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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呈贡县人民政府文件

呈政发(1 986)l号

关于颁发《呈贡县地名志》的通知 ．

各区(镇)，乡，县属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是否标准化，含

意是否健康，读音是否准确，书写是否规范，是关系到维护国家尊

严，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的大事。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

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全国地名

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在开展了对全县范围内主要地名的普查工

作之后，又经过了反复核实有关资料，走访请教和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编纂了《呈贡县地名志》，现颁发施行。今后，无论

公私事务，凡涉及到使用地名时，一律以《志》中的标准名称为

准，不得随意更改。+如确有必要更名的，须按报批的有关规定办

理。

‘

呈贡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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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共同

约定的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9国

家的政治、经济，民政，军事，外事，交通，邮电、科研、文教，

卫生，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公安，城建，旅游，商标设计等

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密切相关。加强对地名的管理，实现地

名的标准化，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是关系到维护国家尊严，

增强民族团结，有利内外交往，适应四化建设的大事。

呈贡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从1981年4月开始，至1 982年l 2月结

束。普查的范围系以五万分之二地形图为基础，并对图上有而实地

无，图上无而实地有，错标、漏标和张冠李戴等一一作了订正。共

核调了全县范围内的主要地名554条，其中行政区划73条，自然村、
居民点155条，街道、巷16条，企事业单位48条，人工建筑物和名胜

古迹137条，自然实体125条。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
试行细则》的精神，基本查清了这些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演变，以及

与这些地名有关的简况。对含义不健康、用字不准确、书写不规范

以及重名的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其中复名，更名的6条，新命名
的9条，注销的2条。表，‘卡，图、文四项成果，经省验收，市人

民政府颁发给合格证，县人民政府下发了(1983)1号文件：《关
于启用标准地名的通知》。．

《呈贡县地名志》的编纂工作，是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

编纂意见》，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查考了《云南通

志》，《云南丛书》，《呈贡县志》等历史资料，走访了专家、学

者，进一步核调和增补了有关资料后撰写的。鉴于全县面积小，地

名条目不多，为了适应各部门广泛使用的需要，所增补的资料较为

丰富详实。《志》中所辑录的地名共581条，其中已核实为彝语地名
的1 8条。编排顺序和条数为：一、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居民点244



条；二、企事业单位68条；三、人工建筑132条(其中表列98条)；

四、名胜古迹9条；五，自然实体128条。除行政’区划驻地跟排于

行政区划名称之后外，总的是分类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从北到

南，自西向东，同时又兼顾到行政区划内的相对集中来编排的。除
部分人工建筑物用表列式外，其余都采用词条式排列。所有地名后

面都加注汉语拼音。是彝语地名或有别名的已分别注明。《志》中’

所用的数据，人口系根据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统计，其

余数据为1982年统计。“呈贡县地图簟中的膏昆那公路一即地名释文

中的。昆河公路”，二名通用：地名释文中的距离，未注明公路里

程的均为直线距离。《志》中还附录有“1984年呈贡县情”，。呈
贡县小水库，．塘一览表”，。呈贡县抽水站一览表”，。1 984-年农村经

济基本数字对照表一，膏1985年农村经济基本数字对照表一，“呈贡县
行政区划沿革一，。呈贡县命名、更名，复名地名表”，。古今地名对照

表”，“地名首字笔划索引”，搿地名首字音序索引纾和。呈贡县历史沿革
图”等。

’

《呈贡县地名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继承和发展我们

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遗产的地方文献。是由呈贡

县人民政府地名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主管副县长姚大华，
原地名领导小组组长，编纂委员会主任段志，办公室主任孙加云，

办公室副主任、责任编辑晋琨，编辑郑凯。参加地名普查的主要工

作人员郭留成、晋琨，郑凯，尹茂，李贵云、李清良，李荫星、郭
增荣、李树清、赵日斌。本志图片摄影：市地名办赵祥、钟明远，

‘县文化馆卓诚，县政府毛天浒。地图清绘：市地名办邓广琼。地图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二-七工厂。《志》书承印：昆明市清泉塑料

彩印厂。承蒙县统计局、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一中图书室、禄劝县

地名办李臣秀，以及为我们调查资料的朱正明、杨培礼、吴润祖、潘文
章、郭树礼，何明，张舒景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并得到省、
市地名办公室的关切指导，一并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由于编纂人员
水平有限，难免有差错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呈贡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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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贡县概况

呈贡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昆明市区东南面，属昆明市郊县。
县人民政府驻龙城镇城内办事处，距昆明市区I 5公里，公路里程17公

里。总面积456平方公里。处于北纬24。427至25。oo，，东经1 02。45
7

至103。00 7之间。东邻宜良县，南接澄江县，西濒滇池，西南-9晋宁
县相连，北与昆明市官渡区接壤。辖I镇j 6区，3个办事处、3个区
辖镇和59个乡，计I 55个自然村和居民点。1 982年6月全国第三次人
口普查时有25，462户，I 16，699人(未含省、市驻县单位)，其中汉

’族I 14，851人，回族I，643人，彝族98人，白族50人，其他少数民族
57人；全县农户24，524户，I I I，601人。年末统计数(含驻县单位)

为28．279户，1 29．360人。
●

。

呈贡县在西、东汉时属益州郡之滇池、谷昌二县地。谷昌县地

中有城(镇)名“呈贡一，在今古城之地。唐属昆州之晋宁、益宁二

县地。世为。步莫强宗部蛮一所居。 舅呈贡一系彝语搿扯过”，

。柴谷一的谐音。 。扯，柴”为稻谷， 智过，谷一为海湾、坝子，

意为“盛产水稻的海湾坝子一。汉字书写时译为今名。元宪宗六年

(I 256)立呈贡千户所，辖九城及乌纳山。至元十二年(1 275)割呈

贡、诏营、切龙、雌旬、塔罗和罗忽六城及乌纳山区置呈贡县，因

县治在呈贡得名。割安江’』安堋、大吴龙置归化县。至元中改呈

贡县为晟贡县，明初复为呈贡县，城址迁至今地。清康熙七年(I 668)

裁归化县并入。民国时期隶省。1 950年属玉溪专区；1956年化城，

中卫，安江、富有、白云、马金铺，大营，横冲，海晏9个乡划归

晋宁县；1957年划入原澄江县马郎乡(今马郎，野竹，胡家庄乡)；

1958年撤销呈贡县建制，划归晋宁县；I 962年又将龙街，洛羊、吴

家营、大渔、马金铺五个公社划出为昆明市呈贡区，1 965年又复为

呈贡县。

行政区划沿革：I950年8月前为6个区，8月后并为3个区；I 951年



为3个区，27个乡；l 952年为4个区，3 1个乡；l 953——1 955年为3

个区，27个乡；1 956年1镇1 7乡；1957年为l镇7乡；1 958年为2个公

社，19个管理区；1963年为6个公社，53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逐

年调整，至1983年为6个公社，66个生产大队，1984年改为现制。
呈贡县地形东高西低，多为丘陵。东北部的七旬区为山区，东7

部、南部和北部的吴家营区、马金铺区、洛羊区为半山区，西部临近

滇池的龙街区、大渔区和龙城镇为平坝区。东、南、北部海拔多为

2，000米左右，中部海拔多为1，950米左右，西部海拔多为1，900米左
右。东南部的梁王山，海拔2，820米，东北部的盐臼山，海拔2，449

米，西部滇池边的房子湾，海拔1，888米，东北部阳宗海沿岸的三

十亩，海拔为1，775米。境内有5条东西流向的河流，北部的马料河，

源于昆明市官渡区境，主经洛羊区、龙街区北部，又从官渡区境入

滇池，中段建有果林水库。中部的洛龙河，发源于洛羊区和吴家营

区的黑、黄、白龙潭，系常流河，并兼作石龙坝水库，白龙潭水库
的输水渠，下游另名东大河入滇池。又中部的捞鱼河，流经吴家营

区，汇于大渔区胜利河入滇池，现已成为松茂水库输水渠。南部的

梁王河，发源于梁王山麓，流经马金铺区和大渔区入滇池，现已成

为横冲水库输水渠。又南部的南冲河，、发源于晋宁县境，流经马金
铺区南部，又转晋宁县境入滇池，现已成为哨山水库输水渠。

呈贡县地处滇池东岸，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并有滇池的调

节，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常年平均气温

14．8。C(1 982年为1 4．7。C)。最高气温(7月)平均为1 9．4。C(1 982年

为20．7。C)。最低气温(1月)平均为8．5。C(1 982年为8．2。C)。东北

部山区气温略低于西部坝区1．7。C。年平均降水量8 15毫米(1 982年

为641．1毫米)。全年无霜期280天(1982年为287天)有霜天数29天，

日照2，312时。四季多为西南风，仅阴，雨、雪天为东北风。主要

灾害性天气是干旱和夏秋之交易出现局部性冰雹。

呈贡县自然条件优越，水利化程度较高，水库、塘坝、抽水站

星罗棋布，沟渠网络。蓄水量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有松茂，

横冲、果林3座，小(一)型水库6座，小(二)型水库及塘坝99座；

抽水站1 43个，其中1 00珏以上的32个。



呈贡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有耕地1 14，659亩，其中水田
66，634亩，山田1，840亩，秧田6，264亩，果园旱地25，1 22亩，水浇
地1 1，598亩(含商品蔬菜地2，882亩)，轮歇地5，552亩。产水稻、小

麦、玉米、蚕豆，大豆、高梁、水果，蔬菜、烤烟和油菜籽等，特

产宝珠梨。1982年粮食总产9，089万斤。水果127，330担(其中宝珠

梨4，700担)。蔬菜338，965担，烤烟9，771担，油菜籽6，604担。全

县有山场554，636亩，其中林山97，770亩，覆盖率1 7．6％。1 982年

末生猪存栏数66，007头，年内出栏数3 1，833头，出栏率57．6％，其

中上交国家24，954头。大牲畜合计12，066头，其中黄牛1，038头，

水牛6，264头，马4，471匹，骡203匹，驴89匹。山、绵羊5，854只。

乡镇企业有建筑、铸件、五金修理，砖瓦窑，陶窑、石灰窑，采

石，挖砂，耐火泥，酒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米线坊、捕鱼养鱼、

饲养、粮食及饲料加工等。1 982年农业总产值合计3，6 1 5．68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9．3％。农业总产值中农业产值1，950．07万元，

占53．9％；林业产值41．02万元，占1．1％；牧业产值41 7．44万元，

占1 1．6％；副业产值1，1 52．09万元，占3 1．9％；渔业产值55．06万

元，占1．54。农民收益分配2，665万元，每人平均239元。

呈贡县的工业基础薄，厂矿少，规模小，仅有工业系统的农机

厂，水泥厂、县磷矿、印刷厂、木器社、服装厂；商业系统的副食

品加工厂、粮油加工厂，以及区办工业大渔磷矿等。1982年工业总

产值43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7％。·
1 982年农副产品采购总值为1，1 75．2万元，其中商业局425．3万

元；供销社255．56万元；粮食局494．34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

3，063．74万元(仅销售的部分商品中，有手表4，204只，自行车2，8 1 5

辆、缝衣机1，1 3 1台、电视机448台)。财政收入498．8万元。年末银

行存款余额2，409万元，其中储蓄存款735万元，农村为315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集市贸

易甚为活跃，除龙城镇的常年集市外，比较主要的有逢阳历三，八

日集市的龙街和一、六日集市的化城街等，1 982年农村集市贸易成

交额881．84万元。

呈贡县地处昆明市近郊，为通往滇南和滇东南的要道，昆(明)河

／∥夕《『．



(口)铁路(米轨)、昆(明)勐(腊)公路、．昆(明)河(口)公路、马(金
铺)澄(江)公路穿境而过，加上区、乡之间的简易公路，交通线网

络。昆河铁路在境内有呈贡、王家营、三家村、水塘4个站，其中王

家营火车站为准轨米轨中转站，可联通全国各铁路干线，附近驻有
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云南省分公司昆明仓库、云南省公路局沥青

供应站、云南省土产公司王家营仓库、昆明铁路局第一工务大修队

等二十多个单位，形成了一座山间小城镇。县城南设有通往滇南和

滇东南各地的汽车客运售票站。昆明公共汽车相通。 一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1982

年有学校105所，590班，教职工1，091人，在校学生24，190人。其

中高中1所，16班，在校学生760入；初中8所，68班，在校学生

3，387人，高、初中教职_T_301人；小学96所，506班，教职工_790人，

在校学生20，043人，小学入学率达96．4％。县有文化馆、图书馆，

电影管理站、电影院、新华书店；区有文化站、放映队，大渔、马
金铺两个区还建有影剧院；40多个乡、镇建有文化室。1 982年有卫

生事业机构76个，其中县属医院、防疫站、保健站3个，区卫生院6

个，厂矿，学校卫生室2个，农村卫生室65个。有卫生人员399人，

其中乡村医生1 64人；病床1 57张。已灭绝的病疫有天花，鼠疫、霍

乱；能防治的传染病有伤寒，麻疹，猩红热、百日咳，破伤风及脊

髓灰质炎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呈贡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也
取得了很大成绩，曾受到省人民政府的奖励，1982年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千分之三点九二。
⋯ 一

呈贡县属滇池地区开化较早的地区之一。犬渔区龙潭山发现的

古人类遗址和人颅骨化石，距今已有三万一千年，属市文物保护单

位。龙街区天子庙发掘的古墓葬，墓坑长6米，宽、深各4米，出土

文物有青铜器皿和珠贝、玛瑙等，已鉴定为战国时(公元前480一222)

墓葬。另外还有小王家营的汉墓和石碑村汉墓群；大王家营的沐详
墓及其神道碑(明代，沐英第五世孙)。明末清初云南的高僧，除晋

宁的担当(唐泰)外，另一个就是名满江南的诗僧读彻(赵莶雪)，系
呈贡县古城人，著有《南来堂诗集》等。清道光年间闻名全滇的书

法家，．曾书过。大观楼”等匾额的孙铸和挥笔“金马一、 “碧鸡一



等坊匾额的孙清彦，均系呈贡县太平关人。云南省早期共产党员罗
彩，1 903年生于呈贡县乌龙浦，1924年参加革命，任云南省农协执

委，呈贡县农协主席，1928年3月在昆明地坛就义。三十年代左翼

作家，聂耳好友张天虚，系呈贡县龙街人，著有长篇小说《铁轮》

等书，郭沫若曾为该书撰过序。四十年代初；著名作家和学者谢冰

心、费孝通等，曾多年旅居呈贡研究和讲学。1957年3月8日，朱德委
员长曾到吴家营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

呈贡县的古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的尚有文庙大成殿，古城魁星

阁和化城魁星阁。郎家营关圣宫发现的。永免门役碑记一，明万历
四十四年(1 6 1 6)所立，为研究起源于明代军屯的地名提供了实物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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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居民点



龙 城 镇

[L6ngCheng Zheng]

1956年以龙街，城内台并建镇，各取一字得名。1958年擞销镇，1963年为龙街公社的

城内，龙街、古城大队，1984年重设镇复名。

位于县境西北部。县属镇。辖龙街、城内、古城三个办事处，五个居民点。总面积

11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和镇人民政府驻城内。除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分省、市级

企事业单位外，主要为农户所居。总人口10，639，其中农户1，765户，7，153人(男3，212

人，女3，941人，汉族6，754人，回族386人，白族7人，彝族4人，壮族1人，苗族1

人)。处坝区。有田3，245亩，地l，904亩，菜地55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蚕豆。

粮食总产5，032，178斤，油菜籽24，247斤，水果27，700公斤，烤烟42，934公斤，蔬菜62，000

公斤。有山场630亩，其中林山450亩。乡镇企业有建筑、砖瓦窑、陶窑、铸件、酒坊，

五金修理、旅馆、食信和车辆保管等。全年总收入1，456，324元，人均204元。有初中1

所，7班，教职工17人，学生400人’中心小学3所，32班，教职工50人，学生1，530人。

有文化室、图书室，文艺组各1个I卫生室3个，医务人员11人。城内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龙街是县内最大的农贸市场。昆(明)勐(腊)公路自北向南穿过，交通

方便，市场繁荣。古城为元代县城址和明代诗僧读彻(赵苍雪)故里I石碑村东侧有大

片的汉墓群’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建筑有古城魁星阁和城内文庙大成殿。

零曛嬲。一一． *8#‰·黔‘绺我 8一

龙城镇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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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Chengne 1位于县境西北部，县

人民政府驻地。因在县城之内，故名。元

至元十二年(1275)置县，城址在今古城

(土城)，明洪武十六年(1383)迁至今

地，天启四年(1624)始建有砖石城墙城楼，

1951年zE'1964年问，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

已被拆除。城内有三台山，登蜂远眺，东

望粱王山屏幛，西赏滇池渔帆、睡美人山，

南睹平坝丘陵，粮果之乡，北览春城，历

历可望。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龙城镇人

民政府及城内办事处均驻于此。海拔1903

米，块状聚落。总面积1．4平方公里。有东

门街、南门街，西门街、北门衡、龙城街，

环城南路、环城北路、环城西路、三台路，

环山路，文笔路，城东路、东门坡、西门

巷、孔家巷、新寺巷等十六条街巷，除龙

8

龙城镇人民政府

城街，环城南路，三台路为机关企事业单

位或国营，集体商业网点外，其余衔巷主

要为城内办事处农户所居(农户人口同城

内办事处)。并驻有云南省水利科学研究

所、中国有色总公司九建一公司，昆明市

药材公司仓库等单位。城南部的龙城街，

环城南路是主要商业区，龙城街有常年农

贸市场，上市物资以蔬菜、水果，鲜肉、

鲜鱼、禽蛋、豆腐为主。城南的运动场是

全县最大的文体中心区，场内驻有县体委

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电影管理站、

工人俱乐部和青少年宫等单位。通往滇南

的公路干线经此，昆明公共汽车相通，并

设有长途班车站。交通方便，市场繁荣，

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北门街[B芒im(§n Ji邑】在县城西北

部。是通往原北城门(朝京门)的一条街遭，

故名。南起南门街和东门街交接点，北至

环城西路北端。全长770米，均宽6米，混

凝土路面。北段驻有云南省水利科学研究

所、昆明市药材公司仓库，县贸易公司仓

库及零趸批发店，南段驻有县防疫站，县

建材公司，余为农户所居。
‘

环城西路[Hu6ncheng X i 10]位于县

城西部，为昆(明)勐(腊)公路之一段，两

旁驻有企事业单位和民房，巳逐渐形成街

道。新命名为环城西路。北起县煤建石油

公司，南接龙城街，全长1200米，均宽20

米，沥青路面。北段驻有县煤建石油公司，

县林业局，县畜牧兽医站。中段驻有县粮

食局，龙街粮管所，自来水站、良种场。

南端驻有邮电局，县医院和县副食品厂等

单位。

环城北路[Huoncheng B芒ilcI]位于

县城北部，以环绕县城北而新命名。西起北

门街，东接文笔路北端，全长530米，均宽

6米，碎石路面。路北侧驻有县木器社，

县木材站，部队干休所。路南侧为旧城墙

基和耕地。

环城南路[Hu6ncheng N6nlO]位于

县城南部，以环绕县城南而新命名。西起

环城西路，北至东门街，城东路，东门坡

交接点，中与龙城街呈“十黟字相交。西

段为混凝土路面，东段为沥青路面，全长

565米，均宽16米。两旁建筑多为钢筋混凝

土结构，主要为国营合作商业区之一。并

驻有城关派出所、县消防队，新华书店，

县供销社，商业局、县农机厂，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县贸易公司，县蔬菜公司等单

位。

西门街[Ximen Ji吾] 位于县城西

部，因通往原西城门(观海门)得名。混凝土

路面，全长270米，均宽4米，东起北门街，

西至环城西路，街呈“～劳形，驻有县药

材公司仓库，主要为农户所居。
-

三台路 [S石nt6i 10】位于县城东北

部，因通往三台山顶而新命名。南起东门街

西端和北门街南端，北至文笔路，长587米，

均宽8米。南段系混凝土路面，中段为沥

青路面，北段为土路面。驻有县人民政府，

中共呈贡县委会、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县纪委、县法院，县检查院，县农业局、

文教局，邮电局、武装部，县党校，广播

站等单位。
’

文笔路[Wenbl Jo]位于县城东北部，

以通往文笔山顶而命名。南起环山路，北

至文笔山顶，全长484米，均宽8米，驻有

县城建局，县水电局，县看管所等单位。

环山路[Hu6nshan 10]位于县城东

北部，因路环三台山和文笔山南部山腰而

新命名。西起三台路，东至东门坡，全长558

米，均宽9米，西段为混凝土，‘东段为土

路面，主要为农户所居。

南门街 [Ndnm∈n施]位于县城南

部，因通往原南城门(文明门)得名。曾名南

正街。南起环城南路，北与北门街，东门

街相接，全长204米，均宽5米，混凝土路

面。沿街多为集体和个体开设的土杂，修

理、照相，理发，医疗等铺店，杂以农户

所居。

东门街[D6ngrnen Ji吾】位于县城东

部，因通往原东城门(就日门)得名。西

起南门街和北门街交接点，呈。丁骨字形，’

东至环城南路，城东路、东门坡交接点，

全长426米，均宽6米，混凝土路面，驻有 ，

县公安局，服装厂，城内小学，教师进修

学校，民间兽医站、龙街区税务所、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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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检查所，机关幼儿园等单位，余为农户
所居。

龙城街[LOngcheng Ji吾]位于县城

南部，以此街从龙街通至城内而新命名。

北起东门街，南达龙街，与环城南路q十-

字交叉。全长1230米，均宽20米，沥青路

面。北段为新建街道，南段沿公路两侧建

房成街，为商业中心街道。驻有工商行政

管理局，县人民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

行、食品公司，县税务局、财政局，工交

局，中段有县体委，文化馆，图书馆，电

影院，电影管理站、工人俱乐部和农贸市

场。

城东路 [Ch芭ngdOng 10】位于县城

东部。系由原县城东门延伸出去的一条公

路而新命名。近年来单位和居民沿路建房

成街。沥青路面，长740米，均宽8米，驻

有县物资局、农机局等单位。‘

西门巷 [Ximen Xidng] 位于县城

西部，因通往原西城门得名。东起南门街，

西北接西门街，全长226米，均宽3米，混

凝土路面。全为农户所居。

新寺巷 [Xinsl Xibng] 在县城西

部。以巷内有一所小新寺而新命名。东起西

门街，西至环城西路，长107米，均宽2米，

混凝土路面，西端驻有食品公司生猪仓

库，余为农户住宅。

孔家巷 [KOngj ia Xiang】在县城西

南部。相传于清代末期，以巷内住有．一孔

姓大户得名。后孔姓迁走，巷名沿用。东

起南门街中段，西至环城西路，全长158

米，均宽3米，混凝土路面。旧城河沿巷

穿过，全为农户所居。

东门坡 [DOngrnenp6]在县城东北

部。因路跨东门外山坡得名。南起东门街口

和环城南路，城东路交接点，北与环山路

lO

相接。沥青路面，全长500米，均宽9米．

南段有居民，北段两侧为耕地。

城内办事处[Changnei BOnshichO]

因驻地城内得名。1952年属古城乡，19 56

年属龙城镇，1963年为城内大队，1984年改

为龙城镇城内办事处。县人民政府驻地。有

农户658户，2，532人(男l，148人，女l，384

人)，其中汉族2，199人，回族327人，彝族3

人，自、苗，壮族各1人。处坝区。有田1，391

亩，地718亩，蔬菜地25亩。主产稻谷，小麦，

蚕豆，玉米。粮食总产2，172，251斤，油菜

籽11，907斤，水果16，700公斤，烤烟32，564

公斤，蔬菜50，000公斤。有山场500亩，其

中林山400亩。乡镇企业有轮窑，瓦窑，建

筑，铸件，车辆保管，五金修理，食馆，

旅馆、粮料加工等。全年总收入627，236

元，人均258元。有中心小学l所，15班，

教职"1"26人，学生757人。有文化室1个，

卫生室1个，医务人员4人。

龙街办事处【LOngj i圣 BdnshichO]因

驻地龙街得名。1951年为龙街乡，1956年

属龙城镇，1963年为龙街大队，1984年为

龙街办事处。在县城南约500米。属龙城镇。

辖龙街，石碑村、新草房3个居民点。有

525户，2，218人(男997人，女1，221人)，

其中回族47人，其余为汉族。处坝区。有

田796亩，地541亩。主产稻谷，小麦，蚕

豆、玉米。粮食总产1，258，751斤，烤烟

4，200公斤。乡镇企业有建筑、铸件、车辆

修理，酒坊，陶窑等。全年总收入293，117

元，人均132．6元。有中心小学l所，8

班，教职工12人，学生360人’文化室，图

书室各1个，卫生室1个，医务人员2

人。

龙街[LOngji邑】明，清以来，逢辰

日集市得名i清咸丰以后逢属龙，狗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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