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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概
： 楚雄市位予云南省中部，东接禄丰，南连双柏，。西邻南华，北毗牟定。总面积4 4 8 2

平方公里，星葫芦形，略以腰部分界，东半部小而平，称为坝区，西半部广而多山，称为哨

区(即山区)。鹿城是楚雄州、市两级机关所在地，位于坝区(即东部)的中心点，昆畹公

路1 8 5公里处，是州、市两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市共l 7个区、1个办事处，

1 4 o个乡，7个乡级镇，2 9 7 5个小队，8 7 o 8个自然村，总人户5 7。7 3 9户，

3 5 7 4 9 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5 5 0 8 o人，居住着彝，汉、回、苗，罗武等民族。

楚雄这一古老的边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楚雄县志》记载。“战国庄跷开滇略地日

楚，地当省垣门户，雄镇迤西八府，取楚国雄威远播之义"，故名威楚，后改楚雄，在西汉

时属于益州郡：三国蜀汉属建宁郡，晋属建都郡，隶南宁州都督，唐属览州，南诏时为石桑

郡，隶弄栋节度，后为彝族先民聚居；宋大理段氏时号威楚富筋睑，又改自鹿部，隶威楚

府，元丙辰年(公元一二五六年)，置威楚万户，县为千户所。至元十五年威楚县升为威

卅，立富民、净乐二县，归威州管辖。后又降为县，富、净二县入并，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一三八二年)改威楚县为楚雄县，隶楚雄府，编“八里’’，“八哨"。乾隆四十三年(公

元一七七八年)改八里为八界，并裁土县丞，八哨归县辖，民国初按序数分设七个区，、民国

二十八年废区扩乡镇，分十八个乡镇，解放以后，按序数分设九个区。一九五八年为公社，

一区改为鹿城镇，后续增前进，金星，东华，等三公社，一九六六年以后，陆续增加树

苴、新村、大过口、中山等社，新设东瓜镇。一九七三年，双柏县的云龙划归楚雄。全县共

两镇、十六社，即鹿城镇、东瓜镇，前进、吕合、子午，东华、富民、苍岭，永安、云龙，三

街、树苴，八角、新村、中邑舍、大过日、西舍路、中山公社。一九八四年一月县为市，鹿城

为办事处，公社改区，大队为乡，为镇。 一
～

·r．楚雄地形西部高而东部低，西部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东部多为丘陵、平坝，地区有高

寒山区、半山区、河谷区、坝区之分。最高山峰大黑山等，海拔均在2600米左右，一般山峰为

2000米左右，一般地区海拔1800米左右，河谷地区在8 00米左右，故有立体气候之称。全市

平均气温一月份为8．1℃，七月份为25．3℃，平均最低气温一月份为o．7℃，七月份为17．5

℃，平均最高气温一月份为15—16℃，七月份为25．3℃，年极端最高气温33．4℃，年极端最

低气温一4·8℃。年降雨量夏季平均为498．6毫米，冬季平均为29．4毫米，年平均降雨量为

。／1厂、
|



829．7毫米，雨水集中在夏秋两季。雨水多时，坝区益而山区损，反之则坝区减产山区丰收。

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龙川江，礼舍江、马龙河，自依河、五街河、三街河、马金河、梓甸河、

碧鸡河，方家河等，均系长流河。龙川江从南华入楚，经吕合、前进，东瓜、永安、苍岭等

区，进入牟定，禄丰后归金沙江，梓甸河从牟定入楚，经吕合坝子进龙川江，礼舍江从南华

入楚，经西舍路、新村、中山等区，进入双柏后归沅江入红河I马龙河自南华入楚，经大过

口，中邑舍、新村等区汇入礼舍江，三街河，五街河较小，尽入礼舍江。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伟大祖国日新月异，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

’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楚雄也和全国一样，生产日愈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就农业生产而言，今非昔比。全市农作物以粮食为主，水稻包谷各半，坝区水稻为

主，包谷次之，哨区以包谷为主，水稻次之。解放后，不仅大力发展了本地土特产——核桃，

而且大力发展了烤菸、油莱、茶、麻、甘蔗、水果等经济作物。近年来又引进了油茶果的种

植。坝区部份区乡的蚕桑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产量，产值历年居全州首位，为国计民生作

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市共有耕地面积378，837亩，其中水田217，246亩，早地161，591亩。

一九八O年粮食总播种面积为586，257亩，总产量19，660万斤，单产33 5斤，虽是干早年成，

仍比解放初期增长106％。烟叶20，035亩，总产61，085市担，单产305市斤，油料面积21245亩

总产18223市担，单产86斤，甘蔗971亩，总产31637市担，单产3262斤，蚕茧产量93400市斤。

全市总面积约622．2万亩，有林地面积约136．5万亩，占22％；灌木林约20．8万亩，占3．3％l

疏林地94．2万亩，占15．1％。解放以来造林面积约124．5万亩，其中用材林51．6万亩，经济

林68万亩。用材林以松、栗、杂木为主，现有宜林荒山250万亩，占40％，建国以来，为国

家建设提供了建设木材35万立方米。．’ ．

经济林木以核桃、板栗，茶、果林、油茶为主，全市有核桃树13万棵，年产核桃17478市

担，油茶自一九七八年开始引种，已种3164亩，全市有十二个区一百个小队种茶，总面积10089

亩，年产7r60市担，果园8173亩，年产71483市担。

畜牧业的发展在我市有较好的自然条件，但发展尚为缓慢。一九八。年末，全市有大牲

畜99865头，其中，黄牛67297头，水牛26279头，马2435匹，驴1071匹，骡2783匹。生猪存栏

185363头，羊181910只。

建国以来，农田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全市现有耕地面积37r8837亩，可机耕面积

为82000亩，占21．7％j旱地基本实现梯地化，有大中型农用拖拉机211台，11319马力，小

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台，2132马力，大，中型拖拉机牵引农具331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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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农具97部，机动水稻插秧机24部，110马力。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为72605马力，

水利建设，建国以来发展较快，基本上改变了“干坝子"的面貌，全市有小(一)型水

库11件，库容量2594万立方，有效灌溉面积为36898亩，小(二)型水库109件，库容量3695

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48170亩，小塘小坝4549件，库容量2822．26万立方，有效灌溉面积

6677r5亩，有长流(河，箐，沟)水2970条，有效灌溉面积21641亩，机电井4眼，水轮泵

一座及各种形式喷灌共计5286亩。上述各项在正常年景有效灌溉面积总数为221260亩，占总

耕地面积的58％。其中保证灌溉面积为176176亩，早涝保收148217亩。全市排灌机械星罗棋

布，共有抽水机531台，18904马力(电动机417台，内燃机114台)，有固定抽水站204站，

机器243台，14211马力，有引水隧道十三条，全长2770公尺。全市可养鱼的库，坝1 14座，

养鱼水面11000亩，一九八。年养鱼总数125万尾。

水电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鹿城及一部份农村已结束了松柴照明的历史，全市架设

了35千伏的高压线19．5公里，6至10千伏的高压线750公里，架了低压线800公里。主变压器总容

量34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10千伏)450台，35700千伏安。农业用电设备总量为47500跹，其

中排灌15000珏，农付产品加工设备16680跹。区办的水电站5个，发电能力1280砥，乡和生

产队办的水电站18个，发电能力7，72碰。全市已通电的区有16个，乡，镇117个，小队1769个。

交通运输，解放以前，只有滇缅公路穿过市境，广大农村交通闲塞，运输全靠人背马

驮。建国以来，全市先后修筑了各类公路25条，全长592公里。各区已通公路，并有94个乡镇、986

个小队通了车，有许多村队通马车。全市有农用载重汽车37辆，3460马力，马车577r部。并在水

患较多的龙川江上修建了龙江大桥、东瓜大桥、丁旗屯大桥、智明大桥、竹园大桥，以及三街河

大桥。在礼舍江上架起了礼舍江大桥，全长88．9公尺，是全市规模最大的桥梁，全属钢筋混凝

土结构。上述各桥的修建，保障了来往车辆的通行，目前已有15个区所在地开了定期班车。

工业生产，今非昔比。解放前只有几家纱线，炮竹、小五金的手工业作坊。现在全市已

有农具厂，修配厂、水泥厂等共计87，个工业企业，全民12个，集体57个(其中市属集体1 5

个，城镇街道28个，农村区属32个)。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为1702．8万元，社队企业从无

到有，以建筑，建材业，农付产品加工、铁木农具用具的生产为主，有建筑企业18个，企业

人数为3074人，一九八。年收入531．26万元。

楚雄市境内的矿藏资源以吕合柴煤、三街自煤为主，现已开采为工业及生活用煤。其次

是大麦地区境内的铅矿，历史上曾开采过。西舍路有大理石矿，有待于开采。

文化教育事业，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发展较快。建国初期，全市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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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经广通县北名大河。又北经盐兴县。东北入元谋县界。入金沙江。

吕髑
。

在云南楚雄县西三十五里。《名胜志》古髑关滩也。南诏时吕纯阳来此

吕镯。《明杨慎诗》搿凤迎吕髑花。’’

九台山

在云南楚雄县西南九十里。《楚雄府志》上有九台。日大本、广珠、甘

大中，振衣、写经、满月、涌莲。又有三十峰。参差耸峙。为一郡之胜。

(以上摘自《中国古今趣名大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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