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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县人民政府文件

马政发(83)101号

★

关于颁发马龙县标准地名的
通 知

“

各公社(镇)，县直各委、办、科、局：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对某一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

工具。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准确，是关系到“四化"建设，

民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内外交往的一件大事。我县历史上曾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由

于民族居住的变迁，译音不准和书写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较

为突出。特别是“文革’’期间，搞地名“一片红”，对一些公社、大队、自然村的地名

任意更改，使地名失掉历史继承性和群众的习惯称呼，人为地造成地名的混乱。

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增强民族团结，利于国内、国际交往，实现地名标准化；

显得十分必要。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实施细则》的

具体要求，我县从1981年6月至1983年5月组织人力对全县八社一镇的地名进行了普

查。在广泛调查和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全县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

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标署名等，所

使用的地名一律以此次颁发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更改

地名，须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

马龙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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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对某一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

工具。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准确，是关系到国家建设、民族

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内外交往的一件大事。我县历史上曾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民

族居住的变迁，译音不准，书写不规范等原因造成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现象较突出。

特别是1966至1976年间，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一些公社、大队、自然村的地名，使

地名失掉历史继承性和群众的习惯称呼，人为地造成地名的混乱。

为适应建设需要，增强民族团结，利于国际国内交往，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重

要。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的要求，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上

级地名办的帮助指导下，自1981年6月至1983年5月组织82人次，对全县地名的标准名称、

来历含义、地理位置等进行调查。在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查阅历史

资料，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把文革期间任意更改的地名恢复过来，

含意不好的、群众要求改的经县政府批准进行更名，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的地名确定

了标准名称，基本结束了我县地名的混乱状况。并以地名普查的资料为基础，编辑了

《马龙县地名志》。

地名志中收入地名963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75条，自然村名453条，街道居民区

9条，企事业单位8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15条，农、牧点60条，人工建筑物80条

(10万方以上水库75座、水沟3条、桥一座、坝一座)、自然地理实体198条，地片65

条。条目排列顺序，既遵循由北往南、自西向东的原则，又照顾到自然村、居民点行政

区划的完整性。企事业单位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

以县集中排列。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当地读音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

时，加注方言读音。为方便查找，编排了首字笔划索引和汉语音序索引。所述距离均为

图上距离。

本志所用数据除注明者外，均为1980年年末数。

马龙县地名领导小组组长李鸿钧(副县长)。编辑人员，文字：张啥、张志堂，数

据：黎云德；摄影：苏泽、常俊；审稿：苏泽：地名办；张志堂、张志寿、李宽、王友才。

在编志过程中，承蒙各方面大力支持，谨在此表示谢意。

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经验不足，时间和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指

正。 ‘

马龙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歹_



马龙县概况

一、地理位置、名称来历含义和历史沿革

马龙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属曲靖行署所辖，位于曲靖西南面，距曲靖30公里。东与

曲靖县接壤，南同陆良县、宜良县交界，西和嵩明县、寻甸县毗连，北邻沾益县。总面

积1645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马龙县委员会、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驻地通泉镇，

位于县境中部偏东，海拔2063米，是全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县辖八区一镇、65

个乡、453个自然村。总人口163445人。其中：农业人口144430人(汉族135822人，彝

族4143人，苗族2530人，回族1924人，壮族10人)。

“马龙”一名，最早始于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置的马龙州。据《元史地

理志》所载： “马龙州夷名撒匡，昔焚刺居之，盘弧裔纳垢逐旧蛮而有其地，至罗苴内

附。于本部立千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为州。即旧马龙城也，领一县"。由

此可知“马龙"一语源于少数民族语，系彝语“麻笼”的近音演化， “麻”为兵“笼"

为城，全意为(土司)驻兵的城。

历史沿革。据史料记载，西汉就在马龙境内设置同濑县，隶属益州郡，晋武帝泰始

七年(公元271年)改置西安县，隶宁州建宁郡，南朝时又恢复同濑县，隶建宁郡。隋

时为南宁州总管府属地，初唐为撒匡蛮所居，隶南宁州都督府。唐玄宗天宝末年(公元

755年)，云南全境为南诏蒙氏所割据，马龙境内为盘弧裔纳垢逐1日蛮而有其地，号为

纳垢部，隶南诏拓东节度。宋大理国时仍为纳垢部是东爨鸟蛮三十七部之一，隶大理国

石城郡，后设纳垢千户所，领易隆百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置马龙州，领通泉

县，隶曲靖诸路管军万户府。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3年)省通泉县入马龙州，清仍为

马龙州，隶曲靖军民府。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把马龙州所属的河西屯、左

卫屯、土城划归嵩明州。上、下南屯、火烧屯(今永胜)、高堡屯、左所、大路屯、土

桥、张家屯、上、下中和、小车章划归寻甸州。旗头村(今鸡头村)、张旗屯(今张家

田)、余大屯、桃园、瓦仓、半个山，孟家屯、吴太屯、郭旗屯、大龙井、中屯、猓猓

冲(今新发村)、穑稼村、阿左必、上、下高坡、茨湾(今寺湾)、蒋家冲划归平彝县

(今富源县)。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改县，称马龙县，直隶于省。民国二十四年，

把原来划归平彝县的地方仍划归马龙县辖。民国二十六年又隶曲靖督察专员公署。一九

五。年成立马龙县人民政府，隶曲靖专员公署。一九五八年马龙县撤销并入曲靖县。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又恢复马龙县建制。一九六三年把寻甸县辖的马过河、红桥、龙海

等钟灵山以东的地方划归马龙县。一九七六年将马龙县的大营、光明、彩连、石灰窑等

地划归曲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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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理状况及气候

马龙“四野皆山，地势高峻’’。山脉系梁王山与乌蒙山余脉的伸延部份。由于纵横

交错的山脉切割，境内的河流分属南盘江和牛栏江水系。张安屯、石河、纳章区全境，

月望区东南部属南盘江水系，余属牛栏江水系。主要河流有两条，马龙河发源于县境东

部的山箐中，经西海子、越州屯，蜿蜒曲折数十里，流经县城南部称为西河，又汇东河

水为龙潭河，再折向西南流经土官寨，折向西北为白蟒河，流经马过河一带又叫马过河，

进入寻甸县境后于七星桥注入牛栏江。迤泽河发源于县境东部鸭子塘的山间，流至后洞

进入伏流，自龙洞涌出称龙洞河，西经方郎、纳章、竹园为迤泽河，又向西南流经乱

头、大庄进入宜良县境内汇入南盘江。

因县境内不同走向的山脉纵横交错，众多的河流迂回切割，形成了具有山区、丘陵、

河谷等复杂地理单元的特点。计有十一个河谷槽子，十一个山间小坝，是粮食和经济作

物的主要产地。地质结构大部为页岩地貌，透水性小。小部为石灰溶岩。土壤多为偏酸

红壤。

全县境为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最高牛头山海拔2456米，最低咨卡海拔1854米，

大部份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13．5℃。最高气温31．7℃(1963年5月30日)，

最低气温零下11．6℃(1977年2月9日)。全年日照总数为2435．9tb时(1981年)。年

均降雨量在900至1100毫米之间。最高1356．5毫米(1974年)，最低706毫米(1969年)。’

降雨多集中在6至8月，无霜期为200天左右。相对霜区较长，一般在当年10月至次年

3月。常见自然灾害有八月低温，三月倒春寒、干旱、冰雹等对农作物危害较大。

矿藏资源主要有铁矿，磷矿和重晶石。其中尤以铁矿为多，其分布状况是方郎八百

万吨、纳章八十万吨，曲宗、小营约三十万吨。含铁品位最高的是方郎铁矿。目前主要

由富源矿厂在开采。

三、经济状况(1980年数字)

农业：昔日马龙缺水、缺肥，气候偏凉，土地瘦薄，广种薄收。解放后党和政府领+

导人民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经济日趋发展。从1956年至1980年全县兴修100

万方以上水库18座，10万方以上水库49座，小坝塘182个，共计249件，有效蓄水6036

万方，灌溉面积88907亩。电力抽水站114站。几年来水利设施发挥了极大效益，给适时

栽播，防治病虫害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科学地使用了农药、化肥，提高了单位面积产

量，1980年粮食单产476斤是1950年214斤的222％。全县有农业人口144430人。耕地

237191亩(人均1．6亩)，其中：田110609亩，地126582亩。

主要农作物生产情况：稻谷99430亩，产量4798万斤。包谷56703亩，产量3222万斤。

洋芋38298亩，产量2004万斤。小麦66358亩，产量778万斤。总播种面积337010亩，总产

11298万斤，人均有粮78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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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种烤烟16075亩，总产量529万斤。油菜15527亩，产量33万斤。

畜牧业：有大牲畜36449头，其中黄牛17840头，水牛16494头，马1639匹，骡468

头，驴8头。山羊3291 oR，绵羊14641只，猪年末存栏53602头。 ．

林业：全县有林面积100万亩，主要分布在马鸣、纳章、石河、旧县、马过河的鲁

石等地。全年木材收入7l万元。有灌木16．7万亩，宜林荒山57．7万亩，二荒地14．3万亩，

草场31．4万亩。1957年引进山东苹果试种，现已有6971亩，主要分布在王家庄区，还有

茶叶6700亩，主要分布在旧县、马鸣区。梨2028亩，油茶7250亩，当前正在积极发展栽

桑养蚕。

财贸：全县财政收入379万元。商业国内纯购进总值为976万元，其中农副产品购进

856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1813万元。

工业：1949年前仅有为数不多的个体手工业。解放后地方工业有了发展，全县工业

总产值321万元，其中县属国营企业135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186万元，社队企业47

万元Ok均约3．2元)。有小型水电站13个，年发电量136万度。还有3．5千伏变电站一

个，架设输电线路133．9公里，全县已有八区一镇48个乡，271个自然村通电。

交通运输：贵昆铁路、公路自东向西横贯境内。全县八区一镇，43个乡通汽车。

文教、卫生

解放初全县有中学一所、小学34所，中、小学教师72人。1980年底全县有普通中学

3所，小学305所，教师进修学校、农业中学各1所，在校学生24262人。其中：高中生

346人，初中生2814人。教师1061人(民办教师529人)。适龄儿童入学数17800人，占

适龄儿童总数20437的88％。各类文化设施和机构15个。其中文化馆、电影公司、电影

院、宣传队各一个，电影放映队8个，书店3个。

1949年前全县范围内只有少数草医和一家私人诊所。现有各类医疗机构78个。其中

县医院、妇幼保健站、皮肤病防治院、防疫站各·个，区镇医院9个，乡合作医疗室65

个。病床189张，‘医务人员421人，其中国家医务人员162人，集体所有制医务人员15

人，农村244人。

革命纪念地：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两次

经过马龙。1975年7月1日在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陆家庄建立了红军纪念碑。

1950年在保卫征粮工作和剿匪的艰苦斗争中，有五位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于县城南

门外建立了五烈士墓。红军纪念碑和五烈士墓已成为对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进行革

一；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方。

· 6 ·



县城新街一角

马龙县城老街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X I NG ZH ENG QUHUA HE JUM I ND I AN

M I NGCHENG

∥一Z



通泉镇概况

通泉位于县境东部，东与曲靖县相连，南与月望、石河区犬牙交错，西接旧县区，

北与王家庄区毗邻，总面积170．73平方公里。

因镇驻于通泉得名。此名源于古通泉县，旧址在今旧县。据《康熙志》载：该地元

初设易隆百户，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设通泉县，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

省通泉县入马龙州，为留作纪念，故以通泉县名作州驻地名。

1950年前称通泉镇，1956年称通泉乡，1958年称红旗公社，1963年称通泉区，1966

年称通泉公社，1984年称通泉镇掊通泉、大龙井、昌隆铺、让田、杨官田、大海哨、小
寨七个办事处40个自然村，总户口2958户，17841人。其中苗族26户，149人，余系汉族。

地处半山区丘陵地带，地势东、南、北三面高而西低，山峦起伏，山与山之间多小

坝’最高海拔(象头山)2320米，最低海拔(响水河)为1972．6米，平均海拔2100米左

右，气候冷凉，干湿季分明。最高气温(1963年5月31日)为31．7"C，最低气温(1977

年2月9日)为零下11．6℃，年平均气温13．5℃o最高年降雨量为(1974年)1356．5毫

米，最低为706．6毫米，一般在1000毫米左右，霜期从10月下旬至次年三月。

全镇以农业为主，有耕地26825亩，其中水田14886亩，耕地占总面积的10％，人均

耕地1．59，主产稻谷、玉米、洋芋、小麦。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主要农作物稻谷播

种13306亩。产量622．8万斤；玉米5209亩，产量339．6万斤，洋芋5064亩，产量328．7万

斤，烤烟1972亩，产量58万斤。全年总产1457．6万斤，人均有粮609斤。

1980年末有大牲畜水牛2143头，黄牛1787头，马114匹，猪6607头，山羊2827只，

绵羊3170只。

有林地8503亩，疏林地18834亩，灌木林地3618亩，荒山39200亩。

水利，原无保水田，1956年后兴修了水利，至ilJl980年止，共建水库7座。其中蓄水

百万方以上的3个，十万方以上的4个，总库容925万方，有效灌溉9921亩，电力抽水

站23个。

镇所在地(即马龙县城)有人N7211人，其中非农业人1丁3309人，农业人口3902人，

是马龙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原系土城，旧地在今旧城山，万历40年(公元

1612年)在土城之南改建马龙砖城。

1950年后，马龙古城在不断变化，原来的一条凸凹不平的街道，晴天尘土飞扬，下

雨泥泞难行，现新建有羊角山、建设路、新街，街道两侧有邮电、商业、供销、金融、

印刷、饮食、旅馆、医院、电影院、文化馆等，形成一座新的城镇。

文教卫生，现有普通中学一所，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小学36所，在校学生3503人，

教师239人。卫生事业有发展，1950年只有一家私人诊所，现有县医院、防疫站，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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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70张，医务人员120名，大队有合作医疗站，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面貌。

革命纪念地有五烈士(墓)，1950年保卫征粮被土匪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纪

念五烈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和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南门外建立五烈士

墓，以便后人瞻仰悼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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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马 龙县

羊角 山

通泉镇

通泉办事处

南门街

盛家田

大 凹子

长坡岭

北门街

新 街

建设路

大湾河

白 泥场

工人新村

马龙农场

哨
处

哨

汉语拼音

M2tlOng Xian

Y矗n gjittos han

T6ngqu矗nzhen

Tongqu／m

Banshichth

N矗nm6n Jie

Sh色ngjiatiAn

D矗’AozI

ChAngpoling

B§im6n Jie

XIn J i吾

JiAnshe ld

D wAn H6

Bainich 2ing

Gongr6nxincfm

MM6ng

N6ngchttng

D／th etishao

Banshichd

DAhliishao

街 Xi百ngshuIjie

河Xi_ltngshulh6

简 注

位于云南省东郝，山区丘陵地带’耱八区一镇，65个乡，453个自然树，人口

163445人。马龙来源于彝语“麻笼”，。麻”为兵，。笼”为城，金惠驻兵的

城，后近音演变为马龙。

从乐西门至通泉小学，长2lO公尺，竞15公尺。驻有中共马龙县委会，昙人大

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武装部，文教局，电影院等。因山形似羊角得名。

坐落县城东，辖7个办事处，40个自然村，2958户，17841人。因镇驻通泉得

名。

驻南门街，有人I】7211人，其中农业人口3∞2人。其名来源干古通泉县，旧址

在今旧县。元初设易龙百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ff-)改设遥泉县。明洪武

十五年(公元1382年)省通泉县入马龙，fI，将县名作州驻地名，以示纪念。

办事处和镇驻地，从火巷起到甫门水井止，全长400公尺，宽10／z,x尺。主要居

住农业人口，因街位于城南门得名。

半山区，位于县城北3公里。91户，524人，汉族。原名盛旗田，为明代盛娃

军官屯田之地，故得名。

山区，11户，65人，苗族。罩地6嘻，水田14亩，坐落于两山之同的凹中，称
大凹予。

位于通泉镇西2．5公里，半山区，30户，184人，汉族。原名韩坡蛉，因村后山

俗称韩坡岭之故，又因山长坡大得现名。

从火巷起至小桥河，长450公尺，宽Io／全X．居住农业人口312户，1756人．

因街位于城北门得名。

从火巷起至乐熙门公路大桥止，全长440公尺，宽20／z,＼尺。驻有县公安局，县

物资局，县支行，马龙旅社等单位。系1970年以后新扩建得名。

从县公安局至马龙县缝衣社止，全长420公尺，宽2嗡尺。驻有县商业局、粮
食局、供销社。是马龙的商业中心。为1965午后陆续兴建而得名。

居民点，位于县城西北z．5公里。驻有省化轻建材公司仓库，县林业局苗圃，通

泉办事处林业组科技站。以近j可湾而樗名。

居民区，位于县城北l公里。驻有通泉粮管所仓库、县粮油加工厂、县汽车队，

县医院、采购公司。因该地土呈白色而得名。

居民区，位于县城北l公里。驻有县经委会，机械厂、农具厂，木器加工厂等

单位，居住区得名。

居民点，位于县城东北2公里。驻有县水电局、农业局，县公安局看守所。

1950年后为马龙县劳改农场，1963年改为机关农场，故名。

位于镇东北9公里。半山区，糖7村，375户，22鸵人，汉族。驻大海哨得

名。

半山区，28P，163入，汉族。该处开圃平坦·俗称海子，又居古驿道旁历史
上曾在此设哨驻兵褥名。

太海哨东3公里。89户，561人，汉族。居河边，

“响水”，过去曾集市得名。居古驿道，设过锚，

大海哨东4．5公里．半山区，33户，212人，汉族。

边，洪水季节，水流声不断得名晌水河。

洪水季节流水声不断故称

故又名响水铺。

田146亩，地131亩。居河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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