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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县人民政府文件
临政发字(1984)145号

★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及《临沧县地名志》、《临沧县地图》的

通 知

各区，乡，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

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关系罗!’国家领土主权，

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的地名因种种历史原因，演变过程

中变化很大，存在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音译

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特另lJ是“文革”时期搞的地名“一片红"， 、

任意更改地名，。更造成地名混乱。因此，搞好地名普查清理工作，实

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重要。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有关规定，我县

于一九八O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地名普查工

作。地名普查的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经省、地两级地名委员会办公室验

收合格。在此基础上，于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五月编纂《临

沧县地名志》、编绘《临沧县地图》及标准地名。经过反复核实，听

取干部、群众意见，多方查考有关资料，经讨论审订，现予颁发。今

后不论公私邮件，各种表报，单位印鉴．．路标署名等，一律以本志的

。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名和命名的地名，

须报经本府批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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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编纂地名志是一项继承和发展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

化的重要工作。过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县地名的使用，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

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用词不当I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地图和实名对不上号，

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黟时期，搞地名“一片红黟，更增加了地

名的混乱，给鼻四化抒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因此，进行地名普查，

编纂地名志，对于结束地名混乱现象，维护国家尊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

“四化弦建设需要，提高管，用地名科学水平等，都十分重要。

为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给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

早日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我们遵照国务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在省、地、

县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于1980年11月至1983年3月开展全县范围内地名普查工

作，先后对临沧县境内1，468条地名进行普查。通过普查，．以1 l 5万地形图(1963至1973年

版)为基础，删去已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75条，纠正错位、错字、错音、错名615条，更

名20条。从而使全县地名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即地

图，地名普查表，地名卡片，地名文字概况，经省、地两级地名委员会办公室验收合格。在

此基础上，于1983年9月至1984年5月．依据全县地名普查主要成果资料，作进一步考察，

订正，并查阅有关史籍，认真编纂。

本县为临沧地区行署所在地，本志特将《临沧地区概况》冠子编首，俾读者于披览之余，

得知所在地区之梗概。本志录乡以上行政区划名称，自然村及主要牧点名称，独立存在，重

要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称，著名的名胜古迹、游览胜地、人工建筑物名称等，

共列1，468条。分为行政区划，居民点、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

等五类。各类排列顺序均以区，镇行政区划为单位，由北向南，自西向东排列。地名表分为

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别和简注四栏。简注的主要内容有名称来历，含义、别名、曾用名、

方言读音、人口，．族别以及其它必须简注明白的问题。

本县的彝族，当地习惯称为“香堂糟，。蒙化嚣，布朗族称为“仆满一。凡相同的汉字音译

的傣语地名，除首次出现详释外，再次出现者，只括注“语别及涵义见前"字样。

本志所录行政区划和居民点1，084条，包括临沧地区行署1，临沧县l，县辖区10，县

辖镇1，乡102，居民委员会3，街路6，自然村935，片村2SJ区，乡级场，站，点以及独

立存在，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96条，包括茶、紫胶、林、牧场23，渡口1，道班6，

茶叶初制所36；厂，矿lS，学校1l，麻风防治院1，水文，气象和林管所3 1人工建筑物名

称72条，包括水库21个，公路桥17，水渠3，电站31，名胜古迹6，自然地理实体210条，

包括山148，山峰2，山洞1，山坡l，河19，泉3，地片36。

本志进行地名标准化处理时，字形和读音均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书写和注

音，个别生僻字，方音则在“简注"加注出处和读音。民族语地名404条，占普查地名总数

的27．5％。其中，傣语392条，拉祜语12条。民族语音译汉字地名时，均按专名音译，通名

意译的原则译写。音译汉字选用与普通话同音的常见字，单音字，尽量避免生僻字，多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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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望文生义，含义不妥的汉字，志中所用数据，除人口系按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计列外，

其余均为各有关部门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般为截至1979年数，个别系其它年份数均分

别加注)。

本志附有比例为1 s 10万的《临沧县地图》一张，是在核查，修正1：5万地形图的基础

上编绘的。有的地名，因字密不易排，改简称，或因字模不全，’偶存繁体。另附《新旧地名

对照表》、《地名首字音序索引》，《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可依据地名首字音序和笔画查找。

本志在临沧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j由地名办公室负责编辑。主任委员李国安，办公室主

任先后由马恒兴，杨骅担任。责任主编t武定云；编辑。钱功宝、李有学、施文贵，绘图：

贺玲，摄影。杨克俭，张文正、陈慈忠、蔡保培。

在编纂过程中，承省、地两级地名办及有关单位、部门给予支持和指教，在傣语翻译上，

得到耿马县地名办和傣语知名人士的协助，脱稿后又蒙省志编委会张渤同志及省历史研究所

王树五同志订正，浙江新安振华制件厂、温州人民印刷厂协助印刷。谨致谢忱。
’

由于我们水平低，没有经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2

临沧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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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地。’区概况

气 鹂 ‘

， ~'．J●■’■’’’1

：一临沧地区现辖临沧县，永德县，镇康县，云县，凤庆县、人沧源佤族自治县及耿马傣族佤

族自治县。本区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濒临澜沧江，为我们伟大祖国边陲重地。地区行政公署

驻临沧县。经纬度为北纬239 057至25。027，东经98。407至100。347。总面积24，469平方 一

公里。其东部，南部与思茅地区相邻，北部与保山地区，大理州接壤，西部与缅甸邻邦交界。

国境线全长293公里。人口按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人数为172万，户数30．5

万。民族主要有七种；即汉族114．6万，彝族21．3万，佤族17．1万，傣族7．4万，拉祜族5．9

万，布朗族2．1万和白族1．1万。其次是回族，傈傈族、苗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计

57．4万。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下统计数字，一般为1983年末数)

。临沧地区历史上都分属于其它区划，从未成为统一建制。然其地域自古即属我国疆土。

远在西汉，即属益州郡徼外衷牢地，东汉属永昌郡闽濮部，三国，两晋、南朝宋、齐时属永

昌郡永寿县地。唐“南诏”属永昌节度。宋“大理黟属永昌府。元属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和

镇康路、盂定路，谋粘路、木连路诸地。明属顺宁府和镇康御夷府，孟定御夷府耿马安抚司，

孟连长官司：．勐缅司及大侯州诸地。清属顺宁府，辖顺宁县(今凤庆)，缅宁厅(今临沧和双江‘

一部)、云州(今云县)、耿马宣抚司(今耿马)和永昌府辖镇康土州(今镇康、永德)、孟定土府(今 t

耿马孟定)、孟连长官司(今沧源和双江一部)。光绪十三年(1887)析缅宁、孟连地设镇边厅(今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辛亥革命后陆续增设县治或设治局。1929年分设双江县，1934年设沧

源设治局，1935年由顺宁，保山二县析置昌宁县。 ，

1952年10月16日设缅宁专区，辖缅宁(今临沧县)、沧源、双江、耿马四县。1953年镇康
”

县划入，辖5县。1954年7月28日缅宁县改称临沧县。缅宁专区改称临沧专区。1955年10月

16日耿马县改设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1956年云县、凤庆划入．辖6县，一自治县。1964年

1月1日由镇康县析置永德县(驻德党镇)，镇康县由德党镇迁往风尾坝。辖7县，一自治县o

1964年2月21日沧源县改设沧源佤族自治县，辖6县，2自治县。1970年临沧专区改临沧地 +

区至今。临沧地区，因驻地临沧县而得名。
’

，

临沧地区地处我国西南横断山脉主脉怒山和云岭的南延部分，为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

的分水岭。有大雪山和翔籼两支大山脉，其山系属碧罗雪山支系，大致有四条分支，每支
的主峰均高3，000米以上，皆名“雪山’!’，即一支为凤庆雪山，一支为永德雪山，一支为临沧

雪山，一支为双江雪山。全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最高海拔3，504米，为永德雪山。最低

点海拔450米，为耿马县孟定国境河——南汀河水面。!绝对高差达3，000米，一般海拔1，000 ；

--2，000米J代表海拔1，460米。全区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7．47％，坝子面积占2．53％，

坝子计54个。·7以海拔分类l 1，000米以下16个l 1，000·1，700米35个，1，700—2，400米3

个。盂定坝一般海拔500米，面积15万亩以上，为本区最大的坝子，也是全省著名的热带坝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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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河流均属澜沧江和怒江两大水系，境内较大的河流有四条。流入澜沧江的有=。

即罗扎河(上游南桥河)和小黑江(上游南碧河)I流入怒江的亦有=l即勐波罗河(上游永康

河)和南汀河(上游勐托河)。南汀河是境内的主要河流，全长250多公里，迂回流经全区五个

县，挟南捧河流入缅甸，混同滚弄江，注入怒江的下游—一萨尔温江。

本区气候，由于北回归线横穿南部，纬度较低，属我国温度带划分的亚热带。干湿季分

明，四季区分不明显，昼夜温差大。由于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大，又具有立体气候的特点。全

区总的气候以I临沧(海拔1，460米)为代表I 1954—1977年24年间，年平均气温17．2摄氏度，

厶月平均气温lO．7度，为最冷月，六月平均气温21．2度，为最热月，七月当地平均气温21．1

度。《降雨量为全年的80％以上，十一月至翌年五月中旬为干季l无霜期289天。
本区自然资源丰富，矿藏种类较多，已发现的有铜、镍、铅、锌，汞，硫，银，煤、铁

以及蛇纹岩，硅藻土和铀、锗等稀有金属共三十多种。现已开发利用的有煤，铁、铜，铀和

锗等。全区拥有森林资源面积740万亩，其中：南部热带森林有92，205亩。印度一马来西
亚热带雨林，为世界三大热带雨林分布区之一，而我国海南岛，西双版纳和本地区的森林，

又为这个热带雨林区的组成部份。在本地区森林中，尤以沧源南滚河、芒卡坝和耿马孟定坝

最为集中，颇具典型。这里生长着珍稀植物，栖息着异兽珍禽，经济价值很高，已列为国家

重点保护对象。如野生象群就是我国除西双版纳外仅有的另一群亚洲象。其中有一头国内罕见

的白象，还有印支虎、金钱豹，龟纹豹、马熊，懒猴、青羊和“石浪贴"(鱼类)、眼镜蛇、树

蛙以及绿孔雀、犀鸟，锦鸡等珍禽异兽。植物有红椿，楠木，团花、美登木、龙血树、罗芙

木、猫须草，贺德木和成片的簟勋木，紫铆(宝树)。国务院1980年3月批准划设“南滚河自
然保护区”。此外，处于寒温带的永德大雪山，也有着许多珍贵的高山动植物和原始森林。

1982年省确定为自然保护区。 ．

．

本区僻处边隅，解放前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均较落后。解放后，全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取得跨世纪的进步，粮食生产结束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粮食产量突破十亿斤大关，

1983年粮食产量达10．7亿斤，总产值达450亿元。 。

本区经济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310万亩。其中水田102万亩，旱地208万亩。农作物播

种面积355万亩，产勘．犯斤。主要作物水稻，播种面积105万亩，产量4．9亿斤。包谷种植
面积127万亩，产量3．86亿斤，小麦播种面积33．8万亩，产量0．449亿斤。农业总产值3．29亿

元。农业总产值占65．37％。林业占9．48％，牧业占16．3％，副业占8．78％，渔业占0．07％。

经济作物主要为茶叶，+其次为甘蔗、油菜和橡胶。全区茶树种植面积45万亩，产量20万担，

占全省产量的40％以上，为全省茶叶主要产区之一。风庆县6．89万担，是全国18个年产量五

万担以上的县份之一。全区甘蔗种植面积5．9万亩，产量427万担。油菜种植面积2．4万亩，

产量7．3万担。橡胶园面积10万亩，千胶片产量2，300吨。为我省的橡胶基地之一。全区造林

面积8万亩，四旁种树270万株。核桃年产量平均约2万担。紫胶产量110万斤，一般年份产

量在150万斤，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和全国的四分之一，是全国紫胶主产区之一。全区大牲

畜54．6万头，生猪存栏123万头，羊34．3万只。’全区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021台，手扶拖拉机

4，533台。当年机耕面积6万亩。化肥施用量7．67万吨。在全区水电站332个，发电能力42，700

危中，区，乡办电站320个，发电能力24，397危。已通电的区84个，占区总数的94％。通电

乡占57％。
’

， ?’、

全区共修建水利工程35，306件。其中千万立方以上的中型水库有3座，即博尚水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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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水库和弄坝水库，其中博尚水库为全区最大的水利工程，库容2，240万立方米，受益面

积2万余亩。

本地区主要工业部门为有色金属，煤炭、农业机械、水泥，木材、制茶，制糖，粮油加

工，制药、造纸等。制茶业是本区主要的商品性生产，产量达142万担。

本区交通主要为公路。1954年通往省会昆明的海孟公路(海坝桩至孟定)修至地区行政中

心临沧。1960年县县通车，除省属公路外，地属公路通车里程达3132．7公里，与相邻地州的

所在地下关，保山、思茅和澜沧等地公路相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事业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变化，全区小学有3，669所，在校学

生达21．7万。’适岑儿童入学率为85．4％。中学，包括普通高中、初中和附设初中班达152个，

学生4．35万。有中专5所，即农校，卫校、财校，师范和民族师范各1个。还有相当于大学

专科的师专1所。地区一级有农业科学研究所、茶叶科学研究所和农机研究所，县级设有农

业科学推广站。全区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873人。区一级有文工团、文化馆，图书馆和广

播站。县有各种相应的文化艺术单位。电视转播系统已逐步建立。体育机构和设施也逐步健’

全。全区共有医院，卫生所等卫生机构254个，病床2，438张，医疗技术人员2，832人。旧社

会蔓延的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已经绝迹，疟疾也得到有效的控制。近年来开展计

划生育工作，人口自然增长率总的来说有所下降。 t

著名的革命纪念地有临沧、风庆和永德的烈士陵园。名胜古迹著名的有临沧温泉，凤庆

洛党的石洞寺和鲁史澜沧江上的铁索桥——青龙桥，永德忙窝的土林和大雪山户婆仙人洞，

沧源勐来、勐省的崖画和勐懂的广允缅寺，耿马四排山的崖画等。其中沧源崖画尤为珍贵，

巳引起了全省以至全国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崖画距今已三干多年，都是以赤铁矿物粉末为

颜料和子牛血中，用手和羽毛i植物纤维为工具“画”于崖厦之下，最大的一幅长27米，高

近3米，有的画在距地面7米的悬壁上。崖画中的牧羊，采野果、斗牛、歌舞及械斗等画面，

从不同的侧面描绘出当时生活在沧源一带的原始民族的部落生活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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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县

一、概

概况

述

临沧县位子云南省昆明市西南297．5公里。北纬23。29 7至24。167，东径99。49，至100。

26’之间。东与思茅地区景东，镇沅和景谷等县隔澜沧江相望，西连耿马县，南与双江县毗

邻，北与云县接壤。总面积2，652平方公里。属临沧地区所辖，地区行政公署即驻本县。

本县辖10区1镇，102乡(其中少数民族乡16)，935自然村，3居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

驻凤翔镇南塘街，海拔1，460米。全县共有42，322户，224，016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3

。人。居住汉，傣、彝、布朗、拉祜，佤，回，白等25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傣族】o，677

人l拉祜族10，344人，彝族8，582人，其他各族3，596人，共33，199人。占总人口的14．8

％。

临沧县西汉属永昌郡微外哀牢地。东汉、蜀汉，两晋、南朝宋、齐均属永昌郡治(今

保山)。唐南诏为永昌节度地。宋大理为蒲满地。元属谋粘路和景东府地。明宣德五年(1430)

六月，设勐缅长官司，属景东府，后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年(1597)改属顺宁府。清乾隆

十二年(17,17)升勐缅长官司为缅宁厅，属顺宁府。光绪十三年(1887)析缅宁、孟连地设镇边

厅。民国二年(1913)改为缅宁县，属普洱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属大理专区。

1952年属缅宁专区。1954年7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原名“缅宁劳改称“临沧一，

取濒临澜沧江之意。1959年与双江县合并，改称“临双县”，同年底恢复临沧、双江两县建

制。1970年属临沧地区。

。、 二、自然条件

县境大部属山区、半山区。山地为怒山山脉的支脉，地势北高南低，东西两侧高，中间

低。东有南北走向的大雪山，海拔3，430米，为本县最高点，西有东北走向西南的邦麻山。

东南部澜沧江那招渡口，海拔750米，为最低点。全县海拔一般在1，500米。坝子7个，总面

积47平方公里。其中以临沧坝最大，面积儿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

90％。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约109．4万亩，疏林地134万亩。南汀河源于博尚区户有乡西

北石排坡山管由西向东至细嘎自南而北，流贯临沧坝子中部与西河汇合，至羊头岩转向西出

县境。 ’

矿藏资源较为丰富，主要有煤，铁、铅，锌，铜，锑、钾、铀、锗和硫磺等。除煤之外，

其余尚未开采。临沧县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宜于发展农，林，牧业。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

气候，但海拔高差大，气候的垂直分布比较明显。全县年平均气温17．2℃。最冷月(一，二月)

平均气温10．7℃，最热(一般五、六月)平均气温21．2℃。年平均降水量1161．8毫米。雨季一

般在五月下旬至十月下旬，占全年降水量的88．3％。十一月至翌年五月中旬为干季。全县年

霜期75天。“临沧大雪山”十一月下旬至来年二月为降雪过程。澜沧江河谷地带、终年无霜。

入冬后早晚有浓雾，雾海茫茫，别有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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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状况

全县农田耕地298，033亩(地名普查时各区乡上报数)，其中水田、旱地分别占总耕地的

50．8％和49．2％。旱地中有相当数量的轮歇地，水田中有雷响田27，921亩。三十多年来，经

过民主改革，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推广农业机械化，一改昔日的落后的耕作

状况，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民生活逐步改善。到1979年，共兴修大小水利工程5，900件，

灌溉面积达140，534亩，其中最大的水N-r_程博尚水库，库容达2，24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

积20，000余亩。与博尚水库配套的转山大沟，长19公里，灌溉临沧坝子4，368亩良田。全县

已初步形成有蓄有引，引蓄结合的自流灌溉系统。1979年，全县拥有农用拖拉机125台，5，838

匹马力I手扶拖拉机593台，6，771匹马力，机动脱粒机254台。当年机耕面积36，705亩，脱

粒面积31，602亩。区乡办水电站28座，发电能力1，890危。现已通电70个乡，572个村，农村

用电量达347万度。1979年化肥使用量达7，114吨。靠科学种田和落实党的政策，1978年全县

粮食总产为11，060万斤，创造历史最高水平。1979年旱灾严重，粮食总产仍达9悬8万斤。粮
食作物以水稻，小麦，包谷为主。1979年核定耕地面积为327，763亩，其中集体耕地323，520

亩。包括水田166，689亩，旱地161，074亩。当年粮食播种面积为398，249亩，其中水稻面积

164，208亩，单产400斤，总产6，511万斤I包谷播种83，926亩，总产1，442万斤，小麦播种

68．040亩，总产1，015万斤。
7

全县经济作物以茶为主，1979年茶园面积达49，398亩，茶叶产量10，026担。1982年油菜

产量31，000多担，an-r_成食油自给有余。此外，林，牧，副、渔各业均有相应的发展。1979

年，全县造林9，860亩，生产木材3，472立方米，核桃415，200斤，紫胶53，000斤。畜牧业以

养猪为主，生猪存栏95，098头。全县大牲畜年末存栏39，629头。羊39，602只。水产养殖面积

2，618亩，年产鲜鱼4，000斤。

工业除制茶工业外，尚有农机，拖拉机修配，陶瓷、制药，缝纫、织布等多种行业。

1979年全县有工业企业57个，总产值达l，068万元。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49年的1％上升到37．74％。主要工业部门有茶叶精制加工，农业机械制造，小五金和塑

料加工、煤炭，木材加工，陶瓷，制革和食品加工等。重要的工业企业计20个。其中，临沧

县茶厂建子1956年，以生产出口红、绿茶闻名。到1979年制茶量达16万担，远销日，美，西

德、英，法，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历年累计上缴利润达1，200多万元，相当于原建厂投资的

8．2倍，为全县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最多的单位。

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1954年，连接省会昆明的南大公路海孟线(海坝桩至孟定)通车焉
本地区双江，沧源，耿马，永德等县公路相通，并可直达思茅、保山等地。县内支干线公路

贯穿10个区，66乡，公路全长355公里。

四、文教卫生’

解放初期，全县有1所初级中学(即现今临沧地区中学的前身)。N1979年，‘扩建为高中

10所，初中20所，在校学生9，597人。小学432所，学生27，979人，入学率达89．01％。中，

小学教师1，544入。
’

三十多年来，卫生事业发展变化巨大，县有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有卫生所，

乡有医疗室，村有卫生员。初步形成了县，区、乡、村医疗卫生网。全县有住院病床15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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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人员从解放初期的6人发展到284人。旧社会流行的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

病已经消灭，疟疾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大为提高。计划生育工作

在全县城乡广泛开展。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均有所下降。

县城有群艺馆、图书馆，影刷院，文工团(队)、县广播站等文化机构、区有电影放映队，

广播放大站。此外，还办有业余体育学校，设有体育活动场所。县文化馆开办了业余学校，

设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数学，外语，书法、摄影，美术，音乐，歌舞等学习班。各区建

有文化站。

本县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有泰恒(博尚)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1950年泰恒

(博尚)战斗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烈士，建在博尚乡驻地南部。临沧县革命烈士陵园，建在飞

龙峰麓，在这里可俯瞰县城及临沧坝子全景，为群众瞻仰、游览之地。历史上，临沧名胜古

迹较多，有矗临沧十景，，“七十二寺庙一之说，但大多数在历史变迁中被毁。现存较著名的

有临沧温泉，西文笔及东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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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镇概·况

凤翔镇在澜沧江西侧。北纬23。527，东经100。05 7。

解放前，曾名太和镇，1949年改为凤翔镇，以镇南郊之斑风山如凤凰飞翔而名。当时辖

3个乡，即顺隆、南屏、太平。1954年经临沧地区行公政署批准改风翔镇为城关镇。1960年

改为城关镇人民公社，辖3个居委会，1个蔬菜大队。1969年又将蔬菜大队划归城区公社，

同年将城关镇人民公社改为城关镇。19踌年恢复风翔镇名，辖3个居民委员会，5，034户，

20，571人，居住民族有汉，傣、拉祜、回、白族。

风翔镇地处临沧县中心地，临沧坝子西南部，坐落于5条小山梁上，海拔1，460米。总

面积11平方公里。西北有海拔1，6)O多米的旗山。属中亚温带气候：年均温17℃，最高气温

34．6℃，最低气温零度左右。冬季干燥少雨，夏季湿温雨多，早湿季转换明显(雨季一般在

6月至10月下旬)，年降水量1174．5毫米。霜期年平均2个月左右，偶有冰雹和低温。

凤翔镇虽系城区，但在解放前，街道短窄坎坷，市面冷落，简直就象个农村小镇。今天，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城镇范围逐渐扩大，组织城镇居民，开办街道工业。本镇现

有缝纫社、基建队、五金社、食品加工厂、冰厂等企业，产值约50万元。

现在的县城布局：地委，行署、军分区和部队医院等，分布在西南，地区农星局、财校、

卫校、县二中，汽车总站等，分布在东南：汽车客运站，地区运输公司、汽车修配厂，电机

厂，茶厂、自来水厂、拖拉机修配厂等单位，都在中心区；合理分片，井井有条。

扩建后的街道，主要有头塘街，西大街、人民路、南塘街，圈掌街和太平街。圈掌、盛
嬲街，东西衔接。．长1．7公里，柏油路宽10至15米，两侧有整齐的人行道，每段有喷水池
和街心花园，园中花木掩映，绿草如茵。各部、委、办机关办公楼，分列南北。回忆四十年

代，这里是土墙草顶的农舍，残破稀疏的庙宇，街巷曲折，道路泥泞。今昔对比，判若天壤。

商业区在西大街。贸易、五金、供销、饮食服务及修理等企业单位，分列本街两旁，三，

四层楼房，鳞次栉比，虽不华丽，却给人一种整洁大方的印象。历史上，凤翔镇名胜古迹较

多，有“七十二寺庙刀之胜，但年代久远，历尽沧桑，已无足观赏，仅剩一些庙宇建筑遗迹，

如。 “观稼楼”，俗名“八角楼∥，建于1929年，登楼可观临沧坝子良田万亩。又如孔庙的

大成殿，经几次修缮，轮廓未变，现为临沧地区中学图书馆。’临沧地区体育场由临沧中学操

场扩建而成，居镇之中心，占地面积16．7亩，凡大型体育活动，通常在此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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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临沧地区

行政公署

Lincangdlqo Xing- 一 汉

zhenggOngsh矗

后 寨Hbu zhaj 汉

临沧县LincAn9 XiAn 汉

。

南塘街 Nantang洳 汉

风翔镇 Fengxiang Zh色n 汉

人民路 R6nmin Ln 汉

一8一

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297．5公里。北

纬23。05’一25。02’，东径98。407—

100。40’。因驻地临沧县而名。总面积

24，469方公平里。辖6-E-、2自净乓
30．5万户，172万人。汉族114．6万人，

少数民族57．4万人。农业为主。主产

水稻、包谷，小麦和甘蔗。云南主要

产茶区之一。

在南屏乡北，临沧地区行政公署驻

地。原为县城后之一寨，故名。116

户，545人，汉、傣族杂居。

在云南省昆明市西南297．5公里。北

纬23。307—24。20’，东径990457—

1000307。因濒临澜沧江而名。临沧

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面积2，652平

方公里。辖10区、1镇、102乡，3

居民委员会。42，347户，220，984人。

有汉，傣，拉祜、回、彝等25种民

族。农业为主，茶叶年产量10，026

担。

在凤翔镇内。原系旧城南门外一块空

旷地，当地称之为塘，修建街道后得

名。东起圈掌街，西至石匠村，长

约0．5公里，宽15米，柏油路面。

两旁有地、县级机关及一部份城市居

民。

在县境中部，临沧县入民政府驻地。

因南郊之斑凤山如凤凰飞翔而得名。

原名凤翔镇，后改称太和镇、城关

镇。1984年恢复原名。面积11平方公

里，辖3居民委员会、5条街道，1

条路。20，571人。

在风翔镇内，南起南塘街，北接西大

街。原为民族街，1966年改为新华路，

1980年12月改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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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简 注 ．

南塘居民

委员会

NAntangJnmln—
weiyuanhul

圈掌街 Quanzhang，ie

西街居民

委员会

西大街

Xijie TnmInw6i—

yuAnhl斤

头塘街T6ut§ng 7ie

太平居民

委员会

T．ai；ing laminwei—

yc矗nhul

太平街 -TaiPfng lie

汉 在凤翔镇内l以南塘街而名。辖圈掌

街，南塘街。人民路居民，176户，

418人·曾名忙横，和平、长征居民

委员会，1980年12月更为现名。
一：

傣 在凤翔镇内，东起南大公路(海盂线》，

西连南塘街，长约0．5公里，宽10

米，柏油路面。两旁驻有县级机关，

也有_部份城镇居民及农民居住。圈

掌，傣语。匿：范围，掌。圈官，意

为圈官居住的地方。 。

“，

汉 在风翔镇内，以驻地西大街而名。辖

头塘街、西大街居民，共56户，405

人。原由太平居民委员会分出，名东

风居民委员会，1980年12月改今名。j

汉。 在风翔镇内，西街居民委员会驻地。：．

旧城西门内，修筑街道后称现名。东

接头塘街、太平街交叉口，西连南塘

街，长约0．8公里，宽7米，水泥路

面。两旁驻有县级机关，也有一部份

城镇居民和农民居住。 4、．··一

‘汉 在凤翔镇内，曾名塘平街、胜利街。

原系旧城东f-l；b街头空地，当地称塘，

故名。东起客运站，西至太平街、西

大街交叉口，长约0．8公里，宽6米，

碎石路面。

汉 在凤翔镇内，以驻地太平街而名。原

名延安居民委员会，1980年12月改今

名。东起南大公路(海孟线)，北至头塘

街，西至西大街地段。252户，492人。

汉 在凤翔镇内，太平居民委员会驻地。

曾名太和街，因建有太和庙而名。解

放后改名太平街，意为社会平安。东

起南大公路(海孟线)，北至头塘街、

西大街交叉口，长约1公里，宽5

米，土石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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