧fnk 0iti On] 村。在大村

东北4．1公里，地处山腰。此地原来有地无田，

解放后将坡地改为梯田，故名新开田。有3

户，13人，彝、汉2种民族。耕地73亩，主

产水稻、玉米。

拉务么 ⅡOwOmO'] 村。在大村东北

1．9／2里，地处山麓。“拉务么"系彝语，

拉务：里面；么：大村庄，意为里面的大村

庄。该村与太平地片村同处一条小溪边而居

上游，故称“里面”。有48户，248人， 彝

族。耕地339亩，主产水稻、玉米，经济作

物有烤烟。

太平地 ETa—p Tngdf]片村。大村在

永定镇人民政府驻地东北11．8／2里，地处山

麓。包括大村、小村两个自然村。该片村古

名“平地”，谓该地地处山麓平坦之处。古

时发现“平地”系重名 (山北亦有村名平

地)，为加区分，即冠以“大’’字，称“大

平地”，然山西亦有村名大平地，仍有混淆

之嫌，遂在“大"下加点成“太"，称“太

平地"。“太平地"系嘉名，即“太平安宁"

之地。彝、汉2种民族。主产水稻、玉米。

小村 [>(I OocOn] 村。在大村东

0．3／2里，地处山麓平坦之处。在太平地片村

中，此村较小，故名。有13户，119A．，彝、

汉2种民族，耕地117亩，主产水稻、玉米，

经济作物有烤烟。

麻地村 D叫Od·con] 村。在大村东

1．4／2里，地处山麓小溪边。该村位于麻地之旁，

故名。有37户，172人，彝、汉2种民族。耕

地201亩，主产水稻、玉米， 经济作物有烤

烟。

子拉务 眩TfOwO] 村。在大村西1

公里，地处山麓箐内。“子拉务"系彝语，

子：花椒树；拉务：上方、里边，即花椒树

上方。该村地处箐内，曾有花椒树，村庄下

方在花椒树较多，故名。有29户，151人，

彝、汉2种民族。耕地213亩，以农为主，主

产水稻、玉米，经济作物有烤烟。

么米拉 m5mYIa] 村。在大村西南

1．4／2里，地处小溪边。“么米拉’’系彝语，

么米：种麻之地，拉：山半坡，意为麻地坡。

有40户，2134．，彝、汉2种民族。耕地316

亩，主产水稻、玉米。’

玛茨村 m6clcBn] 村。在大村西

南1．3／2里，地处溪边。彝族支系玛茨族聚居

的村庄，故名。“玛茨”自称为彝族的一个

小支系，其语言、风俗等与其它彝族有所不

同，自称“玛茨婆"，人数极少。有23户，

102人，彝族(自称为玛茨族)。耕地l 3 6

亩i主产水稻、玉米。经济作物有烤烟。

麻栗树办事处m6IfshO BOnshichO]

办事处驻麻栗树(村)，故名。古时属大姚

县苴却巡检司永定乡，解放前属永仁县永定

镇。1950年属永仁县第一区太平地乡，1958

年属太平地管理区，1962年属太平地小公社，

1969年属太平地大队。1973年在此设大队，

称麻栗树大队，1984年称麻栗树乡，1986年

改称麻栗树办事处。辖8个自然村，199户，

1058人，彝、汉2种民族。耕地1498亩，主

产水稻、玉米，经济作物有烤烟。

麻栗树 I-M6IishO] 村。麻栗树办事

处驻地。在永定镇政府驻地东北6．3／2里，

地处河畔。村旁遍生麻栗树，故名。有35户，

183人，汉族。耕地286亩，主产水稻、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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