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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资料)

建设中的南涧镇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南政发(1984)字第92号

关于颁布南涧彝族自治县

“标准地名一的通知

各区公所、南涧镇人民政府、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

化、规范化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民族团结

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搞
好地名普查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十分重要。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按《云

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要求，我县于1981年2月至1983年

6月，用两年多时间，对我县地名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清理。共普
查了各类地名1671条，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请教熟悉地名的老年
人和精通民族语的同志，了解该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广泛听取

群众意见，并考证了历史资料，反复核实，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确定了我县地名的标准名称。现将正式标图的1622条地名，予
以颁布使用。

今后对地名的称呼和书写使用，应按照这次确定的标准名称，

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名或命名，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

附：《南涧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抄报：省、州地名委员会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县纪委，州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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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静{宝
丽 青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识别字宙闻地球上各种地理实

体、山川，疆域、江河湖海、人工建筑，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不

同位置，不同范围，不同形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称呼。地名的称
呼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直接对社会生产，生活、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交通，邮电、新闻、出版、文教、旅游等各项工作都有

影响。搞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提高地右管用水平，对维护国家
尊严，增强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遵照国务院(t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地名领导组有关

规定，按《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试行细则》的要求，从我县实际情

况出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从1981年2+月至1983年6

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共普查

了各类地名1671条，在当地干部和群众协助下，多次到社、队，村

点实地调查，请教熟悉地名的老年人和精通民族语的同志，了解该

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查阅有关历史资料，’以1：5万地形图为

基础资料，地形图上无名而实地有名的254条地名，作新增地名标

注在地形图上；图上有名而实地已消失地名意义的30条，在图上注

销，作废村名处理。图上名称与普查名称不一致的，均以普查时定

的标准名称标注在地形图上。除废村30条外，在1641条地名中‘，彝语

地名有435条，占普查总数的26％。由于历史上各种原因，地名用字
不一，语义含混，加之用汉字译写彝语地名，随音用字，因而使一

部分地名译音不准，用字不当，造成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

写，一音多译等情况。遵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和《细则》要求，作了

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一部分彝语地名用汉字很难译准，只能采用
近似音译写。例如：带有。水一的含义的彝语地名，曾译写成呃、

厄。耳、亦，玉、二等，其中选用较近似音搿二一字作标准名称用

字。如：二基库(落水洞)，二尺堵(甜水井)。又如以姓氏或



以人名命名的地名多带有。把一， 。把一意为男人，村人，或雄

性，曾译写成巴，吧、八，把等，其中选用“把”字作为标准名称用
字。 “妈”意为母、大、女或雌性，曾译写成马、麻、妈等，这次

用妈字作标准名称用字。 。密"意为地或地方，曾译写成米、觅、
面、密等，统一用“密”字作标准名称用字。 “拉”和。腊一字音

相近字意不同，彝语。拉一为虎， 搿腊一为山口，译写地名中曾

两字混用，这次定标准名称用字区别为以_虎矽命名的用搿拉静，

以山口命名的用搿腊"。 。石岩”，彝语为Va，以石岩命名的彝语

地名只能用近似音。瓦”字译写，如：瓦基系(岩子脚)，瓦富五

(白石岩对面)。

汉字标准读音与地方读音差异的处理，彝语地名中带苴”字

的有24条， 一苴"：汉语标准音读iu，当地读zu6，带有。么一字

的地名30条， “么”读mo、ya6，m6，当地读m6。汉语地名中带

“街”字的地名31条， 。街∥读i诺，当地读g石i， “岩"读y6n，

当地读五i等等，均在释文中注明。 。阱”字读ilng，当地读qing。

在汉语地名中带。阱"字的地名有25条， 带“箐”宇的地名有48

条，都是以地貌命名。指山箐或箐边，定标准名称时统一用箐字。
彝语地名中早已意译为汉语地名的26条，以嘉言吉兆改名或以

地形地貌命名的2l条，群众已使用>--j惯，不再改变。

带有不健康内容的有3条地名，在用字上调整。乡内自然村重

名而不影响该地名含义仍在用字上调整，均不作更名。
为保持地名的稳定，对可改可不改的地名均按国务院(1979)

305号文件精神，不属于第十一条情况的均不更名。在1671条地名

中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并删除已消失地名意义的废村名30

条，正式标图的1641条，其中：‘原行政区划为县、8个公社1个镇，

91个大队，‘计101条，1984年春，体制改革后为县、8区l镇，71

个乡，1个乡级镇，计82条，自然村1270条，片村28条(指若干小

村的总名，不计入自然村)，街道4条，居民点6条，农点2条
(指季节性生产点)，企事业单位名称5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

． 称17条，人工建筑物52条，名胜古迹3条，自然地理实体150条(包

括山106座，山口12条，山谷l条，江3条，河27条，温泉1处)，

2



地片3条(指野外小地域名称)，按新体制为1 622条。经过反复核

实清理，把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音多译，译音不

准，用字不当的地名作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把含义不好的和乡内
重名的在用字上个别调整，确定了标准名称。 。文化大革命靠中大

搞地名二片红时乱改的地名已得恢复，基本上结束了我县地名混乱

现象。我们将表、卡，图、·文四项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整理好，经省

地名领导组专人验收后逐级上报。

遵照省、州地名委员会有关规定和云南省市、县《地名志》编

纂意见要求，编纂了《南涧彝族自治县地名志》。
本志所录地名1622条。按性质分类，以词条式排列，其顺序

为：行政区划：县，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区，乡、乡级镇、自

然村、居民点，农点。地片、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
迹、自然地理实体，附录等。录取要素为：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及

释文，释文内容包括方位．：行政区，乡驻地、人口(1982年全国第三
次人口普查数)。土地面积、物产，名称语别，来历含义和演变、别

名，曾用名，方言读音，地理特征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按l：5

万地形图上的位置，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顺序排列：

独立存在的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 ．

名称，按厂．场，站、渡口、道班、学校等顺序排列，释文内容为驻地，

主要职能、建立年代，效益、隶属关系等。

人工建筑物志录了十万立方米以上水库6座，20珏以上水电站l

23座，公路桥23座。按库、站、桥顺序排列。释文内容分别为：水库{
所在地，隶属关系、修筑时间、蓄水量，灌溉面积、经济价值等；电站1

所在地、建站和投产时间，装机容量，供电范围等；公路桥，方位、
。

所在地、性质、长度、宽度、承重量等。名胜古迹，释文内容：方位、

所在地、始建年代、性质、保护筝级。自然地理实体：山．山口，山谷，
释文内容：方位、所在地，高程、范围、矿藏、植被等。江．河，释文内

容：方位、性质、流经，长度、灌溉效益等。温泉，释文内容：方位、
所在地、出水量，经济价值等。

地图是《地名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名，地理实体相互关
关的直观呈现，我县根据实际情况，绘制l：lo万《南涧彝族自诒县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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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作行政区划挂图，又绘1：1 5万地图作载附本志的标准地

名图。该图是在核实修正1：5万地形图上编绘的。

志中还载附有图案、图片37幅，作为地形、地貌、地名意义和民

族特色的直观反映。

． 附录：

1、古地名——定边县。

2、新命名的地名一览表。

3、新旧地名对照表。

4、地名首宇音序索引。

5，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南涧彝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曾参加地

名普查的同志包括公社、大队干部和邀请座谈以及实地调查访问请

教的人员近百人之多，由副县长罗豫章分管，屎民政局长盛承文、兽

医站鲁亦工、退休教师自国平三人分工合作完成了表、卡、图、文四项

地名成果资料上报。编纂《地名志》由副县长廖德广和民政局长杨

绍珍分管，自国平负责撰写，县、区领导同志审核修改，袁登学同志

负责摄影图片。

． 本志承省、州地名办公室同志的指导和帮助，省地名委员会办

公室张渤同志认真负责审核修改，和本县农牧业、林业，水利电力、

统计局、公路养护段同志给予支持，各区、乡干部同志积极协助’，特

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低，又缺乏经验，本志在撰写、编排和核对中错

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地 名 办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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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时。元意设昌”月为属一民把

自两又总仰唐时水抓镇汉

而汉，

，其的永阴乳，言保人都

族华0。程至诏山帷涧属

代，涧州。政属呐埔睑语。族级

白南江邻行汉南涧静南，

三邑南南一县，圳汐舍

。。彝阶

理，，濞毗市自。南删至貌

．。置日镇～有地蹦夥蒙民，为治

大渡漾县明。地山庸，地

：未地属一没辖洇蚴属先把意统

省弥至治昆代辖巍南间的

说尚，隶府还县地瑚涧族嘎

。代

南连西自距唐，、，之之涧

革，居，雄涧龙州g南彝保人历

云东；族，于县来川山为

沿来所县楚南邪瓜野名即“

：

。

属，界回镇见治以舍群水

》以蛮边隶，为阳醴时，为，居县南为族涧始自古蒙经。夹．志唐洛定改来仍属锻诏蛮称把相治之江彝南名族自于流山、。县汉濮置，以汉初蚴南乌语。族

自市沧山地地回。位，成的边“为涧县唐东唐确

。为彝，民

族理澜巍驻一，族，涧东形名定一仍南置汉

。。翻州要．：问弟彝大以与府这彝子南向，命《～氏年复，地郡勇巍主涧中兄

涧府县北政涧山坝

。北江合熙，蒙二初证辖南融称族南；各

南州云；民南巍山致自社综康。唐十睨考县云班又民

：和



弟民族称为南蛮，故“濮洛(倮)蛮一系指当时居住在此地各兄弟民

族的总称。 7
．

，

一一

宋大理国时，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段氏改巍州为

开南县，南涧属开南县。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南涧置定

边县隶属镇南州(今楚雄州南华县)。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
年)缅酋刀思伦遗刀斯郎(傣族)率众至定边，与明军发生了定边

之战，刀斯郎败，今南涧境内有三条傣语地名和傣族住过的三个村

庄，还有拥翠山有一处残存刀斯郎营地，是定边之战后的遗迹。

南涧，明初复置县，改隶楚雄府(今楚雄彝族自治州)。编五

里：日罗伽甸、葩仁牧．阿赤摩、阿克、阿集苴。公郎编四里，至清雍

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撤销定边县改归蒙化府(今巍山)领属，

改置南涧、公郎(即浪沧)两巡检司。直至民国三年(公元19 14年)，

蒙化由直隶厅改县后，南涧、公郎两巡检司改为分县，设县佐。民国

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撤销了分县的设置，改为蒙化县辖的第四、

五、六区。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又改为乡，镇，设定边、蒙乐、

浪沧(即公郎)等三镇，南屏、拥翠、保华、罗秋，碧溪等五个乡。

新中国建立后，设蒙化县人民政府辖的定边，宝华，蒙乐、南屏，

浪沧、碧溪、拥翠、乐秋等八个分区政府。至1950年，改设蒙化县第四、

五、六三个区，下设71个乡。1954年，蒙化改巍山。1958年成立南涧、

乐秋，拥翠、公郎(包括碧溪)、岔江<包括新民)．沙乐、宝华、和平等
八个人民公社。。196 1年1 1月与巍山分县置南涧县。同年改大公社为

中公社，设22个中公社，1963年又恢复区的设置，设八个区，下设

88个小公社，1965年11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南涧彝族自治县。

1969年春，区改为公社，原公社改为大队，下设生产队。1980

年经调整，设八个公社一镇，下设91个大队。1984年春，体制改

革，政社分开，设区建乡，原八个公社改为八个区，镇的建制未

变，91个大队划为71个乡和一个乡级镇。

南涧彝族自治县现辖南涧镇和南涧、乐秋、碧溪，拥翠、，宝华、

浪沧、新民、无量等八个区，下设71个乡和一个乡级镇，一个街道

办事处。辖1270个自然村。居住着汉、彝、回，白，苗、布朗、傈
僳等十六个民族。1 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总人口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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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3，548人，33，795户。其中：汉族97，982人，占总人口的53．38％；彝

族80，226人，占总人口的43．7l％；回族2 1“人，占总人口的1．15呖；

白族1694人，占总人口的0．92％。苗族1053人，古总入口的0．57％；

布朗族325人，占总人口的0．18％；傈僳族101人，。占0．06％；其他
民族56人(包括纳西族17人，壮族16入，傣族6人，哈尼族5人，

佤族4人，拉祜族3人，蒙古族2人，普米族2人，藏族1人)，

占总入口的0．03呖。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林业和畜牧业。 一
．

全县地处红河生游，无量山和哀牢山北段，澜沧江之东。境内

山峦起伏，哀牢山从西北向东南延伸，无量山由西向东横亘。地势

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的无量区、宝华区地处无量山和哀牢山之

主脉山系，分布着大小山峰27座。主要水系是把边江的上游，石洞

寺河。东北部的南涧镇和南涧，乐秋、拥翠三个区处于无量山和哀
牢山支脉山系，有大小山峰30座。主要水系是南涧河，支流星树枝

状。’西南部的碧溪、新民、浪沧三个区，地处无量山脉和旁系山

脉，有大小山峰39座。主要水系是公郎河，自西北向东流入澜沧

江。在浪沧区的南部，新民区的西南部边界，有漾濞江和澜沧江

过境。全县除4．7平方公里的南涧小坝子和1．4平方公里的公郎槽

子，又l平：i方公里的宝华新街小盆地外，‘其余均是山区，占总面积

的96％。海拔最高是北部太极顶山3061米，最低是南部澜沧江畔916

米，高低相差2145米，平均海拔1988米。因海拔高低不一，形成

“一山分几季，隔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16．1。C，

七月平均气温23．8。C，一月平均气温为12。C。南涧镇、区范围年
平均降雨量为709．6毫米，雨季(5至lo月)降雨量历年值为607．4

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84．6％。干季(1 1月至次年4月)降雨量102．2

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15．4％。一般情况下，初霜出现在12月中

旬，终霜期在次年2月上旬，历年平均霜期为59天左右，而无盾期

长达306天。年积温6935。C。具有比较丰富的热能资源。自然灾害

有旱，涝、洪，风、冰雹等，低温、霜冻虽有，但不突出。

林地面积(包括宜林荒地)165．6万亩，占总面积的62．86％。

森林覆盖率为23．6％j主要用材树种类为云南松和栎木，经济林木

有茶树、核桃，紫胶、油桐，棕榈，桉树、竹子等。在海拔100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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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米的地区，主要分布云南松纯林，1800至2500米地区，多分布

华山松和栎木林；2500至2800米地区，主要分布有阔叶混交林，水

源涵养林，冷杉林，亚高山竹林灌丛，以及杜鹃、草地等一类的高

山植被。各种林木蓄积量为185万立方米。但分布不均，多在交通

不便的陡坡地带，且杂木林较多，木材已处于枯竭的边缘。为了保

护自然生态平衡，发挥山区优势，县委、县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指示，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开展林业“三

定”工作，即划定自留山，责任山，落实林权，减少采伐任务，加

强森林资源的管理。提倡国家、集体、个人大力造林， 已初见成

效。

草地面积43．6万亩，占总面积的16．5％。属于稀树草甸类；山

地草丛类，石山灌木草丛类草场，一年四季都可放牧牲畜。为了发

展畜牧业，。已设黄牛改良点20个，种马站1个，绵羊改良点1 2个，

区兽医站8个，乡兽医室67个。198．1年末生猪存栏数达80，776头，
大牲畜存栏数为67，718头，其中：黄牛55，763头，水牛3，339头，马
1，17 1匹，骡l，335匹，驴6，1 10匹，山羊52，464只，绵羊4，995只，

存栏出栏都有所增加。

自然资源，有地热温泉三处，南涧镇碱坝温泉，位于镇东2公

里处，水温45。C，流量约0．005M3／秒，早为人们开发利用，建有

男女浴池：因水中含碱分较高，当地农民把温泉水放到碱田中晒

干、过滤，煎制成土碱。土碱是洗涤、解酸、药用、化工等原料，

年产lo万斤以上。又位于拥翠区温泉乡热水塘村的温泉和无量区保

台乡马鹿田附近的温泉，水温在33。C至35。C。由于流量小，虽早
发现，但未利用。 ．

‘

全县地处山区，山高林多，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物

有熊、豹、獐、麂、猴、豪猪(刺猬)、野猪、山驴、岩羊，狐狸、

玉面羚、穿山甲、野兔等。飞禽中比较珍贵的有孔雀、庆鸡(锦

鸡)、白鹇鸡、野鸡等。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其中：药材有通关

散、肤方藤、密桶花，天麻、杜仲、牛膝、厚朴、续断、天南星、

半夏、重楼、，草乌等⋯⋯。还有名贵药材三七(多以人工栽培)。

野生菌类中鸡苁是有名的土特产，可制成干鸡苁、油鸡苁，味美可



口。还有蘑菇、木耳、柿子等。地下矿藏有铁、铜、铅、煤，石膏
等。 ．

． 经济情况，以农业为主。旧中国，广大农民深受地主阶级和反

动政府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生产十分落后，尤其是高寒山

区，农民多以刀耕火种，广种薄收，一年收入除交租纳税外，所剩不

多，生活十分贫困。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扶持农业，
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固定和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

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实

行以家庭经营为主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速度较快，粮食连续几年增产。全县有耕地
面积207，701亩，占总面积的7．84：其中：水田35，71 1亩，占耕地

面积的17．2％，旱地面积1 71，99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2．84。粮食

作物，大春以包谷(玉米)，水稻、荞子，高梁为主。小春以小麦、
蚕豆、。。豌豆为主。’间种或套种黄豆、小米、粟米、豆类等小杂粮。

经济作物有甘蔗、土烟、烤烟、油料、辣椒、花生等。1981年小春
播种面积162，766亩，产量3，0 16．02万斤，平均亩产185．3斤；大春

播种面积195，963亩，产量7，199．79万斤，平均亩产367．4斤；全年

粮食总产10，215．81万斤，平均每人有粮561斤，‘比1980年增7．8％，

比1977年增37．2％，比1961年增1．3倍。

农业总产值(按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410．44万元，比1980

年增9．43％。现在农村出现三多：卖给国家余粮多，银行存款多，

盖新房的多。据统计，农村私人建新房1 1，3 17间，合1 62，843平方

米，总值279．20万元。
、

副业产值1981年为463．01万元，比1980年增11．83％。多种经

营方面，茶叶是全县重点项目，1981年茶园面积为17，580亩，产茶

33：85万斤，比1980年增1 1．29％。 。， ．

为了使水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人民政

府正确领导；社会主义无比优越，共修建了各种水利工程2，922件，

其中，南涧河堤工程建成后，消除了南涧坝子的水患灾害，保住了

五千多亩良田。兴修和整修水库塘坝502件。其中，母子埂水库，



设计库容为565万立方米，兴利库容为374万立方米。大小沟渠2，398

条，有效灌溉面积24，587亩。同时修建了100珏以上的水电站四座，

20珏以上的十九座，其中，无量电站装机容量660珏，全县小水电

总装机容量为2，800珏，1983年发电量约250万度。1978年底架通了

弥渡至南涧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全县百分之二十的区乡镇和自然

村都用上电。

农业机械，现有大中型拖拉机4l台，手扶拖拉机47台，推土机

4台，大中型机引农具65台，饲料粉碎机370台，碾米机288台，磨
面机183台，采茶机lo台，揉茶机29台，机动脱粒机179台，载重汽

车29辆，为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
工业方面，196 1年以前仅有少数工业、手工业，年产值42．5万

元。分县后，兴办了农机修造，粮油加工、综合食品，烟丝、电力

和运输等国营工交企业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轻工修配、土纸，

副食品加工、印刷、缝纫、弹棉等6个。198 1年工业产值251万元，

比196 1#-增长5．9倍，城乡集体企业也有发展，198 1#-产值17．98万
一
兀。

交通运输方面，解放前交通十分不便，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兴修了海孟公路(海坝庄至孟定)，经过县境

93公里。小普公路(小军庄至普洱)，经过县境70公里。巍南公路

(巍山至南涧)，经过县境l9公里。县城每天都有临沧，思茅、下

关、昆明，巍山，弥渡的客运班车和载货汽车过境。县内修通了至

各区的县级公路。现在八个区一个镇30个乡都通了公路，交通闭塞

的状况有所改善。

解放前，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十分落后，仅有十多所小学，没有

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1981年底统计，
有普通中学三所，在校学生高中八个班361人，初中十四个班703

人，教职员2：87人，附设初中56个班，学生2，536人，教职员_7：：106
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36％。有小学498所，1 009个班，在校

学生24，945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41．5 4。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80．23叻。南涧镇为98％，最低的区为73．4％。教职员工110 1人；

幼儿园一所，三个班，96人，教职员工4人。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



-

下，1980年在南涧中学招收民族高中一个班，学生50人，在新民区

招收民族初中一个班，学生30人，‘民族小学两班，学生50入，都实

行了免费入学，而且国家补助伙食和学习费用，培养少数民族四化

建设人才。
+‘

文化事业，从无到有。现有电影发行公司，有电影院一所，有

国营电影放映队6个，区自办放映队3个，城镇和各区多数群众都

能看到电影。县城居民还可以看到电视。 ．．

县文化馆设有图书室，阅览室。县有文艺宣传队， 区有文化

站。县广播站一个，八个区一个镇都通广播。

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只有少量几个中西医私人医生。现在有

县医院一所，设病床83张，医务人员64人，设有内科、外科．手术，

透视等。区设医院8个，’病床70张，医务人员96人。卫生防疫站1

个，‘人员19人。妇幼保健站1个，人员9k。血防站1个，人员32

人。药检站1个，人员2人。各乡合作医疗点75个，人员“6人，初

步改变了缺医少药的情况。

科研工作，1978年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展科学技术试
验、示范和推广工作。1979年至1981年间，经州成果鉴定，获二等

奖的项目有：黄牛冻精技术应用与推广；获三等奖的项目有：适应
山区高产杂交玉米顶交优良组合等十个项目。全县有科技人员216

人，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的49人。

市镇建设，旧时的南涧街，人户少，街道窄，是膏无风三寸

土f有雨一街泥”的地方。新中国建立后，新建的房屋一年比一年

增多。分县后，县级机关在南涧镇，兴建了县级机关办公楼和粮食

局，供销社、贸易、百货门市部，医院等，市镇面貌一年比一年有

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县人民政府认

真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抓好市镇建设，新建了水泥路

面的新正街，重新修整了原东街、西街，丁字街。百货大楼，邮电

大楼等众多新建筑拔地而起，电影院，文化馆、灯光球场、工人俱
乐部，．偃月公园等设施成为文化、体育活动的中心，县城已成为一

个初具规模的新兴城镇。
‘ 名胜古迹属县级重点保护的单位有白云寺、石洞寺、石箭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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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寺在南涧区境内，南涧镇北16公里。传说：太极顶山竹扫寺内

僧人清晨见一朵白云从此地上空升起，此地又是山青水秀，风景优

美，僧人募化，在此建寺，故名白云寺。石洞寺在宝华区境内，南

涧镇南，40公里处，是在悬崖石洞间建寺故名，楼阁结构奇巧，景
致清凿，曾是游览胜地，．年久失修， “文革。期间又被破坏，所存

无几。石箭在浪沧区境内，距南涧镇60公里，箭长七尺余，宽二尺

余，上锐如簇，下圆如干，屹立田中。传说，是诸葛武侯征南时留
下的镇地之物，为古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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