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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资源丰富。

早在明正统年间，小街就以她丰富的银矿资源引来了大量的内地汉民，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那拉底兴旺的矿冶业，一度使小街成为滇东南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带。解放初期，小街人民以英勇顽强的斗志支持

和参与剿匪斗争，为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立下了不朽功勋；改革开放以来，

小街人民充分发挥当地的自然优势，团结拼搏，勇于进取，造就了社会的进

步，经济的腾飞，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奠定了蛊世修志的基础。《小

街镇志》的编纂出版，是全镇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回顾历史、总

结经验、扩大开放的壮举；是小街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

《小街镇志》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

面地记述了小街从有据可查以来至2 0 0 1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的演变和发展，客观地反映了小街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军事、民．

族文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小街各族干

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业绩、经验和教训，

其内容丰富，数据详实，资料可靠，是一部值得全镇干部群众研读和珍藏的

宝贵史料。

小街镇志办的同志，在资料缺乏、人员不足、资金短缺的条件下，以严

谨的工作态度、顽强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的敬业精神，用了近一年半时间

编纂出这样一部5 0多万字的志书，辛劳显而易见，在此谨代表镇党委、镇

人民政府予致谢。 ，

认真研读《小街镇志》，全面了解小街镇情，将有助于我们高举邓小平

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新的征途中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奋发图强，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小街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希望关

心小街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界人士，从各方面给予小街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历

史将永远铭记为小街作出贡献的功臣和友人。

中共小街镇委员会书记 张富学

小街镇人民政府镇长 何锦涛

2002年9月



凡 例

一、《小街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江总书记“三个

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记述了小街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面的历史及现状。

二、以为人服务为宗旨，以宣传小街、发展小街为目的，求真务实，注重实

用，服务于小街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三、叙事立足当代，融合古今，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时间上限以镇内有依

据的事物发端为起始，下限止于200 1年末，部份内容有所延伸。突出本镇历史悠

久，人民勤劳，民族团结和具有丰富的三七、矿产及森林资源的特点。

四、体裁由述、记、志、传、图、表等构成，以志为主，其余为衬。从现代

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事以类别、类集一篇，以类系事，力求系统、真

实、实用。首设概述、大事记。正文为地理；民族、人口；政治、军事；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共5篇，58章，I 85节。人物殿后，加附录、编后记。镇行政区划

图、照片；I"-集于前，图表附于章节中。

五、入志人物不拘泥于本籍客籍，凡对国家、对小街镇有较大贡献或参与重

要活动有较大影响者，以“传略”(已故者)、“事略”、“名表”、“名录”分类入志。

有的人物和事迹穿插于有关章节中。

六、纪年，1 949年1 2月为全镇解放时间。以前的按当时的年号，并加注公

元纪年，解放后则按公元纪年。

七、地名、族名。民国以前按当时的名称及称谓。解放后，地名统一按《文

山县地名志》所确定的地名；族名按1 958年归系后国家认定的族名，叙述支系时

以自称或原称。

八、度、量、衡的记述。解放前按当时的记量标准；解放后按国家颁布的法

定计量单位换算。

九、本志参考资料主要来源于《文山县志》和档案局、统计局等部门及镇级

机关单位，村民委提供的基础材料，部份来源于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和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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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县小街镇地处县境西南部，总面积215．039

平方公里。东接平坝镇，南连新街乡，西隔那么果

河与屏边县和平乡相望，北与喜古、坝心，老回龙，

乐诗冲乡相邻。东西最长22．1公里，南北最宽21．13

公里。镇政府驻地小街，距县城45公里，古名榆树

可，因在村旁开劈小街集市，故名榆树可小街，民

国时雅化为玉树可小街，简称小街。文屏公路由境

内及镇政府驻地穿过。镇辖小街、石灰窑、者底、老

君山、朵白库、白石岩、麻栗寨，腰店8个村民委

员会，共76个自然村。2001年末，全镇总人口5038

户，23848人。汉族4206户19744人，占总人口的

83％，少数民族占总人13的17％。

小街镇属滇东南岩溶山原区，地处北回归线南

侧，境内山峦起伏，主要有两大山脉，一是云岭分

支的老君山山脉，从铁厂丫口向东延伸，山体磅礴

巍峨，+主峰明显，延绵起伏，直抵者底，海拔一般

在2000米以上，相对高低差500～800米，最高峰

老君山峰顶海拔2625米。二是大尖山山脉，西自白

石岩独田之下那么果河最低海拔705米处起，向东

成台阶式上升，直达左母纪村后；为最高点，海拔

2100米，然后分为三支子山脉。一支直连平坝镇的

老黑山，另一支向小街方向延伸，直达玉树村后，形

如一条卧龙，称之。玉龙”。再一支从黄泥坡村后沿

落水洞、大石洞直抵者底大坡。其中：在小平坝的

石峰酷似剑柄，称为挂剑山。小街的河流依地形形

成南北和东西流向。主要河流三条。那么果河，源

于滇东南第一高峰的薄竹山西麓，由北向南流入马

关县境，汇入南溪河，在小街境内长20余公里，小

街河，由黄泥坡和左母纪两个较大的泉点支流在小

街汇合，由西向东流人顺甸河，境内长12公里，老

君山河，源于老君山小黑箐，经新马房后与鱼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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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汇合，由西向东流至大转弯后与小街河汇合，长

5公里。小街地处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南侧，海拔高差

大，具有立体气候的特点，总体为。一年有冷热，逢

雨便成秋，冬晴如春暖，春末有冬寒”，“霜、凌、冰

雹年年有，大雪纷飞碰年头”。境内主要为山区和半

山区，约占总面积的80％，坝区、河谷约占20％。大

部份地区平均气温14．2～15．8℃，最高32．8"C，最

低-8．5℃。年均降雨量1400—1461毫米，雨量主

要集中在6～8月。12月进入冬寒季节，霜期约60

天。

小街镇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耕地较广。全镇

耕地10．80万亩，其中地9．82万亩，田0．98万亩I

集镇，村寨，矿山建设用地．0．48万亩；林业用地

15．78万亩(含自然保护区6．33万亩)I交通用地

0．26万亩，河流渠道用地0．18万亩，尚未利用土

地4．76万亩。人均有耕地4．53亩，有粮豆品种77

个，经济作物品种13个，饲料、绿肥品种5个，蔬

菜品种16个。老君山原始森林是文山三七的发源

地，至今，林内仍生长着较多的野生三七原种。小

街镇是全县的三七主产区之一，因其土壤、气候的

优越条件，三七的个头大、品质好，每年种植的优

质三七面积在3000亩左右，产量约10万公斤。林

木品种较多，珍稀树种丰富，境内已知的林木种类

有34科81种，竹类有15种，野生果类58种，牧草

类22种，中草药类85种，花卉25种。其中：属国

家二级保护的珍稀树种有长蕊木兰，云南樟木、水

青树，野茶树，榉木、云南山茶、云南金钱槭等。属

三级保护的有红花木莲。古树较多，有树龄在千年

以上的锥栎树，440余年以上的香樟树，100年以上

的杜鹃花、柿树、柳杉等。全镇有林面积近16万亩

(含部份保护区面积)，森林复盖率达36％，是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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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八角生长的适宜区。养殖业发展条件优越，县

内有的畜禽小街均有，目前已饲养的畜禽有16种，

其中小耳猪和大耳猪还属云南省地方优良猪种的保

护品种。矿产资源较多。已查明的有铁、钨、铜、

铅、锌、银，砷等。除以上矿藏外，境内的花岗岩

贮量很大，尚待开采利用。水能资源较好。那么果

河总水头290米，枯季流量2～3立方米／秒，境内

可兴建四级梯级电站，总装机可达12000千瓦。小

街还有着十分优越的自然旅游资源。首先是水源林

自然景观很好，有着lO余万亩浩瀚的原始森林，其

次是毛坝子和菖蒲塘的两个温泉，老君山啸岩，公

母巨石，小街的玉龙雄狮、挂剑山等景点，一经开

发利用，必是美好的旅游胜地。

小街镇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勤

劳勇敢的各族人民。据《(文山县志》记载和左母纪

燃灯寺碑记验证，离今600余年前，自明洪武年间

就有土著人在小街地域生息劳作。明正统十年

(1445年)外籍汉族随云南左，临安等卫官军家人，

挟带兵器，聚众到八寨长官司所属地那拉底(今腰

店、老君山一带)采银矿。一些居临安府经商的汉

民也陆续移入，清乾隆年间，矿业开采者超过万人，

夜过石丫口即可看到那拉底炉火一片亮光，照亮整

个矿区。后因矿硐坍塌，矿业凋零，采矿者有的返

回原乡，有的就地落籍。湖南、广西的部份汉民也

进入经商。各地涌入的汉民，有的自成村落，有的

与原住的少数民族结婚而融合于少数民族，三代还

宗为汉族。汉族的移入，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

具及经商经验，发展农业，手工业，开办街市，改

变了原来土著民族为主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由于

资本和生产力的悬殊进而逐步形成了地主，佃户组

成的阶级社会。清咸丰、同治年间，由于阶级矛盾

加剧，致使社会动乱，经济的发展遭到破坏。民国

初年，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民国二十年(1 931)，社会有所稳定，生产开始恢

复，街市兴旺，马帮贩运通畅，经济发展较快。1940

年，日本侵占越南，截断。洋货”的进出口通道，致

使商业萎缩，矿山倒闭，农民地租加重，民穷财尽。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惨遭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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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抓兵，派款等残酷剥削，民众生活处于历

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4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小街

人民获得解放。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小街历届党委，政府带领全镇各族人民群众，认真

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扬“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全面地开展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l 95 1年舂夏进行减租

退押运动，1952年6月转入土地改革， 1953年春

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同年5月，由县人民政府向

农民颁发了土地和房产使用证书。1954年初，小街

大玉树可陈发举、陈达书、许玉国等12户农民在境

内首先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年为农业生产合

作社。从而在小街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热

潮，1956年后发展为中级社到高级社。1958年10

月成立了跃进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

制。由公社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

分配。由于盲目追求笤窘咧副，在领导机关中不同

程度地出现。五风”现象，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

极性，生产受到极大影响。1962年2月，贯彻执行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清除。五

风”影响，调整管理体制，实行。大包干”。四固

定”，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粮食生产及多种

经营又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秋，受。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学校，机关闹。革命”，领导机构处于

瘫痪状态，农业生产及各项建设造成严重损失。

1971年，恢复小街公社党委和管委的领导，农业生

产及各项建设又开始恢复和发展。1 972年冬季公社

党委研究决定：在继续抓好公社钨砂厂、三七场发

展的同时，把兴建二河沟电站作为改善人民生产生

活条件，振兴经济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来抓。

在县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公社上下投入

了电站建设工作，经过努力，1977年元月1号机组

建成发电，1979年元月2，3号机组建成发电，基

本解决了当时小街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生活用电。

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人民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快速发展。1984年，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撤销公社管理体制，建立在党



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分设的领导机构区公所。乡

(镇)级的财政，农科、畜牧、水利、林业，工商，

土管，税务，金融等行政服务和科技推广机构逐步

建立健全，医药卫生、教育、文化、供销、粮店等

单位进一步充实和发展。l 987年冬季撤区建乡，党

委、政府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党委、政府借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积极争

取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努力开展农田水

利及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先后投资84万元，新建三

面光沟渠13条，长15880米，坝3座，投资96万

元，新建人畜饮水工程35件，解决了2784户14769

人，3837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全镇已有46个自

然村用上自来水，占总村数的61％。基础设施建设

有效地促进了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九五”期末，为加快小街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

业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乡(镇)

党委，政府加强了集镇建设，先后投资60余万元新

建和改造石灰窑、小街、老君山等6个村委会办公

用房，改善了村级办公条件。1997年开始筹建小街

综合农贸市场，投资1 50余万元，建成拥有固定摊

位880个，占地30余亩的综合农贸市场，促进了物

资交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投资400万元，新建

了镇政府机关办公楼、住宿楼，财政所、农技站，

土管所、林业站，畜牧站、计生办等单位的办公住

宿楼及卫生院的住院部。投资300余万元改建和新

建了中学和中心校的教室、办公室和宿合。投资100

万元，修筑了小街长420米，宽25米的新街道和长

800米，宽10米的老街道水泥路。投资60余万元新

建了占地3亩的三七交易市场和停车场。在州县有

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建成了小街到各村委会的程

控电话，装机容量400门，并新建了小街无线通讯

差转站，开通了小街地区的无线通讯。在交通部门

的支持下，小街自1 960年修通县城至小街公路的基

础上，1991年修通腰店至大石桥的公路，2000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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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通了小街至新街公路，200 1年又开始对平坝至小街

公路进行改造。镇政府驻地至各村委会的简易公路

全面通车，全镇76个自然村修建简易公路并能通车

的有53个，占总村数的70％。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

交通工具逐步增多，每天往返文山、小街的班车达

10余辆。其中：境内个体户购买的4辆。群众购买

拖拉机、农用汽车4l(台)辆，摩托车300余辆。

小街镇自古民风淳朴，扶贫助残、尊老爱幼为

传统美德，抑恶扬善，见义勇为为人崇尚，义捐义

举、无私奉献者层出不穷。

各民族问团结互助，科学文化水平逐步提高。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小街即有部分热血青年冲破

封建势力的束缚，远离家乡，外出从军、求学。解

放以来，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更为显

著。镇中学、中心校、村完小，卫生院，文化广播

站设施完备、管理规范。大中专、高中毕业生人数

逐年增多，特别是青壮年文盲的基本扫除，九年义

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对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

业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52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余年来，小

街镇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

就，生产环境有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

社会稳定，市场繁荣。

进入新世纪，镇党委、政府将继续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和实践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

州县实施老君山综合治理及三七产业建设的有利时

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

强基础、调结构、建特色为核心，围绕农民增收，

远抓经济林果业，近抓三七、蔬菜，畜牧业，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老君山，建设“绿色经济强

镇”，发扬“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精神，带领全

镇各族人民，加快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小街镇志

西汉

大事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ll 1)，今文山县地域

建制始有文字记载。文山属群舸郡，其东部为都梦

县，南部为进桑县，现今小街镇属进桑县的所辖范

围。

蜀汉

建兴三年(225)，小街地域属兴古郡所辖。

西晋

泰始六年(270)小街属新置宁州所辖地。

太康三年(282)属南夷校尉管辖。

太安二年(303)属复置之后的宁州管辖。

东晋

永昌八年(333)，西晋在南中的政权被推翻，

夷帅称霸，互相争夺兼并。

咸康二年(336)东晋王朝又恢复对兴古郡地

域的统治。

‘咸康五年(339)，文山县属兴古郡分出的新

丰、建安县地，小街属建安县范畴内。王朝遥领，

实为夷人大姓称霸。

南北朝

从刘宋至北周亡(420～581)，均为大姓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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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承袭控制。

隋朝

i 开皇九年(5 89)撤郡设州。小街属昆州。州

治开始任命土长作刺史。

唐朝

武德元年(6l 8)以民族部落设州郡，文山地

域为严、汤望，．归武、奏龙四州地。小街属何州待

考。

天宝年间(742～755)，南诏讨灭诸爨部落，扩

展疆土至全部爨地。到咸通年间，文山地域出现强

现、牙车、教化、王弄等部，各以渠帅统治。小街

属王弄部所辖。

五代 ．

后晋天福二年(937)，小街所在的王弄部与强

现部参与通海都督段思平组织的东爨三十七部的石

城会盟，推翻原为南诏蒙氏，后经郑、赵，杨纂权

夺位后所称的大义宁政权，两部得。减税粮半，宽

徭役三载”的优待t部酋得到分封，各命为部长。

宋朝

皇桔四年(1052)宋大将军狄青奉命征讨浓智

高，五年，其下属尾追至文山一带，在文山西华山

立“宋狄青征南至此”碑。寓居此地并从属于和泥



人的吴人龙海基因带路有功，命领阿雅(强现别名。今

马关八寨)，子孙世袭。辖地包括小街。

元朝

至元六年(1269)立阿燹万户府，翌年改南路总

管府，由龙海基九世孙龙健能任总管。至元十三年

(1276)改南路总管府为临安路，辖地强现，教合、牙，

车四部，小街属强现部。

明 朝

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军平定强现三部。先

后设教化三部、王弄、安南三长管司。小街属王弄

长官司。

正统十年(1445)十二月，云南左、临安等卫

官军家人，不时挟带兵器，聚众到老君山，腰店一

带开采银矿，小街地域开始有汉族拥入。

清朝

，康熙六年(1667)，设开化府，小街属开化府

所辖。

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对教化三部、王弄、

安南三长官司改土设流，小街仍属王弄长官司。

康熙四十六年(1707)题报开采黄龙山老岩银

矿。雍正十年(1732)扩大到小街腰店(即那拉底

矿)矿砂甚旺，煎试有效，外地商民踵至，聚集矿

工达万余人，新建了官房、下厂、银厂街等矿工聚

居村落，兴修了矿区至蒙自的箐口马道，马帮来往

不绝。直至嘉庆年间矿硐倒塌，死亡惨重而停产。

周边尚有白牛厂，一所作白、黄龙，羊血地、倮舍冲，

阿尾等银矿。有的成功，有的亦停办。矿主、矿工

分散，回籍困难，大多落籍于周边的村寨。小街街

市逐步形成。

雍正八年(1730)，设文山县，小街属文山县

所辖。，

雍正十二年(1734)县设开化，王弄、逢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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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里义学。本镇老君山人邓实亭为王弄义学会成员。小

街、左母纪，凤山村始有私塾出现。

乾隆元年十二月(1737)左母纪燃灯寺初具规

模，有五石租谷为庙租，作僧尼生活、佛事、庙宇

维修之用。

光绪三十二年(1 906)县治所改建右营守备旧

署作养济院，以左母纪、禾木坎、花园租息及教育

租谷10石为经费，每年腊月底施放贫米。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文山县设总团局，东区江

那、南乡、西乡、外西乡、外北乡各设分团局。小

街属西乡、治所设于平坝。

民国二年(1913)废府设开化县，小街西部的

江外域划归靖边(屏边)行政区。

同年小街第一所新学堂左母纪学堂建立于燃灯

寺前院。

民国八年(1919)，小街第二所新学堂玉树学

堂开办于万寿官前院。

民国十一年(1922)军阀混战，唐继尧与顾品、

珍部混战，顾军团长李文汉部于分水岭阻击唐军失

败，绕道经乐诗冲、小街、平坝撤退至文山城郊西

山一带，并攻入城内。

民国十五年(1926)，据国民政府《森林法》，

老君山、底泥、洒卡三片原始森林划为国有管理。

民国十九年(1930)小街设玉树(玉树可的雅

化)镇，属文山县第三区。

民国二十年(1931)，小街已建有左母纪、玉

树，腰店，朵白库、恨底等10所新式小学校。小街

地方渐有学子赴县城读书求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县废区扩乡，全县划

为5镇l l乡，下辖保甲。小街由镇改为乡，辖区含

小街、新街之全部。

民国三十一年(1943)，美国飞机l架，被日

机击伤坠落于境内龙基田干冲，飞行员跳伞降落在

迷西底聂家门前，经懂英语的旃习谦先生翻译，知

是美军飞行员，由乡政府派人用马送去文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