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乙。≮ 工乏一一—：1一厂二

‰，．．—／一

一、一—、一一气厂一7 I＼～～十、～～～一一
⋯一一。o z-＼～---～

．一一。，一．，、，／一．、一一

+、。。广、。—一7

i誓i 0 。／o
Lt、j f? ，／．^一一

。。。』7j，二喜一，，．，。j 0
√一

，
7

＼

≥。≯，
、

’、-、、、
，’

／
＼

■一

。、 i／j=，
＼ j、j ～j、
＼＼＼ ／～一

广、》、r／
，—一 ＼



云 南 省

弥渡县地名志
(秘密资料)

编号：

弥渡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四年七月



弥渡县人民政府文件

弥政发(1984)70号

★

关于颁发我县《地名志》的通知、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宇宙间各种实体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范围，不

同形状和特征而共同约定的名称，是社会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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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

事。我县历史上民族迁徙和演变情况复杂，现为民族杂居。许多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

很大，出现了一地多名，多地一名，一名多写，一名多译，音译不准，含义不好等情况。在

“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地名，更造成混乱。随着四化建设的发民，
搞好地名普查清理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显得十分必要。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我县予一九八■年九月至一

九八三年六月组织力量，到全县各村对普查范围的地名，访古问今，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查考有关资料，对照地理概貌特点，考虑群众习惯称谓，确定了各条标准地名。在地名普查

的基础上，又按省的要求规定编写了《弥渡县地名志》。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予以颁发

使用。今后，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时，应按此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改和新命

名的地名，须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启用。特此通知。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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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人民政府的安排部署，我县于一九A--
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组织力

量到全县各村，在原社队干部配合下，对普查范围的各条地名，进行访古问今，查考资料，

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对照地理概貌特点，考虑群众的习惯称谓，按上级的有关规定，确定

了各条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名称，从而结束了我县地名混乱的现象。地名普查成果经省、

州检查验收后，为了发挥地名普查成果的作用，为社会提供准确的地名依据，又于一九八三

年七月将地名普查办公室改为地名志编纂办公室，进行编写《弥渡县地名志》。

《弥渡县地名志))是按“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进行编

写的。版本规格、封面设计、编排内容、录取要素，排列顺序等均按省的规定进行。《弥渡县

地名志》采用词条式排列，共编入各类地名1360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1129条；

包括县名1条，区名7条，镇名1条，乡名80条，区辖镇名3条，办事处4条，自然村名938

条，片村名10条，农、林点名68条，街、巷名l7r条。独立存在并起地名作用的企事业单位名

称43条，包括场、厂、校、站、道班等。人工建筑物名称95条，包括库容量在lO万立方米以

上的水库，海塘名51条，桥梁名29条，20千瓦以上的电站名10条，抽水站名5条，名胜古迹名

称5条；包括古迹名3条，纪念地名1条，风景区名1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88条，包括山

名59条，河流、箐名16条，地片名8条，泉水名5条。所列地名总数中，属彝语村名71条，

彝汉混合语村名27条，彝语山名1条。共彝语地名99条，占总数的7．23％。

本志列入的还有：县、区、镇概况，对名称来历及其演变，建置沿革，现时政区、人口、

经济状况等作了简略介绍。以国家l：5万地形图为依据，经过普查校正标准地名和位置，绘

制成弥渡县政区图，弥城平面图和各区地名图．这是地名实体的直观呈现，载入本志。编排有

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以便查阅。拍摄选载具有地名意义、名胜古迹、特

点、风光等照片40张。

本志取录材料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人口按一九Jk．--年七月一日零时全国第三次

人口普查统计数，其它数据均按一九八二年度的年报。

对本志给予支持，协助、指导的单位有县文化馆、水电局，工交局、统计局、文教局、

卫生局、人口普查办公室、档案馆、蔬菜公司、在此表示感谢!

参加地名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康寿宁、侯明德、李银生、邹勇、禹学智等五人。

参加地名志编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康寿宁、侯明德、李银生、梁青等四人。

《弥渡县地名志》编纂工作，时间短促，水平有限，经验缺乏，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恳请批评指正。

弥渡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



屈． 例

一、本《地名志》收入的地名资料，按省规定的范围进行，是一本供各部门使用的地名

工具书。地图界线和自然实体、人工建筑物等，凡是有争执的地方，均不作为所有权的依

据。

二、地名排列顺序是以各类地名在图幅上按纬差一分，自上而下，从左到右分类集中，

自然村和农、林、牧点以乡为单位集中排列；乡以区为单位集中排列；区以县为单位集中排

列；政区住地名称紧接政区名称之后排列。

三、方位距离，为直线水平距离。

四、本志书中凡出现的“苴’’字，方言读“左’’I “毗"字，方言读“皮"； “堡"字，

方言读“普’’，“亏’’字，方言读“启’’。

五、人工建筑物中，容水量不N50万立方米的水塘，当地称为海塘。50万立方米以上的

称水库。

六、地名用字，按规定一律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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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概况

弥渡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东南方。东邻样云和南华县，南接景东县
和南涧县，西靠巍山县，北邻大理市。位于东经100。197至100。477，北纬24。47 7至25。32 7之

间，总面积1525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弥城镇。 ’

弥渡坝子古代是一片汪洋浩瀚的古泽国，行者易“迷津一，要不“迷津’’，除非“设

渡"，故名“迷渡’’。《赵州志》有一篇《迷渡考))说： “兹土崇山还谷，水道甚多，一至

秋霖，众水汇聚，汪洋若海，古无杠梁，往来之人每每失路，迷渡之名遂有，，。明末，江河

泉塘已初步得到治理，江河要道已筑桥梁，曾改“迷渡’’为“普渡’’，清初又复名“迷渡’’。

到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江河又得到进一步治理，建筑的桥梁也更多了，使“立朝之

士，耕野之农，居廛之商，出旅之徒，或遵道遵路，不迷所往"。有称“桥乡黟之说。经奏请

改“迷"为“弥’’。“弥渡"之弥字，一写作“游，，或“弥"字，古汉语作为“水深满’’解

释，}弥亦与弥同，因当地大水弥漫涌流，水灾频繁，屡见史册记载，群众渴望消灾免祸，过

上安定日子，故将“潞"去其“}’’点水旁，有祈求安定，去水患之愿望，达到休养生息、

过着安康幸福生活。弥渡之名，史料中多数都认为是从水乡泽国而得各。

弥渡，西汉时属益州郡云南县。东汉属永昌郡。三国蜀汉，晋宋、齐属云南郡。隋朝属

白子国地，隶南宁州总管府。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白崖郡内置于州，七年(公元624

年)置勃弄、匡州二县。唐南诏宋大理国时置白崖赕，又名勃弄赕，元朝宪宗七年(公元

1257年)置白崖千户，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于白崖赕置建宁县，属赵州。二十五年撤

销建宁县，并入大理路。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设弥渡市巡检，隶赵州白崖堡官，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增置大理府督捕通判驻此。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撤销通判。

清雍正八年(1730年)移大理督捕通判住弥渡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奏准设县，以赵

州，祥云，宾川、蒙化(今巍山)四县插花地并合组成弥渡县。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

年)六月，划属腾越道，道废、直属省。

1949年4月18日，地方游击队“滇西人民自卫团"(滇桂黔边纵八支队前身)宣布“弥

渡解放’’，即成立“县政委员会"，1950年1月正式成立人民政府，属大理专区。1953年将

蒙化县二区文华乡的大树坪，石佛哨、大甲板，小甲板、金刚寺划归弥渡县，1954年将马街

区划归样云县，原属凤仪县的红岩区划归弥渡县。1958年撤销弥渡县，并入样云县，1961年

复置弥渡县。1963年将兔街公社划归南涧彝族自治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

260．157人，其中汉族237，243人，彝族20，386人，回族l，353人，白族954人，傈僳族90人，

壮族，纳西、苗，藏、满、侗、佤、傣、蒙古、布依、哈尼、拉枯、景颇、阿昌、普米、独

龙等122人，共有21种民族，汉族占总人口的91．19％，其它少数民族占8．81％。辖1个镇，

7个区，四个办事处，80个乡(包括12个民族乡)和三个区辖镇，938个自然村。

弥渡境内，山峦重叠，峰谷相间，南北纵列，由北至南呈一狭长地形，地势由北向南渐

低。海拔最高点是九顶山3118米，最低点是康郎乡大新田(村)1242米，县城驻地海拔1675

米，由于海拔差异大，气候变化也就大，“山上山下，大不一样，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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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形成了立体气候。年平均气温16．2℃，最热的六月份平均气温为21．7℃，最冷的一月

份平均气温8．9"C。年积温5000至5500℃之间。无霜期242天，年平均降雨量750毫米左右，雨

季一般在六月上旬开始，到十月底结束。雨季降水量为全年降水量的85％左右，往往出现冬

春干旱，夏秋洪涝。

境内主要的山有九顶山、老尖山(寿星山)、天目山、太极项，五台山，阿尼山、天生营、

灵宝山、太平山等。主要河流有毗雄河、毗雌河、牛街河、礼社江。森林面积有60．8万亩，

草地、荒山有114．4万亩，是一个多山的县，素有“九山一坝’’之称，弥渡坝子占总面积的

8．65％，山区半山区占91．35％，自然资源有温泉、铜、铂、铅、铁等矿藏。

弥渡县是农业县，但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0％，每人平均只有耕地O．84亩，过去主要

是生产粮食，近年来烤烟、油菜等经济作物已有大幅度的发展，在218，213亩耕地中，1982年

复种面积为408，357亩，其中：粮食面积337．837亩，粮食总产13，828．49万斤，比解放初期

1952年的8，303万斤增67．2％，在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8％，林业占3．53％，畜牧业占

11．67％，副业占13．94％，渔业占0．06 oA，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栗树营水库，容水量

1760．37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9，200亩，著名的土特产主要有大芋头、大蒜、小红梨、山

药(中药材)等。

工业：解放后从无到有，至1982年底全县有工业企业单位32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8

个，集体所有制工业24个，合计总产值894．72万元。在这些工业中，主要有大理州永华煤矿、

县水泥厂、农机修造厂、农副产品加工厂等。

交通：解放初期，县境内仅有昆畹公路和弥宁公路经过境内共70公里，现这两条公路一

为昆瑞线、一为海孟线。属国道二级公路，沥青路面，海孟线穿过县城，城内设有汽车站，

可直达昆明、广通、下关、临沧、思茅等地区和县。厂矿专用公路有4条，全长5l公里，县

区公路有5条，全长59公里；区乡公路有3l条，全长151公里，共有各类公路42条。总长27 1公

里，在坝区已形成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大部分村庄可通汽车和拖拉机。1952年全县仅

有马车8‘辆，现有各类机动车94辆，其中货车67辆，客车5辆，消防车2辆，救护车4辆

等。

文教事业：解放后发展很大，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花灯团、电影公司、’有电影放映

队19个，其中国营7个，集体12个。区文化站6个。教育方面：1952年全县有初中一所，在

校学生527人，小学187所，在校学生14，150人，合计学校188所，在校学生14，677人，教职员

355人，1982年有县办中学3所(高中班16个班)，区镇中学5所，附设初中点27个，在校学

生6，646人。小学441所，在校学生43，190人，全县适龄入学儿童率平均为87．4％，合计有学

校449所，在校学生49，836人，教职员工l，870人，其中民办教员720人，与解放初期的1952年

相比，学校增加261所，增238．8％，在校学生增加35，159人，增339．55％，教职员工增加

1，515人，增526，76％。
． 卫生事业：1952年仅有县医院一个，鼠疫防治所一个，卫生所2个，医务人员共89人。

1982年全县有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血防站、皮肤病防治所，区卫生院7个，诊所4

个，共有病床367张，医务人员423人，其中全民所有制341人，集体所有制54人，个体28人。

医务人员比解放初期1952年增加334人，增375．28％。此外各乡、镇都有卫生室。由于机构人

员大量增加，医疗设备逐渐增置，已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这三大传染病，控制了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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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白喉等多种地方疾病。

科研事业：在科技方面，1953年建立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人员和设备都逐年增加，1977

年又建立了县科委，建立建全了四级农科网，有农科员3100多人，农、林、水、卫生系统已

建立学会，寅街区建立了科普协会。由于科技机构的建立建全，科技人员归队，以农业为主

的科研推广工作在各条战线已弪开展。推广科学种田，对实现高产稳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

用，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科研成果得到省州的奖励。1982年对墨麦科研工作荣获省人民政

府的奖励，荣获州人民政府奖励的有小麦、水稻增产等四项，州部门奖励的有三项。

县人民政府驻在弥城镇。县级党、政、法，群和农林水电、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机关

单位，也都云聚于此，形成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弥城历史悠久，市场繁荣。

近年来的建设情况变化很大，原有古老破旧房屋大部份已拆除另行新建，房屋占地向四周和

空间发展，原有街道长度一再延伸，新发展的街道有南大街等四条。南大街为全城之冠，长

1110米，宽14米，两侧房屋拔地而起。建筑工艺大部份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新颖大方，

具有八十年代的新水平。城内最高的房屋已有五层，全城主要街道均为混凝土路面。今日之

县城，市容整齐美观，昔日“脏、乱、差"的面貌已一去不复返。县城历史悠久、市场繁荣，

土特产品甚多，是全县物资交流的中心，特别是蔬菜市场较大、品种较多，除供应当地之外，

每年还负担着外调任务1100多万斤，供应着昆明、’楚雄，下关、思茅、临沧、丽江等省内近

三十个县市。大蒜、蒜苔等品种调往北京，唐山、重庆、哈尔滨、秦皇岛等十多个省市。蔬

菜中最著名的是大芋头，一般一个芋头重量有五市斤左右，个别的达十至十五市斤，其特点

是： “芋大如瓜，水涨就圯，清香可口，营养较佳"。其次是水果上市量大，全年都有水果

出售，秋冬季节，大街小巷堆积如山，梨的品种就有二十多种，其中最著名的是香酥梨和小

红梨。香酥梨： “色泽红黄、皮润美观、肉质细腻，清脆多汁，艳甜芳香黟。小红梨： “形

圆色红，肉厚核小、贮存时间长，糖化后皮红心黑(又称为乌心梨)，既泡又甜，渣少汁多，

满口清香，，。还有山楂，苹果、水蜜桃、黄心桃、梅、李、杏、柿、桔子、香橼等，年总产

约三百五十万斤，畅销昆明、渡口、思茅、临沧等地。再次是竹器市场，量大种多，工艺精

致，物美价廉，特别著名的有“腰子提箩■用途宽广，式样美观大方，初到弥渡的客人，见

到提箩十分赞赏，依依不舍，购之以作留念。还有历史传统工艺制作的猪卷蹄，各类米糖，

蒲草席和农产品土瓜、黄萝卜等。都是畅销附近各专州市县。

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我县牛街区的天生营，在清咸丰年间，是彝族农民李文学起义

反清的大本营，现有李文学起义遗址纪念碑，已列为省级保护单位。太花区铁柱庙内的铁柱，

名日“南诏铁柱黟，又称‘‘天尊柱矽或“建宁柱”等，柱高3．3米，圆周I．05米，直行阳文正

书“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建极’’是南诏景庄王蒙世隆的

年号，时当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即公元八七二年。)已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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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城镇概况．

弥城镇位于县境北部，在弥渡坝子中部的东山脚下，城区四周为太花区所围绕。弥渡坝

子古代是一片汪洋浩瀚的古泽国，弥城镇住地古名桃花渡口，此渡口有摊贩居住，逐步形成i

市场后改称“弥渡市"。清代陈鼎《滇游记))称： “迷都(渡)亦大村落，百货俱集，气候

温和，沃壤数万顷，此称为“市刀者，仍因农村物产富饶，集镇繁华得名也’’。蜀汉建兴三

年(公元225年)建宁郡从白崖移迷渡市筑城池，因国朝建置沿革异动，建宁城池未成，明崇

祯十年(公元1637年)又筑迷渡土城，已筑东、西、南三面，北面因受水害未筑成，故迷渡

市又叫迷渡城。明清以来，迷渡地方系属大理府赵州所辖，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设

迷渡市巡检，清雍正八年(1730年)改设大理督捕通判驻弥渡。民国元年奏准置弥渡县，县

政府驻弥城原通判驻所。弥渡县建立后，弥城范围为中和镇，解放前夕更名为弥城镇。

解放后1950年属一区，仍叫弥城镇，1958年属弥城人民公社，称弥城管理区，1961年改

为弥城镇人民公社，1963年为弥城镇，1980年建立弥城镇人民政府。弥城镇有史以来，均为

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所居，是非农业人口。19年3月，将原太花人民公社太花大队、双海

大队的葵园、寺坡、新民村划归弥城镇。弥城原．84设四个居民委员会并为两个办事处，新划入

的农村为两个办事处，共辖土地面积五平方公里，其中市区一平方公里，有办事处四个，街

道14条，巷3条，自然村11个。总人口10，891人(非农业人口5，282人)，其中汉族10。571人，

白族176人，回族143人，纳西族1人，少数民族共320人，占总人口的3．41％。有耕地3，268’

亩，主产水稻，小麦、蔬菜。

弥城驻地海拔1675米，年平均气温16．2℃，最热的六月份平均气温为21．7℃，最冷的一

月份平均气温8．9℃，年积温为5，000至5，500℃之间，无霜期240天，年降雨量750毫米左右，

雨量不足，分布不均，常年雨季一般在六月上旬开始，到十月底结束。

弥城是县人民政府的驻地，县级党、政、法、群和农、林、水，电、工交财贸，文教卫

生等机关单位集聚于此，形成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弥城的街道工业和文教

卫生等各个方面，也有显著发展。工业除轻机厂、服装厂、制鞋厂、木器厂、翻胎厂等工艺

较高，规模较大的厂社由县管辖外，街道办的有五金修理，理发、照相、饮食，服务等六个

厂社，职工368人i年总产值为69。182元。有完全小学二所，在校学生1，473人，教职员工58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4％。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334人，教职工14人。有城镇医院一

个，设有中西医、病床20张，医务人员35人。

城内古迹有一座回龙塔，在城东突起的小团山顶上，是弥城驻地的显著标志。城北的青

螺山下新建为青螺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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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县(Midt&Xiam) 位于滇西，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年平均温度

16．2℃，总面积1，525平方公里，由南至北形

呈一狭长地形。地势由北向南渐低，总人口

260，157人，有汉、彝、回、白、傈僳等21种

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弥城镇南大街。

弥渡坝子，古代是一片汪洋浩瀚的古泽

国，行者易“迷津’’，要不“迷津’’，除非

设渡，故名“迷渡"。《赵州志》载：“兹

土崇山还谷，水道甚多，一至秋霖，众水汇

聚、汪洋若海，古无杠桥，往来之人每每失

路，迷渡之名遂有’’。明末，江河泉塘已初

步治理，要道已筑桥梁，曾改“迷渡为“普

渡气清初又恢复原名“迷渡"。到雍正六年

进一步治理了江河，建成的桥梁很多，称之

“桥乡’’使立朝之士、耕野之农、居廛之商，

出旅之徒，或遵道遵路不迷所往’’。经奏准，

改“迷渡’’为“弥渡"。

明清以来，弥渡地方隶属赵州、祥云、

蒙化、宾JtI插花地。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

奏准设弥渡县，1958年并样云县，1961年又

分为弥渡县。
．

．南大街 (N矗nda Jie) 东起文东街，

西至陆家营，长1，110米，宽14米。此街于

1960年后逐步形成，t驻有中共弥渡县委员

会、县人民政府、人民银行、招待所等十个

单位。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

因位于城南，命名南大街。

弥城镇(Mich6ng Zh6n) 位于县

境北部，在弥渡坝子中部的东山脚下，镇人

民政府驻后街，辖四个办事处，14条街，3

条巷，11个自然村，10，891人， (非农业人

口5，283人)，其中汉族10，571人，白族176

人，回族143人，纳西1人。耕地3，268亩，

主产蔬菜。弥城一直是县府驻地，是全县的

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弥城驻地，

古名“桃花渡"，因渡口有摊贩居住，形成

10

市场后改称“迷渡市’’。明崇祯十年(公元

1637年)建土城后，又称“迷城’’。1912年

建立弥渡县，城区为中和镇，后改称弥城镇，

1950年属一区称弥城镇，1958年属弥城人民

公社，称弥城管理区，1961年改称弥城镇人

民公社，1963年称弥城镇，1980年称弥城镇

人民政府。

后街(H6u“e) 东起中和街，

西至小北门街口，长220米，宽6米，是弥城

镇人民政府驻地，因此街位于前街后，故名

后街。1953年曾改为新胜街，经县人民政府

1983年3月2日批准，恢复原名为后街。

城西办事处(ChengxI Banshichfi)

位于城西北部，办事处住西街，辖5条街2

条巷。有居民2，669人，其中汉族2，532人，

回族110人，白族85人，驻有县公、检、法、

医院、财政局等16个单位。1984年顺城，西

街两个居民委员会合并为办事处，以住地在

城西，故名。

西街 (xi‘Jie)东起小北门街和后

街口，西至土产公司，长362米，宽7．5米，

街内驻有公、检、法、土产公司等4个单位

和建有人民礼堂，因位于弥城西部得名。

南屏街(Nhn Pihg Jie)东起前进街，

南至南大街，街道弯而窄，长246米，宽6米，

驻有保健站。原此地竹子较多，称竹子巷。

1935年重修小南门为南屏门(城t-D后改名

为南屏街。

南通巷 (N／mtong Xihng)北起南

屏街，南至南大街，长100米，宽1．5米，巷

弯而窄，因巷内有公厕，原称尿尿巷，现以

该巷是南屏街通往南大街的巷道，经县人民

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更名为南通巷。

顺城街(Sh血nch6ng丁ie)东起文东

街，西至西街口，长632米，宽7米，驻有县

医院、县工商局等4个单位，此街靠原古城

墙得名。
’

狮象街(Shixi／I_n Jie) 南起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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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北至狮象桥，长28米，宽4米，原无街

名，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以

狮象桥命名狮象街。

．狮象巷(ShixiAng Xiang)东起狮

象桥，西至食品公司，长90米，宽2米，巷

弯而窄。原为河埂边，1977年居民建房成

巷，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以巷

口的狮象桥命名狮象巷。

小北门街 (Xi_2tob6im6n J ie)南起

小十字街，北至蒙化街桥，长218米，宽4米，

驻有镇粮食加工厂，原名小北门，城门座落

于此得名。1953年改名永胜街，但不习惯用，

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恢复原

名为小北门街。

城东办事处(Chengdong Banshlchfi)

位于弥城东部，办事处驻前进街辖9条街，

1条巷。有居民2614人，其中汉族2，432人，

回族33人，白族149人。驻有县人民政府、镇

人民政府等48个单位。1984年将前进街、光

明街两个居民委员会合并为城东办事处，以

住地在弥城东部，故名。

前进街(QiAnji矗Jie) 东起光明

街，西至南屏街，长186米，宽10米，驻有县

医药公司等4个单位。此街原为城内主街，

故名前街。1953年以社会前进之意改名为前

进街。

中和街 (Zhonzhe Jie) 南起南大

街，北至顺城街，长240米，宽7米，驻有饮

食三饭店。因弥城原称中和镇，此街又位于

城中部，故名中和街。

南新街 (NAnxin Jie) 南起电影

院，北至中和街，长112米，宽10米，驻有县

人武部等2个单位和建有电影院，原叫大南

f-J夕b，因现为城南一新建大街，经县人民政

府1983年3月2日批准，命名为南新街。

光明街(Guangming Jie) 东起政

通巷口，西至前进街口，长120米，宽8米，

驻有县商业局、邮电局等10个单位和建有百

货大楼，是弥城主要商业区，原以街内的关

圣殿得名关街。1953年以劳动人民重见光明

之意，改名为光明街。

文新街(W6"nxin7 J ie) 南起光明

街，北至文化馆，长i00米，宽12米，驻有县

联社等8个单位。系1964年新建街道，无街

名，现以此街位于文化馆和新华书店之间，

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2日批准，命名为

文新街。

政通巷(Zh6ngtong Xiang)南起南

大街，北至百货大楼，长64米，宽8米，原

巷内有水沟，故名水沟口，现以此巷是县政

府通往东街、光明街的要道，经县人民政府

1983年3月2日批准，更名为政通巷。

东街(Dong Jie) 东起文东街，

西至光明街，长161米，宽10米，驻有国营饭

店、弥城派出所等5个单位，因位于弥城的

东部故名。

文东街(W6ndong Ji吾) 南起翻

胎厂，北至汽车站，长500米，宽9米，驻有

弥渡一中，国营旅社等7个单位和建有停车

场。原叫东门外，现以此街位于城东文笔山

下，经县人民政府1983年3月批准命名为文

东街。

城南办事处(ChCnCnan Banshicha)

位于弥城南部，紧接南大街，办事处驻陆家

营。辖8个自然村，有4，504人，汉族。耕地

2，689亩，主产水稻，小麦，特产蔬菜。解放

初属一区菜园乡，1956年为菜园农业生产合

作社，1958年为弥城人民公社菜园管理区，

1961年为太花人民公社太花管理区，1963年

为太花区太花人民公社，1971年为太花人民

公社太花大队，1984年为适应城镇发展，将

本大队划归弥城镇，因位于弥城南部，故名

城南办事处。

陆家营 (Idjiayidg) 位于弥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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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紧与南大街相连，有622人，汉族。陆姓 ．

首居故名。

西大桥(Xida Qi／m) 位于弥城西

lOO米，有247人，汉族。因村在西大桥旁，

以桥得名。

西河灌(Xih69uan) 位于弥城西南

700米，有171人，汉族。因该村耕种的土地

靠村西面的河水浇灌故名。

灶官营(ZAoguanying)位于弥城西

南900米，有213人，汉族。灶姓官员建村故

名。

烟园村(Yanyu矗fiedn) 位于弥城东

南，与南新街和南大街相连，有680人，汉族。

该村特产草菸(土烟)而得名。

太和山(Taih6 shen)位于弥城东南

600米，有380人，汉族。该村居于太和山下，

以山名为村名。

姚芹(YAoqiil) 位于城南1．55里，

有1695人，汉族。明朝初期实行军屯制，一

个姓姚的旗官在此居住，故称姚旗营，后演

变为姚芹。

花园村(Huayujtncan)位于弥城东

紧与南大街相连，系太花区公所住地，有325

人，汉族。因此地杨姓建过一花园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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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北办事处(Ch6ngbi!i Banshiehg)

位于弥城北部，办事处住寺坡，辖3个自然

村，有1。104人，汉族。耕地579亩，主产水

稻、小麦，蔬菜。原属太花人民公社双海大

队，1984年为适应城镇发展，划归弥城。因

位于弥城北部故名。

寺坡(Sipo) 位于弥城北部，有484人，

汉族。此地是一个建有庙宇的小山，原名青

螺山，后有外籍人在寺旁的坡上定居，故名

寺坡。

葵园(Kuiyu鱼n)位于弥城东北部，

与文东街相连，有328人，汉族。该村原以种

菜为业，叫小菜园。清光绪十年(1884年)

杨景修(光绪丙子科举人，以功保至道员，

分发直隶省候补)在村口建一牌坊，匾上书

“葵园"二字，由此村名就改叫葵园。

新民村(Xinmincfin) 位于弥城西

北与小北门相连，有292人，汉族。此地原属

蒙化(今巍山)县管，村旁有一桥曾名蒙化

街桥。1951年以寓意新社会的人民，改为新

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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