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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绿春县地名志》的决定

各乡、镇、县属各委、办、局：

根据国务院指示，我县于1981年5月至1982年6月进行了地名普查．在此基础上，按

照新的行政区划编辑了《绿春县地名志》。在《绿春县地名志》的编辑过程中，反复查阅了

有关资料，广泛征求了各乡镇、各单位、各部门的意见，志稿初成后，又经州地名办和县的

领导审查。编写人员在吸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修改，并报州地名办和省地名办

审定。

现在的《绿春县地名志》符合云南省地名志编写的规定．1990年12月6日，县人民政

府研究决定，同意交付出版。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四化建设、国家领土主

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绿春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的地名管理向标准

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了一步．查阅《绿春县地名志》，可纵观全县地名的历史，了解地名

的现状，掌握地名的标准名称，分析和探索地名的形成演变规律，使其更直接地为四化建

设，为人民生活服务．
’

《绿春县地名志》所提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它是从事四化建设及外事、民政，

文史、科教、交通、测绘、国防、通讯、生产等各项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今后，各单位

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时以此为准．须更名或新命名的地名，应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

启用。

绿春县人民政府

_九九O年十-'71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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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空间实体约定俗成的指称，是人类社会历史的

产物，是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地名

的运用越来越广，作用也越来越大．地名不仅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

化各个领域密切相关，而且关系到国际交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因此，其称呼

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含义是否健康，对于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有

影响．搞好地名标准化，对提高管理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

绿春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哈尼、彝，瑶，傣，拉枯，汉等民族小聚

居、大杂居的边疆县，少数民族语地名占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历史上

民族迁徙和演变情况复杂，使得许多地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很大，出现了

一地多名，多地重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和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用字不

妥，一名多译，多写等混乱现象，给经济建设及军事，外事，新闻，出版，邮

电，交通，教育．科学，测绘等各个方面带来了许多不便。

为澄清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提高管理和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以利于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增强民族团结，便于内外交往，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需要，我县遵照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6月起至

1982年4月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基本按要求查清了全县

1381条地名的来历．含义．地理环境．位置．历史沿革等情况，对一地多名，

一名多写，多地重名．含义不好和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一名多译，用字不当

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原l：5万地形图上错位．错标．漏标的地名作

了补正．通过这次地名普查，尽管还存在少数地名来历含义不清，对民族语地

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不够完善妥贴等遗留问题，但已基本结束了我县地名

的混乱现象．

为了巩固和发展地名普查成果，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我们在核实整

理地名普查资料，对来历含义不清的地名反复调查核实，对民族语地名作进一

步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基础上，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

规定，编纂了《绿春县地名志》．
’

本志收录地名1398条。按性质分为行政区划和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仅限

于独立存在．具有地名意义的部份)．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四大类，以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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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绿春县地名志

式列出．行政区划和自然村类，以乡(镇)、行政村集中排列。全县先列县政府

驻地大兴镇，各乡先列乡政府所在地，各行政村先列村公所所在村，其他乡、

村按图上位置由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

体三类，以县集中排列。各类地名条目志录要素为标准名称、汉语拼音、简释

三项。 、

行政区划和自然村类地名的简释内容是：语别、地名来历、含义，方位、

距县、乡政府或村公所驻地的距离、海拔、户数，人口、民族、耕地面积及其

他可供利用的内容。凡未注明语别的均属汉语地名．I一

企事业单位类地名简释，介绍其驻地、主要职能、建立年代、规模及隶属

关系等。

人工建筑类地名简释，。说明所在地、兴建时间、规模、隶属关系及经济或

社会效益。 ：

自然地理实体类地名简释，除说明其地名语别、来历、含义j方位外，

山，介绍海拔、植被等，河流叙述发源地、流经地及其他一些情况．

本志载有县、乡的。概况”共10篇，简要介绍全县及各乡的历史和现状。另

有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的。概况”两篇，分别概略地反映黄连山和宋壁梁子的全

貌。 。t

1，

本志附载1：15万的《绿春县地图》一幅，是在检查、修正1：5万地形图

的基础上编绘的，作为地名和地名实体相互关系位置的直观呈现，也作为附载

于本志内的标准地名图。但图中的行政区划线均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依

据．志中还收载了照片25幅。

志中标准名称所用汉字，以《新华字典》为准，汉语拼音以普通话读音为

准，多音字注以所用音节． ·’
，

志中方位，县、乡和自然实体以范围(面积对面积)确定，乡村、企事业

单位、人工建筑以点(驻地对驻地)确定。所记距离，从实用性考虑，通公路

的地方，以公路里程计算，不通公路的地方以步行山路里程计算(多是约数)。

志中所用数字，除直接书写出年代者外，均系县统计局1985年年报数．

本志以工具书形式编纂，附有《首字笔画索引》、《首字音序索引》，阅者可

依据这两个索引找到所需条目，附有《民族语地名音译转写用字规范表》，可以

帮助阅者更好地了解民族语地名含义．还附有《地名命名、更名表》和《1984

年和1988年体制改革行政区划名称变更对照表》，也可使阅者对本县近期地名

变化有所了解。 。

《绿春县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曾参加地名普查的有从县属各单

位抽调来的八十多位同志，主要的工作人员有：马普恩、钱有源、罗书文、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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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绘制地图的罗崇明等三位干部、战士。

地名志的编写主要由县志办公室承担，具体由何里甲任主编，许庆忠任副

主编，白景尧、杨万孝、朱玉福、卢保和、白永勤、白阿然、王家斌、倪惠

萍、罗伟等同志参加编辑和资料整理工作，阮义品同志负责摄影，李牛沙、黄

秀英同志负责标图。

在本志的编纂过程中，县领导和民政局关心重视，并得到许多单位的支持

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地名是一项涉及多学科的工作，加上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12月28日



绿春县概况 叼一。
绿春县概况

h

绿春县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南部，哀牢山南出支脉西南端，即东

经101
o

47 7至102。39 7，北纬22。33 7至23。08 7之间．它东依金平、元阳两县，北靠

红河县，西邻墨江县，西南隔李仙江与江城县相望，东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县城

大兴镇，经晋(宁)思(茅)公路北上450公里至云南省会昆明市．全县总面积3 096．86

平方公里。有8乡l镇12个办事处70个行政村765个自然村，27 396户，163 146人，其

中农业人口154 163人．居住着哈尼、彝、瑶、傣、拉祜、汉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96．56％，尤以哈尼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85．3％。 ，4。‘

今绿春县境，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属益州郡地。东汉、蜀汉、两晋属群；l可郡

地．南朝(宋、齐、梁)属梁水郡地。北朝属南宁州兴古郡地。隋朝属昆州濮部地．唐初(618

--738年)属岭南道和蛮部地。唐·南诏时期(738--937年)分属通海都督和蛮部及银生节度。

宋·大理国时期(937～1271年，含蒙古兵征服大理国之初)大部分属秀山郡地。元代(1272～

1367年)分属元江路．和泥路．明代(1368～1644年)分属元江府、临安府和钮兀御夷长官

司。清代(1644--1911年)分属临安府、元江州和普洱府他郎厅。民国(1912～1949年)属元

江、墨江、建水、石屏县，其间民国三十四年(1935年)后，今平河乡的东批，东角，平河，、

大头4个行政村为金平县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1950～1954年)，分属墨江、红河、元

阳、金平四县．1955年3月，经红河哈尼族自治区报请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置六村办事处，

同年4月29日，办事处机关正式成立，辖区包括原红河县六区(六村区)、七区(牛孔区)。

原元阳县三猛临时办事处及红河哈尼族自治区直辖区(三楞区，即1954年6月1日墨江县划出

的坝溜区下七乡)．1958年5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以六村办事处辖区置县，同年7月15

日正式建立。建县时。依全县山青水秀，四季如春的自然气候特征和全县人民希望生活象春天一

样蓬勃向上的美好愿望及六村的谐音，定县名为绿春． ’．．

绿春境内峰蛮叠嶂，沟壑纵横，河谷深切，是云南省典型的山区县．地势中部高，四周

低，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倾斜，为中山峡谷地貌．山势大致是西北——东南走向，最高海拔
2 637米，，为雄踞县境中部的黄连山主峰(在大兴镇与骑马坝乡交界处)，最低海拔320

米，为小黑江与李仙江交汇的小黑江口。县内河流众多，主要有李仙江、小黑江、白那河，

大头洛巴(者米河)、渣吗河、勐曼河、坝洒河、马尼河，均属红河水系。径流面积占全县

总面积的95．1％。、

属云南省西部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型，是典型的湿热区之一．全县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包

罗了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六种气候类型．其特点是立

体气候。千差万别，，冬暖夏凉，四季如春；雨热同季，阴雨寡照，湿高温低，干湿季分明．

县城海拔l“0米，年均温16．612，1月均温11．2℃，7月均温19．8℃，极端最低气温

-1．6℃，极端最高气温31．5℃；无霜期317天左右；常年降雨量2 029．2毫米，年均雨日

188．6天，年均相对湿度79％以上；年均日照数2 031．7小时，日照率46％；多静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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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风，一般风速1．7米／秒。

成土母岩主要为板岩，砂石夹灰岩，砂岩、页岩、砾岩、页岩夹砂岩．成土母质主要为

坡积母质、残积母质和冲积母质三大类。土壤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黄棕壤、紫

色土、水稻土7个土类，9个亚类，20个土属，26个土种． ．一

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气候，造成了绿春丰富的自然资源。矿藏主要有金、银，铜、铁、

铝、锌，钨、铀、煤和水晶石．当摸尖山铅锌和略卡铁矿为中型矿床，具工业开采价值：县

内河流密布，‘水能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84万千瓦，可开发利用的37万千瓦。全县森林面

积55万亩，加上人工林，灌木林，林木复盖面积占总面积的21．2％，已知的树种140余科

960余种。其中属国家一类保护树种的有杪椤；属二类保护树种的有木莲等11种。药用植

物有近千种，其中罗夫木、重楼、黄草、何首乌、黄连、大黄藤等为贵重药材．动物资源亦

很可观，其中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的有黑长臂猿、野牛二种，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有4

种，属三类保护对象的有11种．还有1981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亚热带常绿阔

叶林自然保护区黄连山，象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县境中部，既调节着绿春的气候，，又具

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地处避远，交通闭塞，且受传统农业经济的束缚，生产力水

平十分低下，没有近代工业，商业也极端落后，经济发展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建国后，农业有了较快发展，而且出现了一些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1957年，全

县工业产值75万元，农业产值421．2万元，社会总产值546万元。国民收入419万元。此

后的21年间，尽管有失误和折腾，全县经济仍有发展。1978年，工业产值295．74万元，农

业产值l 654．5万元，社会总产值2 327万元，国民收入l 745万元，分别比1957年增长

了3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农业生产得到了

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工业经过调整与改革，重点发展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和电力工

业，使全县的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1985年，工业产值657万元，农业产值2 593．06

万元．社会总产值4 591万元，国民收入2 992万元。均较1978年增加了近l倍。，
j 农作物有水稻、旱稻、、玉米、荞麦、大豆、花生，耕地面积184 153亩，其中旱地

92 608亩，·水田、一千田91 545亩，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88 906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21 570亩。粮食总产量4 569万公斤。全县宜林面积398万亩，有林面积96万亩，其中森

林面积55万亩，灌木林面积36万亩，人工林面积5万亩，三林复盖率21％；草山面积

(含灌木草场)144万亩，发展食草类畜牧业前景广阔。1985年，有水牛21 627头，黄牛

17 499头。菜牛2 338头，骡马4 403匹，猪86 550头．有小(一)型水库2座，小

(一)型水渠一条，小(二)型水库4座，其他水利设施5 201件，水库总蓄水量831万立

方米．有效灌溉面积5．9万亩。 j。‘ ，、

绿春刚解放时，赊有少数手工业作坊制作犁铧、银首饰、铜炮枪外，无工业可言。1985
年时，有县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8家，职工364人，工业产值553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

企业11个，职工131人，工业产值89万元。解放初期，绿春境内无公路，只有几条尺把宽

的驿道，主要的运输方式是人背马驮。1958年开始修建元阳至绿春的公路，1965年通车．

到1985年，有省管公路2条，259公里，县办公路8条160公里，8乡1镇31个行政村

130个自然村通公路，交通不便的状况有了一定改变。1953年始建邮政代办所，1955年设

邮电机构，1985年，县有邮电局，下辖8个乡邮电所，职工137人，县局至各邮电所的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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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0条，总长632公里，农村投递路线总长l 871公里，通邮率90％；电报线路3条，农

村电话线路长度537杆公里，农话话机201部，市话话机159部。

解放前，绿春无固定商业店铺，仅有一些农商兼营的小商贩和外地来的小行商。此种小

商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亦仅有109户．1985年时，有国营、集体、个体经营网点
l 691个，从业人员2 717人，765个自然村中，有商业供应点598个，全县每59人中，即

有商业工作者1人，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 547万元，国内商品纯购进总额743万元；农

村集市l1个，上市品种219种，成交额327．8万元；农副产品采购总值403万元。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在建国后亦有了较快发展。1952年时，全县有小学4所，，在校学

生184人，专任教师6人，1985年，有幼儿园10所，在校幼儿359人；小学485所，在校

学生20 809人，初级中学9所，在校学生2 064人，完中一所，在校高中学生353人，农

中l所，在校学生116人。专任教师l 151人，学校建筑面积78 042．6平方米。有县文化

馆和lO个文化工作站，共有工作人员13人。县图书馆1个，新华书店1个，有35毫米放

映单位1个，16毫米放映单位13个，8．75毫米放映单位81个，共放映电影4 887场，观

众达176万人次。1958年创办广播站，1985年，有职工26人，有线广播复盖率为9．6％；

1978年建电视差转台，1985年电视复盖率为18．4％。解放初期绿春无医疗机构。1985年有

卫生机构20个，其中医疗机构14个，病床322张，卫生人员22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94人。各种对人民健康危害很大的流行病和传染病已基本得到控制。

绿春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大兴镇大兴，是一座新兴的边城。1985年时，城区面积2平方

公里，建筑总面积19．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7．4万平方米，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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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镇7概况

大兴镇在绿春县东北部，介于东经102。15 7至102。22 7，北纬22
o

53 7至23。06 7

之间，东北接戈奎乡，东连元阳县俄扎乡，南邻三猛乡，西依牛孔乡，北靠红河县乐恩乡．

总面积311．68平方公里。辖12个办事处，104个自然村，2个居民委员会。5 788户，

35 13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78户，5 314人．有哈尼，彝、瑶、汉等民族，其中少数民族

人口占总人口的90．44％． ．

大兴镇，因镇人民政府住大兴寨得名。大兴寨原名。阿倮普施”．阿倮，意为阿倮那村；

普施，意为新寨。。阿倮普施”意为阿倮那人建的新村。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阿保那

村迁出3户农民到此建村而得名。“阿倮普施。由于地处要冲，很快发展成为农村集镇。1935

年，元江县第九区区公所迁治所于此，并取兴旺发达之意更名为大兴寨．1939年，第九区

析置为大兴镇和骑马乡，大兴镇由此时成为政区名。1950年，大兴镇改属红河县。1954年

改称红河县第六区(亦称六村区)．1955年六村办事处成立后，改为六村办事处第一区。

1958年绿春县成立后，仍为第一区(亦称大兴区)。此后30年，区划名称几番变更，到

1988年3月，又将城关镇与大兴区合并，改为大兴镇。

大兴镇辖区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后，属益州郡地。东汉至南朝先后为群嗣郡、兴

古郡，梁水郡地。北朝属南宁州兴古郡地。隋代为昆州濮部地。唐·南诏属和蛮部地。宋·

大理属秀山郡地。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至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属元江路，明洪

武十五年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属元江府。清乾隆三十五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

属元江直隶州。1912年至1949年属元江县． ，

。

-全镇属中山峡谷地貌，山地。．总体地势是东高西低，四周高，中间低．山高谷深，切割

严重是总的地形特征．海拔2 000米以上山峰有5座，最高点为来洛宏山，海拔2 296．9

米；最低点为与牛孔乡交界的三号桥河畔，海拔l 290米．镇政府驻地海拔l 620米．主要

河流有松东河、规东河、老边河，东德河四条，是全镇农田灌溉用水的主要水源．属亚热带

山地季风气候。镇政府驻地年均温16．6℃。最冷月为12月和1月，月均温11．2℃；最热月

为6月和7月，月均温19．8℃．极端最低气温一1．5℃(1975年12月15日)，极端最高气温

31．5℃(1969年5月5日)。无霜期317天左右，初霜期为12月9日前后，终霜期为1月

25日前后．常年降雨量2 029．2毫米，每年5月至10月为雨季，其余为旱季，年平均降雨

日数188．6天，一日最大降雨量196．4毫米(1966年7月28日)．年相对湿度79％．年均

日照2 031．7小时，日照率为46％。雪少见，自有气象记载资料以来，仅1960年，1975

年，1982年、1983年各降过1次雪．多静风，盛行东南风，一般风速1．7米／秒．主要自

然灾害为旱、洪涝，风、虫、雹灾．旱灾多发生于3月至5月，洪涝灾害多发生在6月至8

月，虫灾多发生在6月至7月，雹灾多发生在3月至4月．这些灾害中，以旱灾和洪涝灾危

害最大．土壤主要为红壤，局部为黄壤和砖红壤。有耕地面积28 423亩，其中田15 174

亩，旱地13 249亩．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养麦，大豆为主；经济作物有花生、油菜。



4 绿春县地名志

土特产品有茶叶，草果、木耳、芭蕉芋片等．1985年产粮食799．96万公斤，农业总收入

388．23万元．有林面积196 986亩，占总面积的42．4％，有镇办林场1个，营造杉木4 000

亩．有大牲畜6 137头，其中黄牛3 445头，水牛l 988头，骡马685匹．生猪存栏数
9 822头．乡镇企业中，有镇办建筑队2个，修缮组1个，办事处茶场10个，草果场1

个，1985年总收入41．36万元．全镇有手扶拖拉机113台，辗米机82部，磨面机19部，揉

茶机10部，农业机械总动力为3 467马力。有微型电站2座，发电能力36千瓦，镇和9个

办事处，77个合作社通电，年用电量69万度。有小(二)型水库l座，微型水库2座，总

库容50万立方，加上小水渠供水，有效灌溉面积12 041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0 271

亩．有9个办事处，49个合作社可通汽车，初步改变了交通不便，运输全靠人背马驮的状

况．新中国成立前，全镇有小学1所，私塾2个，学生40人，1985年，有完小1l所，初

小47所。在校学生5 536人，教师214人。居住在这里的哈尼、彝等少数民族，有了自己

的大学生，有的还成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镇设有广播站1个，电影队1个，文化站1

个，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卫生上，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少数民间草医，群

众生病，主要靠求神问卜，听天由命。现有镇卫生所1个，办事处卫生室12个，群众看病

难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

建国初期，大兴镇政府驻地是一个仅有79户，300多人的小山镇除两幢l 000平方米

左右的瓦房外，其余均为竹篱笆墙的草房，无一条象样的街道，全是泥泞小路。经过三十多

年的建设，小镇面貌焕然一新，昔日的简陋茅屋逐年消失，泥泞小路变成了平整宽敞的混凝

土路面的街巷。如今的居民区，砖瓦房、钢筋水泥房鳞次栉比，大兴街两旁，一幢幢四层以

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人行道旁绿树成阴，绿化面积达4 500平方米．至

1985年全镇各种房屋建筑累计总面积193 475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74 176平方米，人均

13．92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l 19 299平方米。晋宁至思茅的公路由东向西穿镇而过，每天

均有班车从绿春开往个旧、建水、江城及本县的平河、牛孔、大水沟、二甫等地，沟通了绿

春和外地，县城与各乡的联系。

大兴镇区域内，有县办的茶叶，虫胶、酿酒、橡胶制品、滕篾编织、食品加工等工业．

有各种商业和服务业。绿春一中、一县医院、县电影院等教育、文化卫生设施，也建在镇的区一

域范围内。现在，大兴镇政府驻地已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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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春县(Lachen XiSn)位于云南省

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李仙

江东北岸。面积3 096．86平方公里．东南

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国界线长153

公里。辖8乡1镇，12个办事处，70个行

政村，两个居民委员会，765个自然村，

163 146人．有哈尼，彝，瑶，汉，傣，拉

枯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57 527人．县人

民政府驻大兴镇大兴街．详见《绿春县概

况》。。

大兴街(DaXlng jie)街道，县人民

政府所在地。因横贯大兴寨中心而名。东起

绿春第一中学，西至青少年宫，长1 500

米，为混凝土和柏油路面。沿街驻着县属

党、政机关，有绿春一中、大兴小学、教师

进修学校等教育单位，有青少年宫，文化

馆、图书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医院，

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文化、卫生设施，有

印刷厂，民族服装厂、橡胶制品厂，虫胶

厂、粮油加工厂、邮电局、汽车客运站、供

电所等工交企业，有银行、物资、外贸，农

业机械、民族贸易、供销联社，百货大楼、

南疆商场、糖业烟酒专卖局门市、饮食服务

公司、旅社、新华书店、医药公司等单位和

各种门市部．有居民992户，4 503人．有

哈尼、汉等民族．

大兴镇(DdXing Zh6n)县辖镇，

因镇人民政府驻大兴得名。在县境东北部，

面积311．68平方公里，辖12个办事处，两

个居民委员会，．104个自然村，．5 788户，

35 130人，哈尼、彝、瑶、汉等族。耕地

面积28 423亩。详见《大兴镇概况》．

城关办事处(Ch6ngguO Bdnshich0)

因县人民政府驻此得名．面积2平方公里．

辖两个居民委员会，5条街巷，3个自然

村，1 377户，6 204人，哈尼、汉、彝等

族．耕地面积366亩．居民多从事商业、建

筑业，农户种植蔬菜．粮食．晋(宁)思

(茅)公路从县城中心穿过．是全县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大兴居民委员会 (DOXing

iOminw6iyu(jnhui)辖大兴街的大部和老

庙巷、镇中巷、镇东巷、蔬菜一社、蔬菜二

社．203户，784人，耕地81亩，哈尼、

彝、汉、拉祜等族．与城关办事处同驻镇中

巷，因其辖区原称大兴寨得名。

镇中巷(Zh6nzhOng XiC]ng)巷，

城关办事处及居民委员会驻地。因在镇中心

区得名．南北走向，南起大兴街，北至城关

镇北郊，长约300米，其中宽5米的有80

米，宽2米的有220米，混凝土路面。79

户，269人，哈尼、汉族。 ．

老庙巷(∞omioo Xiang)巷，因巷

内原有一座关帝庙得名．南北走向，南起大

兴街县人民法院，往北直抵城关镇北郊，长

约350米，其中有80米宽约4米，混凝土

路面，其余宽2米，土石路面。67户，237

人，哈尼，彝、汉等族。驻有幼儿园． ‘。

镇东巷(Zh6ndOng XiOng)巷，’因

巷口在镇中巷之东得名。东南至西北走向，

东南起于大兴街南疆商场，向西北至镇中心

区与镇中巷交汇，长约150米，。宽3至4

米，混凝土路面。57户，278人。哈尼，

彝、汉等族。

新村居民委员会 (XlncOn

jomfnw6iyu6nhu!) 因辖工人新村及其附

近居民区得名．辖大兴街镇东巷口以东地

段，上寨，新村巷和工人新村．182户，

917人，有耕地284亩，哈尼、汉等族。

上寨(Sheng zhoi)村，位于城

关办事处东百余米的山包上。因位居原大兴

寨上方(东面)，且地势较高得名．71户，．

472人，多是农户，有耕地284亩，哈尼、

汉族．
．

新村巷(Xincon Xiong)巷，因是

通往工人新村的街巷得名。南北走向，南起

汽车客运站，北至工人新村村脚，长约200

米，宽约2米，土路．57户，174人．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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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彝、汉等族。

工人新村(Gongr6nXincen)村，

因是1967年才建的居民区，且居民多是建

筑工人而名。位于镇东大兴街北侧．54

户。271人。哈尼、汉族。

牛洪办事处(NiOh6ng B0nshich0)

哈尼语，因办事处驻牛洪村得名。辖9个

自然村，544户3 339人。哈尼族．耕地

3 343亩，主产水稻、玉米，还产茶叶、草

果。有办事处办茶场和制药厂，有小学校8

所．

牛洪(NiOh6ng)村，哈尼语，

意为牛群聚集歇宿的地方，村址原是牧牛

场．传说很早以前曾有一神牛经常到此憩

息，故名。住于大兴镇政府东1．5公里处，

海拔1 650米．113户563人，哈尼族。耕

地401亩。 一2，

阿倮那(Alu6nd)村。哈尼语。阿

倮为一仙女的自称，那为休息，意为仙女休

息过的地方．传说曾有一仙女路过在此休

息，并说：。这是我休息的地方。”故名．位于

办事处西0．5公里处，海拔l“5米。99户

603人，哈尼族。耕地488亩。

那倮果(N6lu69u6)村，哈尼语，

那为休息，倮果为箐沟，意为休息地旁的箐

沟；因在阿倮那村附近的箐沟边得名。位于

办事处西O．1公里处，海拔1 640米，77户

514人，哈尼族，耕地503亩。

松东(S0ngdeng)村，哈尼语，

松为看管，东为树林，意为山林看管人(土

地神)所在的地方。位于办事处南4公里的

半山上。海拔l 780米，56户317人，哈

尼族．耕地362亩。

规东新寨(GuidOngxin zh6i)村，

哈尼语，规东此指规东村。因建村不久，住

户从规东村迁来得名．位于办事处北5公里

的半山上，海拔l 750米．49户306人，

哈尼族，耕地337亩。 。

阿龙(A16ng)村，哈尼语，意为

凹地；因村址处于凹地得名。位于办事处东

北3公里的半山上。海拔l 670米．9户52

人，哈尼族．耕地74亩．‘

阿倮坡头(Alu6pot6u)村，哈尼

语。阿倮指阿倮那村，意为阿倮那村附近山

头的村子．位于办事处东0．5公里的山包

上，海拔1 720米，131户800人，哈尼

族．耕地868亩． ．

洛瓦(LuOw6)村，哈尼语，洛

瓦为低洼背阴，因村址在低洼背阴处得名．

位于办事处东l公里处，海拔l 670米。42

户282人，哈尼族，耕地228亩．

俄批轰巩(EpihOn9960ng)村，哈

尼语，俄是。奥”的变音，为天，批为白色，

轰巩为山梁，意为最先看到天发白的山梁；

因居县境东边得名．位于牛洪办事处驻地东

4公里的半山上，海拔l 780米．14户81

人，哈尼族．耕地82亩。

龙丁办事处(L6ngdlng Bdnshich0)

哈尼语，因驻龙丁村得名。辖7个自然村，

266户l 795人，哈尼族，瑶族．耕地

2 184亩，产稻谷、玉米，养子、还种植花

生，茶叶、草果等经济作物。有小学校5

所。-

龙丁(L6ngdlng)村，哈尼语，

龙为洼地，丁为平，意为山凹中的平地；因

地形得名。办事处驻地，位于大兴镇政府驻

地西北25公里。海拔l 640米。“户425

人，哈尼族，耕地497亩。

路俄(L06)片村，哈尼语，路为

石头、石岩，俄为遮盖，意为石岩寨，因村

址石岩较多得名．有上路俄和下路俄两村．

上路俄[ShdngL06)村，哈尼语，

因位居片村上方得名．位于办事处西北4公

里．海拔1 620米，40户286人，哈尼

族。耕地330亩。，

下路俄(XidL06)村，因位居路俄

片村下方而名．位于办事处西北8公里，海

拔l 530米．72户421人，哈尼族．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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