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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人五年八月



曲靖市人民政府文件

曲政发(1985)第67号

关于颁发《曲靖市地名志》、《曲靖市地名图》
的通知

各区公所(力事处)，乡人民政府(居委会)，市属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

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

大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市部分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大，

出现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异写、含义不好以及民族语地名译音不准等现象。特别在

1967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任意更改一些大队，自然村及

城镇街道名称．破坏了这些地名的历史性、继承性及群众的习惯称谓，使地名造成混乱。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澄清我市地名混乱现象，增强民族团结，提高管

理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市依照国务院《关于地名更名，命名的暂行规定》及《全国地名普查若

干规定》的精神，对全市范围内的地名作了认真核查，听取群众意见，查考有关资料，在此

基础上编篡了《曲靖市地名志》，编绘了《曲靖市地图》(标准地名)，现予颁发。今后不论公私

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标，署名等所使用的地名，一律以本志中的标准地名(包括已

命名．更名的地名)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需更改的地名。须报经批准。

曲靖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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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变易的。．地名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

教，科研、新闻、出版，城建、旅游、民政，公安等工作都有密切关系。通过对地名的标

准化处理，提高管理地名的科学水平，对维护国家尊严，增进民族团结，便利内外交往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市的地名普查工作，早在建市前1980年，即已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省人民政府

(1979)312号及曲靖地区行署(1980)51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

积极进行。当时是在原曲靖县及露益县范围内分别展开，从1980年9月到1982年7月，方告

结束。经过普查，基本搞清了两县地名的起源、词义、演变及命名时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

建置沿革等情况，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名，不利于民族团结及含义不好的地名都进行

了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做到有法定的书写形式，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十年动乱中大

搞“一片红”所造成对地名历史性和继承性的破坏，都按当地群众的习俗，并遵照国务院《关于

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给予恢复或更改。对l：5万地形图上标错标漏的地名以及地段

地界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都作了纠正。核调全市地名共2949条。经过资料整理、适当取舍，正

式标图填表的地名共2918条。其中：行政区划239条，．居民点16 条，街、路，巷54条，各

专业部 条，人工建筑物和名胜古迹 条，自然地理实体,22；'-188 223 692条。注销地名31条。在各

类地名中有彝语地名252条，占总数的8．5％，其余都是汉语地名。

本志所录地名，系根据地名普查成果，经过汇总和分类后纂辑的；《曲靖市地名图》所标

地名，本志均已著录。该图所未标地名，已列在本志附录的新旧地名对照表中。所录地名按

性质分为五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4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物；四、名胜古迹、

革命纪念地；五，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以外，一律

按其所处地理坐标自北向南．从西至东的次序编排。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

当地方言与普通话读音不一致时，在“简注”栏内再加方言读音(若只是声调不同，音节无异的

地名，不另加注)。凡属彝汉混合语地名都注记为彝语地名。

本志所用数据， 绝大多数为1980年年终统计数，机构改革后，行政区划，机构

设置有所变动，部份地名作了更名，这些地名所用数据均为1984年年终统计数。本志附录中

列有首字音序索引、首字笔画索引、改革前后机构对照表，’吏名命名表，新旧地名对更辕。
本志在1982年7月至1983年7月，分别由原曲靖，霈益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纂，在

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整理辑录出Ittl靖．霜益两县“地名志”初稿资料。自1983年9月曲靖，霭益

两县合并成立曲靖市以后，成立了曲靖市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从1984年7月起依照新的行

政区划和机构设置，对原稿进行修改合编。重写了前言及地、市、环城区、城关街道力、事处等概

况。为了使资料准确，文体统一，又反复核实有关地名并查阅了数十种有关古籍及现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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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在收集资料、绘图、印刷工作中承省、市有关部门，省地名办公室，省民委彝语工作

队，87487部队，上海市中华印刷厂．省测绘局印刷厂的支持以及省地名办张渤，李子盛同志

的指导和陈建生&徐文义同志的协助，一并在此致谢。由于我们水平不高．经验缺乏，时间

仓促，错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志由曲靖市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辑。

主编赵清生(地名办公室主任)

编辑孙国才
’

初稿贺家瑞况荣贵孙茂义武二龙何云芳姜亚华朱琼美

绘图寸杰生倪世民邱奉金孙国才

摄影雷建才蒋吉成

校对赵清生李光荣 况荣贵 孙国才何云芳赵殿桦 霍靖启吕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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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地区概况

曲靖地区位于云南省东部，东邻贵州省威宁县、盘县、兴义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林

县；南接红河州的沪西，弥勒县，文山卅I的丘北县及昆明市路南、宜良县；西与昆明市嵩明

县相连；r北与昭通地区及东川市交界。全区总面积32，563．43平方公里，辖1市8县，122

个区，9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区级)，457万人，汉族最多，占总人口的90％，其他有彝、

回，壮，苗、白、瑶、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傣等族。因行署驻曲靖市得名。

战国末年，楚将庄矫入滇，建立滇国。，现曲靖地区为滇国所属的劳浸、靡莫等部落。秦

曾遣常颏由巴蜀向曲靖方向修筑“五尺道”。西汉通西南夷，设置郡县。．本区大部分属益州郡，

少部属犍为郡和群舸郡。蜀汉设糜降都督。晋代设宁州刺史，都以曲靖为治所。隋及唐初，先

后置曲州，郎州，盘州、南宁州。自梁至唐初为爨氏所据。宋大理时分为若干部落。元宪宗

六年(公元1256年)立磨弥部万户，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为中路。十三年(公元1276年)

改曲靖路总管府。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为曲靖府。清代仍因之旧，并以寻甸府地

属之。康熙元年至三年(公元1662年一1664年)，曲靖曾为云南省治，云南总督驻曲靖。民

国废府厅州，俱为县。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设曲靖专区。1954年，裁宜良专区，饼归

曲靖。1970年改称曲靖地区，辖曲靖，宣威，会泽，富源．露益，师宗．罗平、陆良，宜良、

嵩明，马龙等11个县及路南彝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1983年国家机构改革，宜

良，路南，嵩明3县划归昆明市。

自然状况：本地区为滇东高原主体部分。平均海拔2000米左右。由断块抬升和河流深切

形成的乌蒙山，重峦叠嶂，气势磅礴，高踞于本区北部。最高峰是会泽县大海梁子，海拔

4016米，最低点罗平三江口子，海拔722米，相对高差3294米，大部分山体海拔在3000米

左右，山脉为东北至西南走向，绵延数百公里，成为金沙江和南盘江两水系分水岭。加之小

江，牛栏江的强烈割切，形成相对高差达1000--2000米的高山深峡，巍峨险峻。山麓冲积扇

和冲积堆比较大。中部海拔2000米左右，高原地形比较完整，具有较齐一的山峰线和广阔平

缓的山顶面，河流切割较浅，相对高差200一500米，沿河流散布着串珠状的断陷湖盆和冲积

坝子，以及大小不一的溶蚀坝子。这些坝子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利条件比较好，是本区

的主要农业区。南部海拔1600米左右，由于南盘江及其支流的割切，高原面大部被破坏，山

岭河谷相间交错，沿河流方向呈条带状分布，相对高差500—1000米，山高谷深，崎岖不平。

本区南部和东部，特别东南部石灰岩分布范围广，受水的溶蚀深，形成孤峰突起，溶洞四伏

的岩溶地貌，已划昆明市的“石林”，就是典型代表。著名的小江活动断裂带纵穿本区西部，

地震频繁，强度大，是我省多震区之一。从公元前26年起，就有地震发生的记载；公元1494

--1966年问，共发生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21次，6级以上的地震6次。河流有南盘江，北

盘江，牛栏江，以礼河，分属珠江，金沙江水系。南盘江为珠江水系，发源于曲靖市马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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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曲靖、陆良和师宗、罗平边境，在三江口流出云南。解放前常溃堤成灾，1399--1948年

间，史载发生大洪灾53次。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沿江人民三十年不懈的治理，上蓄下泄，

中间开发，基本治理了一般的旱涝灾害。北盘江为珠江的上游支流之一，它有两源：北源于

乌蒙山中部，南源于马雄山北麓，向东北横穿宣威坝子，然后进入河谷，在腊笼附近出境，

长145公里。牛栏江发源于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小碑当附近，流经寻甸仁德坝子，穿过曲靖、

宣成，会泽边界，在江边进入巧家县，注入金沙江。此外，还有一些小河，分别属普渡河、

小江和以礼河的支流，注入金沙江。上述河流均为源头河段，靠降水补给，水位季节变化大，

雨季流量大，河床落差大，水利资源丰富。较大湖泊有清水海、迤谷海子等，为断陷型和溶

蚀型湖泊，系碳酸盐型淡水湖，为所在地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并有调节水量与气

候的作用。本地区冬季盛行干燥的大陆季风，夏季盛行湿润的海洋季风，形成特殊的亚热带

高原型季风气候，受地势高低和微地形影响，气候类型多样，垂直变化明显，“一山分四季、

十里不同天”，是本地区气候特点的真实写照。大多数坝区属亚热带气候，山区属暖温带气候；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遇雨成冬。低热河谷属南亚热带气候，基本无霜，终年如

夏，遇雨成秋。高寒山区属寒温带气候，冷凉多雾，长冬无夏，春秋短促，年均温14。C，最

热七月均温19．9℃，最冷一月均温6．4"C，活动积温4256。C。极端最低气温一11．40C。年平

均El照时数1677．4—2318．8小时：年降雨量1067毫米，其中雨季(5一l明)降雨量占全年的
， 87．3％，本区雨量充沛，但时间和地理分布不平衡。从季节看，卜明暴雨尤为集中，是构

成洪涝灾的一个基本因素，十一月至次年四月为旱季，空气干燥，日照充足，蒸发量大，春

旱突出，危害面大。全地区山区雨量大于坝区，坝区多于河谷，东部多于西部，处于东南季

风迎风坡的罗平是一个多雨区，会泽为少雨区，热量特点是年温差小，日温差大，但变幅小，

日照长，有效性较高，对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有利的。冬春多霜冻，八月低温较突出，对农作

物生长影响较尢北部受害尤其严重，冰雹也较为频繁。土壤有山地红壤、山地棕壤及黄壤，
石灰岩土。植被属长绿阔叶林带，已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目前，不少山地少植被，或为幼

林及松林所覆盖，森林覆盖率为25％左右。 ，·

经济状况农业，至1980年，全区5604．75万亩土地面积中，有耕地606．Z万亩，其中：

水田176．95万亩，旱地429．25万亩。．林地1450万亩，灌木林433万亩，疏林222万亩。余为

荒山荒地、村庄．河流、道路。本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但解放前水利条件很差，仅

有保水田40万亩，1952年粮食平均亩产256斤，总产15．6亿斤。解放后，建成大中型水库

30座，小塘坝6000余件，蓄水13．6亿立方米，机电排灌站1880座，装机容量近9万千瓦，有

效灌溉面积156．2万亩，比解放初期翻了3倍；农机总动力58．7万匹马力，机耕面积占耕地

的31％，加工脱粒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95％的公社和80％的大队通了电。1980年化

肥施用量32080adg。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林．牧，副、

渔业的较大发屁耕地占总面积10．1％，平均复种指数160 OAo本地区农业开发较早，人口

稠密，生产集约化程度较高，是云南省主要的商品粮，烤烟、油菜生产基地。1980年粮食

总产量32．7亿斤，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包谷、小麦，蚕豆，薯类。尤以水稻占主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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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仅占粮食作物面积的五分之一，产量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包谷是山区的主粮，种

植面积最大，产量略低于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30％。经济作物以油莱种植面积最大，冬

油莱以罗平县最为集中，秋油莱主产寻甸，会泽县。本区自然条件适于烤烟种植，生产基础

较好，烟叶高产优质，为云烟主产区之一，是大宗出El商品。栽桑养蚕是曲靖市和陆良县农

村的重要副业。1980年有桑园7597亩，蚕茧4066市担。牧业：本区山场辽阔，有牧场2000万

亩，草料和各种饲料资源丰富。1980年全区大牲畜存栏85．15万头，山绵羊存栏136．78万只，

生猪存栏180．93万头。富源的大河猪是地方优良种猪。“宣威火腿”驰名中外，早已是名牌外

销产品。林业：1980年全区森林，活木总蓄积量1787．9万立方米，主要是云南松，其次是壳

斗科，华山松，桤木，桉树，油杉等。建国以来，累计造林1000万亩，保存率为30％左右。

副业：核桃，油茶，油桐为本区重要木本油料。以寻甸、宣威、会泽县较多；油茶主产于罗

平、师宗县；1980年有茶园526．95亩，总产2109市担。渔业、社队企业也有较大发展。地方

土产有：烟，干姜块(罗平、宣威、师宗、富源主产)，蚕丝、腊鸭祜良主产)，毛毯，白芸
豆等。

198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65579万元，其中农业46859万元；林业1254万元；牧业9637

万元；副业7816万元；队办工业5568万元，大队办工业175万元；渔业13万元。

工业：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铁，铅，锌，锗、钻、磷矿石、硫磺等。煤炭品种齐

全，分部面广，储量为60亿吨，占全省煤炭储量的60％，煤田主要分布在宣威，富源、曲靖．

师宗。工业发展迅速，1980年有工矿企业645个，职工45万人。工业总产值达35920万元；

种类繁多的农畜产品，为食品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曲靖卷烟厂，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曲靖毛纺厂和丝绸厂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质量不断提高。造纸、印刷、制药，

生活日用品工业也迅速发展。越州钢铁厂为小型钢铁联合企业。1980年全区有国营煤矿20个，

社队小煤窑220多个。以礼河，宣威电站为滇东北电网的主要电源。化学工业产品有硫酸、

烧碱、黄磷、褐煤腊等20多种。机械工业中，尤以农业机械修造有较大发展，除各县及曲靖

市农机修造厂外，还有柴油机厂，拖拉机配件厂。

交通：贵昆铁路及其支线横穿中部。公路以曲靖为枢纽，四通八达，通车里程7300公里。

至1980年，j全区148个公社，15899个生产队通公路。县际公路干线均为柏油路面。除高寒

山区外，运输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科教文卫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教，文，

卫事业发展很快。至1980年，有中学104所，小学8308所，师范专科学校l所，中等专业学

校5所。在校大专生500人，教职工224人；中专生3800人；教职T_505人；中学生145670

人，教职工9563人；小学生70万人．教职工229490人。地区有图书馆，艺术馆，滇剧，花灯，

京剧等3个剧团，曲靖市及各县均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剧团或文艺工作队。现各区

均有文化站、电影院(队)、广播站。省属科研机构有会泽铅锌矿中试所和劳改局农业科研所，

科技人员41人。地、县级科研所28个，科技人员336人，主要从事农，林，农机，轻工等研

究。1980年全区有医疗机构619个，医务人员10492人，病床8259张。全区151个社(镇)均有

中心卫生院或卫生院。90％以上的大队有合作医疗室，三宝温泉有工人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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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爨宝子碑、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现在曲

靖一中内)和爨龙颜碑(在陆良县)。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寻旬县柯渡区丹桂村中央红

军总部驻地及毛泽东同志路居旧址。此外，霜益天生洞是新发现的溶洞奇观，现已开发游览。
曲靖市珠街八塔台古墓群有一定考古价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曲靖市概况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偏北。为曲靖地区行署所在地。东邻富源、罗平县；南接陆良县；

西与马龙、寻甸县相连；北与宣威县交界。总面积4405．75平方公里。市人民政府驻城关办

事处，为地，市两级政治、文化中心。全市辖17个区，3个区级办事处，210个乡(8个民族

乡)，7个居民委员会，1622个自然村(包括片村)。1980年全市有118033户，701802人，其中，

农业人口109211户，595783人；非农业人口8822户，106019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8％，

其中，彝族1685户，10004人；回族1276户，7572人；苗族268户，1660人；纳西．傣、僮，

瑶、白族666人。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建益州郡，曲靖为郡属味县。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

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治所在味县。唐武德元年哈元618年)建南宁州，复改为郎州，都以
味县为州治。唐南诏时为石城郡，宋大理时为磨弥部所据。元宪宗三年(从元1253年)内附，

六年(公元1256年)立石城千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为南宁州，二十一年(从元1284年)

改南宁县。明、清均为南宁县，均为凸靖府治。民国--tr(1913年)废府，改南宁县为曲靖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为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仍为曲靖县。

1958年曲靖、露益、马龙三县合并为曲靖县(驻君益县)。1961年析复马龙县，1965析复露益

县，曲靖县复驻城关镇。1983年曲靖、君益两县合并成立曲靖市。曲靖这一名称的由来，有

些史志误以为系从唐代的曲州和靖州沿袭而得名。实则唐之曲州和靖州，其地为东晋之朱提

郡，在今昭通地区，不在曲靖地区，讹传始于元代，已历七个世纪之久。如今考证地名，本’

着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特予扼要陈述。

自然状况：本市位于云南东北部，地处乌蒙山系，低山缓丘广泛分布，形成波浪起伏的

高原，海拔2000米左右。除北部马雄山，东部东山，南部竹子山相对高起以外，地势平坦，

高差不大。全市最高点老黎山，海拔2500米以上，最低点德泽牛栏江河谷，海拔1650’米。

曲靖，松林坝子是市内较大型的高原面断陷盆地，市境中北部及曲靖坝子以东广泛分布着石

灰岩，发育岩溶地貌和溶蚀盆地。主要河流有南盘江，牛栏江及其支流西河，龙潭河，潇湘

河，白石江。南盘江发源于马雄山，纵贯市境南北，经松林、露益、曲靖坝子，在响水坝出

市境。牛栏江流经西北部注入金沙江，因其切割较深，故使市境内流域一带，相对高差加大。

市境东南部石灰岩区地面上缺少河流，地下水较丰富。本市气候为北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

干湿分明，冬春干旱多风，夏季雨量集中，气候具有垂直变化等特点。年均温14．5。C，最冷

一月均温7。C；最热七月均温20。C；活动积温4388。C。日照时数2098．8小时，日N．率47％，

年降雨1002毫米，5—7月为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87％，6—7月尤为集中。土壤以山地红

壤及石灰(岩)土，部分地区有棕壤，坝区水稻土为主。植被以常绿阔叶林，落叶林为主，现

在以云南松、华山松占优势。但目前松林及幼林面积较大。境内东南部煤炭资源丰富，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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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恩洪煤矿、新村电厂。北部不仅有煤，还有铁、磷等矿藏。

经济状况：农业，全市6608625亩土地面积。有耕地732656亩；林地2866300亩(经济

林73000亩),疏林626300亩；灌木林5llooo亩；·余为村庄、河流、道路、荒山、荒地和其它所

占。解放前，水利年久失修，江河淤塞，旱、洪涝灾连年不断。解放后，开河炸滩，大兴水

利，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至1980年市内有大中型水库6座(包括宣威的新屯水库)。

小型水库、塘坝，拦河灌溉节制闸共750座，总蓄水达31941万立方米，过水量为0．5立方米

以上的灌溉渠道623公里；电力排灌站、台924个，装机容量26828千瓦，有效灌溉面积362754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5．5％，是解放初期的4倍多。90％的水田得到灌溉。拥有农用大型拖

拉机505台，手扶拖拉机572台。水田30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4％。是本省垦殖指数较高和

水田较集中的市(-县)之一。1980年总播种面积120万亩，复种率达169％，除少数高寒山区

外，基本为一年两熟，主产水稻、包谷，小麦，蚕豆、薯类。总产粮食49525．63万斤，人均

829斤，比1949年增加2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74691亩，占总播种面积的6．3％。‘蚕豆种植

和蚕豆产量居曲靖地区之冠。农业总收入6244．3万元。林业：1980年全市活木蓄积约200万

立方米。主要是云南松，其次为柏株桤木、油杉、壳斗科等。市内有海寨国营林场。水果园
有梨、苹果、柿等，林业总收入64．1万元。牧业：1980年全市大牲畜存栏107182头，户均

0．98头。山绵羊存栏132809只；生猪存栏265186头。建有良种繁殖场。各区均有兽医站，

室。烤烟、猪肠衣、猪鬃，杂皮，板鸭、蚕丝等农畜产品可供外贸出口。土特产有韭菜花、

白水酸菜。1980年全市农．副、劳务，运输等项总收入8942．4万元，人均149元。工业交

通：解放初，全市仅有4家私营工厂，全系手工操作，产量微不足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工

业蓬勃发展，市内电力、煤炭、钢铁，机械、建材、化工、无线电，制药、合成氨、毛纺、

丝绸、维尼纶，水泥，火柴、瓷器、卷烟、食品加工、农具等工矿企业纷纷发展起来。花山

办事处是市内较大的新型工业区。1980年全市有工矿企业99个，其中，国营25个，集体74个，

职工6623人。工业总产值达3254万元。贵昆铁路自东北向西南贯穿市境，在霍益与盘西铁路

交汇。公路与相邻各县通达，市内各区，乡均通汽车，基本实现运输机械化或半机械化。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全市仅有中学3所，小学23所，1980年全_市共有中学18所，小

学860所。在校教职工4745人，中学生20310人，小学生93581人。此外还有师专．卫校，农

机校、技校、财校等大专和中等专业学校，城镇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农村基本普及了小学

教育。市内有电视，微波转播台；影剧院5个；艺术馆1个；文化馆2个；文艺工作队2个。

各区、乡均有广播站、室。三分之—的区建立了文化站。解放前，全市仅有医院2所，城镇

农村缺医少药。解放后，‘大力加强医疗卫生事业，鼠疫、霍乱、疟疾等传染病已消灭。1980年

共有市办医院、防疫站和保健站各2所；区中心卫生院或卫生院21所；病床760张；．医务人

员720人。此外省、地、部队医院5所。市内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有医院、医务室。

名胜古迹：市内曲靖一中存有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从元405年)为晋振威将军

建宁太守爨宝子之墓碑，书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杨旗

田(今越州区薛旗乡)。八塔台古墓群为春秋战国至元，明时期古墓葬群，相传诸葛亮征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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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建八塔台，1979年开始发掘，出土陶、铁．青铜器，为考究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露益天生洞是新发现的溶洞奇观，现已开发游览，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境内有马雄山，翠

峰山、石喇大寺、廖廓公园，麒麟公园、潇湘湖、花山湖，烈士陵园、康桥路雕榭等风景游览

区；三宝温泉、德泽温泉等天然浴池。西山官下村红军战斗纪念塔，珠街红军开仓济贫纪念

碑，白水区王官营、李官营两处红军烈士纪念碑，播乐中学等革命文物和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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