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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南华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南华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南华县人民政府文件

南政发(1987)14号

★

关于颁发《南华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镇、县属各委、办，局：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县的地名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译音不准，

用字不当，用字生僻，含义不好等混乱现象，不利于社会交往和经济建设。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我县在地名

普查中，对全县各种地名的称谓，来历含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考证，按标准化进行了处理。

编纂了《南华县地名志》，现颁布执行。今后，凡书写．发文，制图，使用地名时，一律以《南

华县地名志》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名和新命名的地名，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南华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七日

送：县委，政协，纪委，人大、法院，检察院各(一)，存档(二)。

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印发



权等都具有十分

地名工作的领

组成：

董学义 (县邮电局长)

胡家银 (县武装部长) ．

杨正科 (县档案馆)

余加兴 (县计经委副主任)

何兆芹 (县财政局长)

李文臻 (县志办主任)

董国清 (县地名办)

下设地名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孔荣昌同志兼任，董国清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南华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

抄送：县委、人大、政协，纪委，检察院、法院、人武部各(一)、办存(二)。
』

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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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镇)、

遵照《

化，规范化

后使用一律

附：新

1． 东

2． 西

3． 龙

4． 龙

5． 龙

6． 龙

7． 文

8． 古

9． 文

10．熊

附更名

1． 原

2． 原

3．原五顶山公社红旗大队，更名为王家乡。

4．原马街公社团山大队，更名为诸葛营乡。

5．天申堂区松树地乡原狗屎地，更名为蒿子地。’

6． 五街区五街乡原赖子鱼乍后改名新村，现更名为樱桃箐，原新村水库，更名为樱

桃箐水库。

7．五顶山区新村乡原背鼓岔，更名为柏枝树。

8．五顶山区王家乡原三家村，更名为麻粟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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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名为小石坝水库。

岭冈，更名为皮带岭冈。

为来头山。

南华县人民政府

一九jV：Fi"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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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对特定地域的称谓，是随着人类

变的，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称谓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康、书写是否规范，

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行政管理，国际交往、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人民日常生活的

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的精神和省、州有关指示，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于1981年成立了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专业人员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

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对全县十二个区、2个镇、119个乡，7个区辖镇，3个街

道办事处，1873个自然村，独立存在的并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行政单位和各专业部门，

名胜古迹、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来历含义、发展、演变及现状等进行了调查和

考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本着既不违背历史，又

有利民族团结的精神，对各类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其中大部份称谓简明，书写规范，

读音正确，含义健康的地名，继续沿用；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译音不准，用字生僻．用

字不当，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含义不好的地名作了更正；把“文革”时期更改的少部份地名，

恢复了原名；对新建的居民点按规定程序报批后予以命名。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作出了全县

标准地名图．地名普查表、地名卡片，文字概况等四项成果。摄印了地名实体照片，编了

《南华县地名志》。

本志以“志”为主，志录兼顾，辅之以照片、说明，反映县，区，乡，村，企事业单位，

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现状，各自然村和名称来历含义。志书中

共收录各类标准地名2317条，其中县，区、乡行政单位144条，居民大组l条，村，片村．农

点、牧点1928条，城镇街道、巷12条，农场，林场、茶场，牧场、渔场．台，站、道班、企

事业单位37条，名胜古迹、纪念地5条，水库、桥梁、电站、排灌站等人工建筑84条，山峰、

隘口，洞、河，箐，地片等自然地理实体106条。

本志的地名是按《云南省地名普查试行细则》的规定收录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和各专

业部门只录取独立存在的，起地名作用的部份。自然地理实体系县内较有名的(其不论编排

在何区，均不作所有权依据)。在编排顺序上，按各区，镇在县境内所处位置从上而下，从左

到右，先县城，后区镇的次序排列。地理位置，区以所处县境方位，乡以区驻地，村以乡驻地

来确定。距离系指驻地对驻地的直线距离。本志中所引用的数字除概况是1984年统计年报外，

其余是1980年地名普查时的数字。地名用字以《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为准，凡未列

入两典的生僻字，改用同音字代替(例如“旁”字用岔字代替)。

为了方便使用和查阅，附录了《新命名、更名的地名表》，《新旧地名对照表》，地名首字

笔画索引，首字音序索引。

地名普查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县委，县政府的有关领导对编纂工作一直予以高度

重视，原任县长，现任政协主席赵凯同志亲自修改《南华县概况》，带领有关同志下乡考查和

拍摄有关图片。现任县长起德才同志经常帮助研究，解决地名普查中遇到的问题，还修改我

1



县地名普查的有关条件。副县长王树龙，李大印、何根源，普德炳，张才和孔荣昌同志等先

后分管和指导地名工作。

本书编纂：董国清。参加编的还有邓守恭．袁益龄，高毓林。

制图：周国庆。 ，

摄影：车明．李德凯．李平俊。

彝语地名翻译：鲁正吉，起贤亲。

白语地名翻译：杨鉴。

修改，校阅：张佐，李兴堂，谢强华，龚春华．方模中，余加兴，杨嘉喜。

先后参加过地名工作的有：何兆富，罗孟云、王德生．郑思舜、何正夫，周毓栋，I余铭新I
罗开明．任平，高福仙，邓兰芬，李金荣、代维铭、沙开良，段启贵、张国炳，罗光明，

龙荣芳等同志。

地名普查工作得到了县内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地名志脱稿后又

承蒙州地名办宋光耀同志，省地名办高仲廉同志帮助审查、订正，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知识有限，水平不高，经验缺乏，谬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

南华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



南华县位于云南中部，楚雄

县；南连楚雄市、景东县；西靠弥渡县；北邻姚安县，祥云县。县人民政府驻龙川镇，距昆

明146．25公里。境内东西最大横距64．6公里，南北最大纵距71．7公里，总面积2343平方公里。

辖12个区，2个镇，119个乡，7个区辖镇，3个街道办事处，1873个自然村，39076户，200083

人。有彝，汉、白，回等民族。耕地面积210590亩，其中田101543亩，地109047亩。

南华地处滇中高原，古有“万山攒簇，众水纵横”之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南群

山纵横，东北丘陵起伏，问有少量高原小平坝”。境内最高海拔2861米，最低海拔963米。五街，

天申堂，一街，罗武庄，红土坡、五顶山，马街、兔街为山区，沙桥，雨露，徐营大部份为

丘陵山区，龙川和文笔的大部份地区为高原坝区(文笔也有一部份山区)。全县1平方公里以

上的坝子仅有文笔．沙桥，徐营三个，坝区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是内地山区县。

山脉：境内山脉为横断山的余脉，主要山脉有：一、大中山山脉分布在礼舍江以南，由

弥渡，南涧入境，由西北向东南延伸。主要山峰有老君山、白草山头、打雀山、大中山，黄

草岭，波罗山，干坝塘等，其中白草山头为主峰，海拔2714米。二，龙潭山山脉分布在礼舍

江以北，一街河以南，从弥渡入境，由西北向东南延伸。主要山峰有大风垭口，龙潭山．打

卦山、老池塘、大平掌山、烧香寺梁子等，其中烧香寺梁子为主峰，海拔2861米，是县内最

高山峰。三、五街脑头山山脉分布在一街河以北、龙川河以南，由样云入境，由西北向东南

延伸，是县境内金沙江水系和红河水系的分水岭。主要山峰有脑头山，五里么后山、鸡冠山．

打卦山、音阁山，白山潭山等，其中白山潭山为主峰，海拔2749米。四，云台山山脉，分布

在龙川河以北，由样云入境，由西南向东北延伸。主要山脉有三角腔，老尖山、马鞍山，云

台山．歪头山，大龙箐等，其中歪头山为主峰，海拔2670米。

河流：县内主要河流有54条，其中较大的有：

一，龙川河，古称“苴水”，又称虹江，平彝江，白龙河。发源于天申堂区南部的苴力铺

和五街区北部诸山，由西向东，经沙桥、文笔、龙川至牛凤龙村外出境。境内全长52．6公里，

其支流有龙潭河，小古山河，老厂河、大冲河，兔耳厂小河、山场小河，卖菜河，铺小河，

杨家村河、双甸河、红土门小河，西门小河，东门小河，金珠河，雨天河．羊起河．石门河，

白衣河等。但由于源头短，加之上游诸山森林破坏严重，水量较小。
‘

二．礼舍江，发源于巍山，弥渡，祥云等县，由弥渡入境，流经五顶山、红土坡，马街

三个区的部份地段，从威车乡倒坐窑出境。属红河水系。境内全长37．4公里。支流有一街

河、鹿窝河等。河流沿岸山高谷深，河床坡降大，水流湍急，流量随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

雨季河水暴涨，冬春枯水季节流量只有一个多秒立方。无水利设施，两岸仅有百余亩农田。

三、兔街河(又名七村河)，发源弥渡、景东交界的湾水沟一带及境内白草山。流经兔街

普洒大窝塘出境，汇入景东龙街河，境内全长24．3公里，属红河水系。沿河两岸诸山森林植

被较为茂盛，河水清澈长流。两岸有数百亩农田，现已建成640豇水力发电站一座。

四，马龙河，发源于五街区东南部，流经徐营，雨露区部份地段。从铅厂乡雄磺矿村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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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出境；属红河水系。境内全长40．3公里。支流有羊草河、二街河、镇模河。沿岸多属深山

狭谷，农田较少。
。

气候：境内以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兼有大陆性和海洋性气候的特点。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降雨集中，干湿季分明。春多风，冬少雪，夏秋之间多雨。但由于境内山岭纵

横，垂直高差悬殊大，天气变化受地形影响明显，小气候的特点突出，正如群众总结的“一

山分四季、谷坡两样天”。据1959年至1982年气象资料，年平均气温14．80C。最热6

月，平均气温20．2℃。最冷为1月，平均气温7．6。C。极端最高气温33．3。C。极端最低气温

-0．8。C。年平均日照2430tb时，全年≥10。C以上的积温4590．20C。霜降期140天。年均降雨量

837．5毫米。最高年为1961年，全年降雨量1108．9毫米；最低年1980年为590．8毫米。降雨主要

集中在6—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4％。灾害性天气主要是：春夏干旱，三月倒春寒，八月

低温和洪涝。

地质构造与地震：据地质资料记载，南华位于云南“山”字型构造的脊柱部份，下元古

界上昆阳群构成基底，晋宁运动以后隆起上升，至晚三叠世才下降接受沉积。所以南华盖层

主要由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以及新生界第四系的紫色砂页岩和杂色页岩、泥岩、泥灰岩、

粘土，砾石所构成。礼舍江南岸也有元古界的黑云变粒岩，斜长角闪岩．花岗片麻岩和古生

界的深灰色厚层状石灰岩，砾岩夹泥灰岩出露，由于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的结果，产生了轻

微褶皱和断裂。位于东部的南华盆地，处于南华扭动褶皱“S”型构造的转折端部位，为北

北西向复式向斜盆地，断层发育，岩层破碎，第四系全新统和更新统复盖于盆地之上，为砂

质粘土，砂砾石层和含砾质砂土。

南华自1596年开始有地震记载，共发生有感地震19次，属破坏性地震4次，其中1680年

9月9日发生地震，遭7度破坏。1962年6月24日，天申堂、米垭井等地发生6．2级地震，死

7人，伤77人，牲畜死亡46头，受损房屋2599间，受灾2543户。山裂、公路塌方、向阳冲水

库震裂。

土壤：根据土壤普查，县内土壤主要有棕壤，红棕壤，红壤，紫色土，冲积土，水稻土

六个土类。其垂直分布规律为海拔2600米以上地区，土壤为棕壤。耕地土壤为紫灰圹土。海

拔2300至2600米地区，土壤为黄棕壤。耕地土壤主要是紫灰土，紫灰沙士和茭灰沙}，海勃t2000

至2300米地区，土壤以紫色土和红壤为主，在部份地区也有少量水稻土。耕地土壤主要是黄

紫泥土，红紫泥土，红羊肝土，黄紫沙泥土和黄泥土、黄砂泥土、红砂泥土等。海拔2000米

以下地区，土壤以水稻土．紫色土和红壤为主。耕地土壤有浅紫砂泥田，浅紫泥田，浅黄紫

泥田，浅胶泥田，黄紫泥田等。在礼舍江边也分布有少量的冲积土。

水利：1950年前水利条件较差，大部份农田靠天下雨。解放以来，通过大搞水利建设。

三十多年来兴建了库容1898万方的毛板桥中型水库和库容303万方的罗家冲，153万方的向阳

冲，150万方的烂泥箐，125万方的耐桥，119万方的红星，100万方的青龙坝小(一)型水库

6件，小(二)型水库65件，小坝塘2000多件，提灌站85个，引水大沟2条，初步改善了灌

溉条件。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20000多亩，扩大Nll万多亩。

农业：1984年全县总耕地面积210590亩，其中水田101543亩，旱地109047亩，大小春粮

食作物种植面积331963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35343亩。坝区主产水稻、小麦、蚕豆，山区主

产玉米，洋芋、小麦。近些年来，通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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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84年粮食总产1．14亿斤，其中

总产8588万斤，平均单产480斤。小春总产2831万斤，平均单产185斤，人均有粮570斤。

年以来，五街，天申堂等区种植大白芸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1984年种植大白

5900多亩，收购出口197万斤，是县内主要出口商品。1983年曾荣获外经部优质产品荣

书，已成为大白芸豆生产基地之一。1984年全县种植烤烟26537亩，产量达734万斤，

693万元，斤均价0．945元，其中上等烟72．1％。

产值

林业：据1985年林业普查，全县有林地面积51245公顷，疏林地面积28504公顷，灌木林

地面积42315公顷，立木总蓄积量2016320立亏米。森林复盖率达40．8％，其中有林复盖22．6％，

灌木林复盖18．2％。树种以云南华山松为主，伴有红栎．白栎，水冬瓜等阔叶林。

经济林木主要有核桃，茶，桑．果等。县建有两个国营林场，其中天子庙国营林场，面

积65685亩，以次森林改造为主；大中山林场，面积82065亩，以管理、护林，造林为主。

核桃：是南华的一大特产，近年来随着种植嫁接技术的普及，有了很大发展，1984年国

家收购160多万斤。

茶叶：县内大部份地区都有种植，1984年末茶园面积6041亩，总产67100斤，其中尤以兔

街茶为有名，味道清香醇正，1982年小村“银毫”茶被评为全省机制烘青毛茶第三名。

主要野生动物有：鹿，熊，豹、獐．野猪、野猫、狐狸、穿山甲，猴和孔雀、白鹇、、雉

等。 一

境内中草药品种有六百余种，其中主要药材有：前胡．防风、龙胆草、厚朴．半夏，续

断，白芨．地榆、乌梅、当归、草乌，茯苓、沙参．山楂、麝香，穿山甲，牛黄、猴骨等。

菌类：较有名的有松茸、黑虎掌菌、香菇、木耳、鸡棕、栗窝(北风菌)等。近两年来 ，

松茸销路好，是出口创外扩的一个新品种。

畜牧业：县内山区面积大，据草山资源普查，全县宜牧草山面积(包括林间牧场)239万

多亩，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1984年末，全县大牲畜存栏62730头。山、绵羊120324只。生猪

121146头。

渔业：全县库塘养鱼4700多亩，占宜水面的62％，年产成鱼41吨。徐营区建有渔苗繁殖

场，年产鱼苗100一150万尾，基本能满足全县养鱼的需要。稻田养鱼逐渐有所恢复，库塘养

鱼不断扩大。

工业：县内有电力、机械、采煤、铸造、建材、食品，缝纫、造纸、编织等工业和手工

业。铁锅，水泵曾远销省内外。一街自煤质量高，销路广。历史上以河硐村的土陶生产较有

名。南华月琴曾一度享有盛名。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692．3万元，其中轻工业521．8万元。

交通运输：南华地处滇西交通要道，咸丰《镇南州志》曾有“虽非四塞雄区，实为九府

冲要”的描述。1950年前虽有滇缅公路过境。但县内绝大部份地区交通闭塞，物资交流靠人

背马驮，尤其是礼舍江南岸，由于江水阻隔，每逢洪水季节，来往行人和马帮靠水手引渡，

曾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吞没。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县内交通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在除有昆(明)

畹(町)公路过境外，又兴修了南(华)金(江)公路，南(华)大(过口)公路，南(华)

马(街)公路，河雨(河西屯至雨露)公路、牛雨(牛凤龙至雨露)公路等，长380公里。礼

舍江上也架起了长52米、宽7米的钢筋混泥土桥，从而使交通阻隔的情况得到了改善。84年

末有客车5辆、其它货运车辆179辆、货运拖拉机403台，年货运量2．73万吨，至1984年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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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13个区(镇)，80个乡，?11个村通了公路。

电力：1961年与滇西大电网接通后，境内架设了300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使七个区、49个

乡，601个村通了电。1985年兔街电站建成后，解决兔街、马街等山区的用电问题。

文化教育：1951年前有省立师范(附设初中)，县立初中各一所。1954年师范迁楚雄。

到1984年止，全县有完全中学一所，初级中学10所，农技校1所。有教职_T_265人，在校

中学生4700多人。小学544所，教职工1124人，在校学生33900多人。幼儿园32所，在校儿童

1180多人，儿童入学率达97．3％。

县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等。1984年后，沙桥区也新建了电影院。全

县有电影放映队56个。县建有电视差转台一座，接收放大台二座，复盖面达六区一镇，各区

还设有广播站。

科技：县设有科委，科协．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站、茶桑站、农业研究所和

林科站等科技推广机构，各区，镇都建有农科站。1981年以来经技术职称考评，全县有农艺

师1人，主治医师2人，中医师6人，西医师25人，助理工程师12人，助理农艺师10人，助

理畜牧兽医师5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366人。近年来在试验，示范、推广良种、包谷杂交

．制种，化学除草．防虫治病、栽培食用菌等方面取得了好的效果。

体育：县设有体育运动委员会，有灯光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体育设施，经

常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1979年以来，先后向省输送了优秀运动员3名。参加全省比赛曾

获金牌3枚．银牌1枚。1984年龙川镇农民胡永昆参加全省首届伤残人运动会，曾获蝶泳，

跳高、跳远三个项目的第一名，其中跳远成绩超过远东南太平洋地区同等同项纪录。近年来

、 群众体育活动发展较快，1984年12月获云南省首届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奖。雨露区白族代表队

曾先后两次代表楚雄州参加云南省第二、三届民族体育运动会。中老年体育活动逐步兴起，

老年门球，鹤翔庄气功等已逐渐普及。．

卫生：1950年前，全县只有县卫生院一所，医生4人。三十多年来，卫生事业有了很

大发展。现设有县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等医疗卫生机构，各区有卫生院。

县、区两级共有病床440多张，有医务人员320人，技术水平较以前有较大提高，现已能进行

上腹部等手术。农村基层卫生人员逐步稳定，全县共有卫生技术人员1830多人。新法接生基

本普及，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改变。对人民危害较为严重的疟疾，克山病等已基本

得到控制。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出生率由1974年的32．62‰下降到15．05‰，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8．19‰。有4区1镇、79个乡实现了无多胎生育。

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明、清两代曾建有很多寺，庙、阁、殿、庵、祠．塔、坊、桥等，

其中蟠龙寺，见性专、西山寺，南山寺，白龙寺，玉泉寺，观音寺，宝珠寺．文笔塔、亚魁

坊等较有名。现在保存有建于明末后重修的宝珠寺，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

灵官桥，建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的土城大桥，以及明代天启年阃黄嘉柞主持铸

造的铁钟一口，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知州钱沂立于城北响水龙潭“严禁砍伐水源林”的

封山碑一块。城西逯家屯村旁还保存有李根源先生立石的“⋯⋯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的石

刻，和原立于县城西门外之石碑一块“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

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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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近些年来，在城南老高

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街有法空大岩洞，

洞，奇丽多姿，可开发游

马街和兔街交界的打

类资源考察的天然胜地。



南华县历史沿革

据《镇南州志》和有关资料记载：南华汉时属益州郡。三国属建宁郡。晋时爨据。唐初

置邱州。唐上元中，蒙氏并六诏，征东蛮，置“石鼓县”，后又于沙却置“俗富郡”。宋大理政

权时，又为高量成封地。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设欠舍千户，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

改为镇南州，辖石鼓、定边二县，后革二县为乡，属威楚路。明仍为镇南州，属楚雄府，内

分军民四界。军置前左二所，共十三伍，隶楚雄卫。民编丹桂、平彝、新城，寄庄、英武，

阿雄、永宁七乡。清仍为镇南州，属楚雄府。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裁十三伍，二十

八年(公元1672年)前左二所分归州辖。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镇南县。设三乡、四

界。后又改为八乡二镇。1954年改为南华县，属楚雄专区。1958年并楚雄县。1961年恢复南

华县至今，属楚雄彝族自治州。

“镇南”的由来及含义，清康熙《镇南州志》记载：“州名镇南亦南中之一镇也”。清咸丰

《镇南州志》记载：“州治，盘山北峙，苴水南环，西捍英武之关，丛林蔓壑，南控阿雄之险，

带河襟江。虽非四塞雄区，实为九府要冲，名以镇南，亦南中之一镇也。”清光绪《镇南州志》

镇南名义辩：“镇南之名始自元时，旧志日：州名镇南，亦南中之一镇也，窃谓不然。夫南中

之州县多矣!何独名此镇南乎?闲尝以舆图考之，州治偏在东北境，而西南三乡数百里最为

辽远，当日石鼓，定边两县俱隶之。定边在今阿雄乡境外，兼有楚雄县三街地南境较今尤

远，然则镇南之名殆取镇抚南乡之义欤”。

上述几种解释，说法各异，都未能充分说明镇南的真实含义。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

多，确切含义待考。

1954年因认为镇南有镇压南蛮之意，不利于民族团结，故改名南华。“南”字含义以云南

地处祖国西南；“华”字取美丽的意思。

千百年来，南华人民不甘忍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曾作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斗

争，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1852年马街彝族农民起彩顺领导了农民起义，1856年李文学

领导的哀牢山各族农民起义大军，在我县马街一带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

主阶级的封建势力。1936年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过南华，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48年秋，党

派来地下工作人员，在我县山区开展工作，组建了革命武装——边纵八支队二大队。1949年

3月，先后成立了南山区政府和凤、文．永分区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49年12月28

日，成立了镇南县人民政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改原乡为分区人民政府，改原来的保为里，后又将全县编为四个

区，辖29个乡。1951年将现在的五街、天申堂从三区划出成立第五区，全县设73乡。1956年，

将原属石鼓，回龙、‘白土三个乡划归楚雄。1957年撤区并乡，全县设立56个乡。1958年，又

将原属二区的腊梅乡划归姚安。1958年撤销南华县，并入楚雄县，同时成立龙川、古苴、五

街、一街、马街五个人民公社，辖71个管理区。1961年恢复南华县建制，全县设立了33

个公社，325个大队。1962年设立文笔、龙川(镇)、徐营，洒披武、沙桥、五街，一街、马街

8个区(镇)，102个小公社。1964年原属沙桥的龙潭等5个村划归姚安。1968年设立龙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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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东风、红旗、沙桥、五街，一街，马街7个公社，98个大队。1970年全县设立龙川I

(镇)，东风、红旗、沙桥、五街．一街、建设、马街8个公社(镇)，98个大队。1972年增设

雨露、天申堂、罗武庄．五顶山，兔街五个公社。，全县共为13个社(镇)，140个大队。

1984年5月体制改革后，全县共设12个区，2个县辖镇，119个乡，7个区辖镇，三个街

道办事处。

f

1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