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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人民政府文件

★
云政(8 4)2 5 6号

●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的通知

各区(镇)、乡、县属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

地名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借以识别宇宙间各种地理实体的位置、范

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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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和文化的建设，关系
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是多民族杂居的分散

山区县，历史上民族迁移和演变情况复杂，特别是居住在澜沧江，1比江两

岸的一些民族，今昔不同，致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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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不清的

情况，加之有的地方随意更改地名，因此造成了地名的混乱。随着四化建

设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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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9)3 0 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有关规定，我县

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组织力量对全县十一个区镇的地名进行了全面普

查。经过反复核实，听取了干部群众意见，考查了有关资料，对照地埋慨

貌特点，考虑群众习惯称谓和保持地名的稳定性，现已确定我县标准地名，

经县人民政府讨论研究，决定予以颁发使用。今后，在称呼书写使用地名

时，应按照此次确定的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凡需要更改和新命名的

地方，必需按规定上报批准。

云龙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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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始地名普查，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结束。这次普查工作是根据国

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进行的，全县共核调了2403条地名。通过了资料的核实整理，

进行必要的取舍，对可以继续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过去任意乱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用字不

当．涵义不健康的作规范化处理，基本上结束了地名的混乱现象。并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结合

区乡体改，最后审定云龙县正式标图填表的地名为22 l 3条。其中行政区划99条，居民点l 633

条，农点牧点3 l条，城镇街巷4条，有地名意义的各专业部门32条，名胜古迹和人喇物35
条，自然地理实体380条，注销地名l 88条。就上述各类地名中有白语地名l 5 1条，彝族语地

名65条，傈僳族地名24条，阿昌族地名6条，其余大部份是汉语或混合语地名。有些地名因沿

用时间较长已成为群众约定的指称。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性，除了部份用字生僻，用字不当，含

意不健康的作了一些更改外，一般都不作变动。云龙县的地名，绝大多数是白语汉译而来，因此

多数地名都有自．汉两种语言的涵义。另外是在地名中常见的“场”字和“登”字，是指“箐”

和“村”的住地而言。

本志按性质分为五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四、名胜

古迹。五，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行政区划的驻地，跟排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以外，一律分

类别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自北向南，从西向东的次序排列。

本志所用各项数据，除区乡的人户按l 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填列外，其余均按l 981

年地名普查时实有数填列。本志所录地名有两套检索表列于。附录”中：一是首字笔画索引；二

是首字音序索引。

本志的编篡工作是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多次指导和县文教局、文化馆，林业局，水电局，民

委等各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具体由杨枝荣、杨子林，张烟、杨育根、许苑萍五同志负责资料收

集、整理、编辑的。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不高，缺乏经验，难免有缺点错误，请给予批评指正。
‘

云龙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九月

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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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县概况

云龙县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十二市，县之一，位于本省偏北，县城距昆明市574公里，距自治

州首府大理市175公里。东与洱源县接壤，南与漾濞、永平、保山相连， 西与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泸水县相接，北与兰坪、剑川县毗邻。云龙县地处横断山脉澜沧江纵谷地区，是大理州内居住

分散的典型的山区县。县城驻地位于县中部的石门镇。全县有十个区一个镇，一个农村办事处，

一个街道办事处，两个乡级镇，八十三个乡，l 602个自然村，3 l O 29户，总人口为165，736

人(1 982年普查数字)，其中白族有1l 5，l 83人，占总人口的69．5％；汉族33，585人，

占总人口的20．26％；傈僳族75 1 6人，占总人口的4．5 3％；彝族7 884人，占总人口的4．53％；

苗族l 07 6人，占总人口的0．6 5％；回族3 52人，占总人口的0．2 l％；人数在50人以下的还

有土族、纳西．壮、怒、藏、布依、侗、畲、景颇、傣等十个民族，共l 40人，占总人1：1的O．09％o

云龙县历史悠久。从西汉到南朝，云龙县称“比苏”，分别属永昌郡和西河阳郡。隋代为益

州所辖。唐代南诏时为云龙甸，属剑川节度。宋代云龙属胜乡郡，又是大理国的十赕之一，称为

云龙赕。“云龙”这个名称，其来源有两种传说：其一，流经云龙境内的澜沧江每置冬春季节，

江上朝覆云雾，顺浮水面，宛如长虹，晨则渐升如龙，故得名“云龙”。其二，又南诏时，有些

大理人受不了统治者的压迫，逃到这一带山林里谋生，回大理后，有人问讯近年躲在何处?答日： f

“云浓深处”。 “侬”与“龙”同韵母转音，因而得名。元代为云龙甸军府，隶属大理总管府。 1

明初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年)改云龙甸军民府为云龙州属大理府，受大理国段氏后裔

白族段保为云龙土知州设州治于旧州三七村。世袭十二世，到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一五七三年)

“改土归流”。天启二年(公元一六一六年)移州治于雒马井(今宝丰)在明正统年间(1 436

一l 449)云龙曾经一度划归蒙化府管辖。清代仍为云龙州，归大理府。至民国二年(公元一九

一三年)改州为县，属腾越道。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改县公署为县政府，移驻石门井j

抗日战争中期(一九四四年)云龙县属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继定石门镇为 f

县城，属大理专区管辖。一九五八年曾一度撤销云龙县，并入永平县。一九六一年又恢复云龙县。

一九七八年末，云龙县的老窝公社(六个大队)划归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

云龙地处滇西高原，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交汇地带。境内澜沧江由北向南纵贯其中，

将全县分为两大地貌类型区，江东为云岭山区，以云岭山脉罗坪山与剑川．洱源县为界；江西为

云怒山脉，碧罗雪山南端属澜沧江，怒江纵谷区。

由于受河流强烈切割，山势磅礴，地形破碎，山高坡陡，箐深林密。全县是一个山谷相间的

高山峡谷区。

境内较大的坝子有漕涧、旧州两个，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共七个，面积约计43．5

平方公里。

全县总面积为4572．8平方公里。其中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面积有2044．2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43．4％；海拔在l 500米至2500米的有2 476．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J

52．5％；海拔在l 500米以下的有l 9 1．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4．1％。地势高差显著，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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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有表村的喇嘛枯山，其海拔为3 663米；最低点是怒江边的红旗坝，海拔为742米。相对

高差为292 l米。，

流经境内的江河有怒江、澜沧江、}比江。怒江是我县与怒江州泸水县的界河，流经县界达16

公里；澜沧江是流经我县的第一大河流，从表村上松坪入境，纵贯表村，石门，旧州三个区，流

程达110公里，至功果马干海入保山境；池江是流经我县的第三条大河，从兰坪县金鸡桥入云龙

境，流经白石、长新、宝丰等区镇的十六个乡，汇集了大朗，检槽、狮尾等河，至功果入澜沧江，

流经县境达140公里。批江给云龙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由于流程长．落差大，有利于筑坝引

水和电机引水。至今已建起引『比江水灌溉的沟渠l 3条， 水轮泵站30座，小型发电站1 0座；

国家建的电站有石门鹅脖子电站，装机容量为400豇； 已建成的永平批江电站，装机容量达

4600匪；}比江水泵灌溉的农田有3．5万亩，占全县保水田的50％以上。

云龙县的湖泊有天池，位于县中部的五宝山上。湖面有1．4平万公里，最大容量为l 060万

方，现已建成能灌溉10000多亩农田的水库。天池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高原湖泊生态研究价值，

其四周为苍莽的森林，特别是完整地保存着云南松为主的森林原生状态，植物群差落多样，还有

被国家列为一．二、三类保护的珍贵动物，是科研的难得基地，故云南省于一九八一年确定为二

级自然保护区。

云龙县的气候特征是立体气候。不同海拔的地带出现了寒，温、热不同的气候带。河谷热，

山腰凉，高山寒。年平均气温为l 3．5。C，一月份平均气温为5．4 oC，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0 oC，

活动积温39 4 1．2 oC；日照时数l 85 8．5小时，13照百分率为42；年平均降雨量为86 1．7毫

米，雨季在5一l 0月份，其降雨量占全年的85．9％；无霜期为20 4天。由于地形复杂，自然

灾害颇繁，风调雨顺的年成较少。在自然灾害中，风、病虫．涝．冰雹．洪灾等比较突出。全县

最大的风速为l 2米／秒，受风灾最严重的是一九七二年，农田受害面积达l 8720亩。

云龙的地下资源，有明末清初开采的驰名滇西的“五井”盐，清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开采的白

羊厂银，铅矿，以及主要分布在漕涧地区的锡矿。县办锡矿从1 970年到l 982年的十三年间，

共生产大锡l 383．8吨。目前已探明，仅县办开采的绿荫锡矿，仅0．9平方公里就有二至三万吨

的储量。其它矿藏有铁、锑．水银，金沙，宝石、云母．水晶．石膏等。．

云龙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面积有256．4万亩，加上灌木林，疏林和幼林87．83万亩，合

计34 4．2亩，复盖率达50．1％。由于地形和气候的立体性，不同的海拔分布着针叶林、阔叶林

和混交林。森林以云南松占优势，占蓄量的63％。另外，还有云南铁杉、粗榧、香樟等珍贵用

材树种遍布各地。多年来，由于乱砍滥伐、毁林开荒，森林破坏严重，但估计现在还有l 000多

万方的蓄积量，可采伐的有400万方左右。各种经济林木有l 7．84万亩，其中较有基础和发展

前途的是核桃、油桐和生漆。野生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它给我们提供了种类繁多的珍贵的皮毛

如豹、狐．水懒，麂；贵重的药材有穿山甲、麝香、鹿茸、虎骨、熊胆等。长期以来，劳动人民

还培殖了丰富优良的畜禽地方品种。
’

耕地面积有23．9万亩，只占全县总面积的3．3％，每人平均1．58亩。其中水田7．07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29．5％，属地多田少的县。而水田中有雷响田近万亩。旱地l 6．2万亩中有轮

歇地4：7万亩。耕地复种面积为69％。水田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比江等河谷地区，其余山区多

为旱地。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小麦为主，山区以杂豆、养子、洋芋为主。粮食产量一九五二

年为5075万斤，一九八二年已增长N9076．3万斤，其中稻谷33，350，673斤，小麦7，74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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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玉米为3，686，370斤，其它杂粮产量为4，l 47，l 86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只有粮食575

斤，全县粮食还达不到自给。

经济作物有油菜子、甘蔗、小葵子、大麻、草烟，药材有黄芩、当归。土特产有香菌、木耳、

花椒。

云龙县现有荒山l 97．6万亩，每人平均l 3亩，占总面积的28．7％。牲畜种类比较齐全，

这给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A--年末，全县大小牲畜存栏288，096头，每个农业人

口占有牲畜1．79头，其中每人有大牲畜0．37头，猪0．79头，山绵鞠．64只。
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从解放初到一九A--年共修渠道393条，修水库水塘26 1个，水轮泵

38站，100台，小型水库3座，有效灌溉面积为6．1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6％；小水电

站1 9座，总装机容量达654珏；有各种拖拉机167台，机耕面积千余亩，机耙面积1．4万亩。

云龙县的工业主要以木材加工、水电、采矿、制盐、农业机械及造纸等为主。解放前仅有几

家小手工作坊，解放后到一九A--年年底，城乡厂矿企业已发展到232个。其中全民所有制的9

个，集体所有制的l 0个，街道办的5个，社办的24个，队办的l 83个。l 982年工业总产值

达6 2 1．6万元。

县内公路有374公里。全县十一个区(镇)，除民建区尚未通车外，十个区镇；三十八个乡

都通公路，九个区都有班车往返。

农村有九个区，三十二个乡用上了电，用电量为l l 4，459度。

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解放初期只有中学二所，学生218人；小学六十五

所，学生2949人。现有县办中学三所，社办初级中学七所，完小附设初中班九所，小学448所，

中学教职员工3 l 1人(其中专任教师225人)，小学教职员工l 099人(其中公办教师有5 3 8

人)；在校高中生有7 l 7人，初中生3579人，小学生247 48人，入学率达9 1．4％以上。此

外，还有业余扫盲夜校36个班，950人；幼儿园四所七个班，257人。解放前云龙没有任何文

化设施，现有文化馆一个，电影院一个、文工队一个、电视转播台一座、县广播站一个及农村广

播站十个，农村文化站六个．农村电影放映队l 3个(公办4个．民办9个)。医疗卫生事业由

解放初的一所医院增加到现在设备比较齐全的县医院一个．区医院十个，门诊部(所)六个、联

合诊所三个。全县医务人员共有3 l 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253人(大学毕业生37人)。大队

医疗站有83个，乡村医生l 29人，生产队卫生保健员46人，接生员60人。全县医院．卫生院

共有病床261张。另外，还有县防疫站，县皮肤病防治院、县妇幼保健站及药检所等单位。

云龙县古迹有明清时修建的古寺庙多处，解放后有的改为学校，其余在六十年代中期受到毁

坏。风景名胜有虎头山、蟠龙寺及五宝山，天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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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镇概况

、

石门镇就是云龙县城区，在县境中部。海拔I 720米，总面积26平方公里。东接石门区的

象麓乡，南连宝丰区的东山乡，西靠天池乡，北邻石门区的果郎乡。全镇有十三个自然村，一个

农村办事处，一个街道办事处，四条街，764户，3258人，其中白族有445人，其余为汉族，

占总人口的8 2％。

石门是云龙著名的五大井之一，是云龙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的党．政．军机关及各

企业单位均住在这里。

很早以前，这里是一片荆刺丛生的荒野，四周山寨的牛羊经常跑下来吃草饮水，一个个长得

特别瞟肥体壮。原来这里水中含有较高的盐分。于是人们陆续搬迁到此，开井熬盐，慢慢地成为

一个人口集中，农商兴旺的小集镇。当初进入该地的路口处比较狭窄，两边悬崖陡壁，形如一道

门，因此得名“石门”。

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即从雒马井(宝丰)移县治于石门。解

放前，今石门镇为上里镇的两个保。解放后为上里分区的两个村，一九五一年为青云乡，一九五

二年单独建镇称为新云镇，一九五八年改称石门公社，到一九六一年又称石门大队，归石门区辖，

一九七一年撤区后归当时的?比江公社辖，一九七四年又恢复为镇，称石门镇。

解放前的石门镇， “井产消水盐税重，民不聊生住板棚”，一片破败景象。解放后特别是近

几年来，石门镇建设发展变化很大。在过去到处是污泥浊水，嗅气熏天的小河田，桑树园一带建

起了一幢幢新式的楼房。波光粼粼的?比江由北向南依城而过。江畔田园绿绿葱葱，城中绿树成荫，

新式建筑鳞次栉比。狮尾河上水泥拱桥横跨南北，把两条宽敞的大街连接在一起。桥北主要是商

业区，许多公司．门市部、商店I陆街而立，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在闹市中心，一座纲筋混凝土

结构的五层百货大楼拔地而起。桥南主要是文化区．县教育局，县文化馆，文工队，县电影管理

公司，礼堂兼电影院，体委运动场，县党校等均在此地。桥东为居民区。

每逢街子天，穿戴着民族盛装的群众，带着农副产品从四面八方来石门参加集市贸易。特别

是一年一度为时三至五天的农历八月大牲畜物资交流会，整个石门镇更是人山人海，买牛卖马十

分热闹。来赶会的不仅有来自全县的各民族群众，还有来自外专县的客商。

每天傍晚，石门镇灯火辉煌，县广播站的喇叭里播送着北京的消息，通过电视，人们可以欣

赏到全国各地精采的文艺节目；电影院里放映着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老年人喜欢到绿树掩映，花

香扑鼻的县文化馆下棋；许多青少年来此翻看杂志画报，借阅图书。经过一天工作劳动的县城机

关职工和居民，可享受到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

石门镇地处f比江河谷，最高海拔2 l 80米，最低海拔l 660米；年平均气温l 5．9℃，一月

份的气温7．8。C，七月份的气温为2 2．4 oC；年平均降雨量为900毫米；年平均霜期为9 0天左

右。

农业生产主要分布在县城西北，耕地面积3058亩，其中水田518亩，主产稻谷．包谷．小

麦、疏菜。1 982年粮食总产量为8 l 9330斤，其中稻谷337730斤。

大部份村寨处于半山狭谷地区，保水田面积少。解放后修建了七个水塘，一个水轮泵站和电

5



力排灌站，增加了有效排灌面积。

石门镇历史上一直开井熬盐，远销保山、怒江等地，但由于砍伐木柴充煮盐燃料，毁林严重，

最近十几年方被停产。现乡、镇和街道工业有酒厂，瓦厂．缝纫、木器加工．制面，建筑等十个

厂．社，l 4 1人年总产值约为50万元。

过去从外地来石门，交通极不方便。而今公路四通八达；东达下关，南接昆畹公路，北通边

远山区，三条公路沟通了全县十个区，镇。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得到很大发展。有国营电影队一个，民办电影队一个，文化站一个。

现有县办中学一所，镇办初级中学一所，完小一所，村小二所，幼儿园一所，有中小学教师5 9

人，在校中小学生l 266人，入学率达l 00％。医疗卫生条件较好。县医院设在石门镇，有职工

67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9人，大专毕业生9人，有病床65张，镇有联合诊所，居委会有医

疗站，共有医务人员9人。

石门镇的古寺古庙原来有多处，现仅存虎头山上几座道观及}比江边的蟠龙寺。经政府不断拨

款修缮，这两处现已成为县境内的游览之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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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语别

云龙县 YOnlOng xidn 汉

四 街 4--Ji否 汉

简 注

见《云龙县概况》

街道，位于县城西部，街长约一公里，是

县城主要街道之一，县人民政府驻地，以排列

第四得名。

石 门 镇 Shlmen zhen 汉 见《石门镇概况》

街 1--Ji吾 汉 位于县城东部，长约一公里，街面窄，是

镇驻地，以排列第一得名。

石门街道办事处ShlmEn Ji否出∞nshICb0 汉

二 街 2一Jj e 汉

三 街 卜Ji e

石门农村办事处 Sh imen NOngcOn
bOnshlchO

连井坪LienjIng ping

大西坡DOxip6

下 坪XlOplng

锁里场 Su6lichd]ng

位于石门镇中部，辖四条街，398户、

l 566人，汉族，隶属石门镇。

位于县城东部，街长约300公尺，为街道

办事处驻地，以排列第二得名。

汉 位于县城中部，街长约200公尺，以排列

第三得名。

汉 位于石门镇中部，366户、l 692人，为

白、汉两族，隶属石门镇。

汉 村。位于石门镇北部，有汉族8户40人，

因与大井坪一江之隔，基本相连得名。

汉 村。位于石门镇西北部，有汉族7户29

人，以地处石门镇西部的山坡上得名。

汉． 村。位于石门镇西部，为白、汉两族20

户、83人。 以居黄龙山脚的坪坝上得名。

汉 村。位于石门镇北部，有汉族29户l 23

人，以村住地地形似锁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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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魁 阁

汉语拼音

Kul驴

语别

汉

王家村 wuangjiacOn 汉

陈 家 村 Chenji石面n

黄 龙Huanglong

瓦 窑 w石yao

牛栏场 NiOlanch6ng

大’花灶Dahuaz∞

汉

汉

汉

』

汉

汉

罗峰甸LuOf臣ngdian 汉

大石哨D趣hlshoo 汉

8

简

村。位于石门镇东部，

以村旁魁阁庙得名。

村。位于石门镇东部，

以姓氏得名。

村j位于石门镇东部．

以姓氏得名。

注

有汉族l户6人，

有汉族4户1 9人，

有汉族1 0户53人．

村。位于石门镇西部，有汉族5 7户，

2 l 6人，以村居于黄龙山上得名。

村。位于石门镇西南部，有汉族6户、3 8

人，以居于瓦窑旁得名。

村。位于石门镇西部，有汉族l户、6人。

以村住地曾是栏牛的地方得名。

村。位于石门镇南部，有汉族7户33人，

曾以产瓜得名，原叫大瓜灶，后演变为大花灶。

村。位于石门镇东南部，有白族65户、

300人，以村居于罗峰山间田坝边得名罗峰句。

村。位于石门镇南部，有汉族4户1 7人，．

以村住地过去曾有块大石，并在此设过哨卡，

而得名大石哨。





白石区概况

自石区位于云龙县北部，东与剑川县象图区毗邻，南面及西面与我县长新、检槽区接壤，

北靠兰坪县金顶。区辖双龙、白石、中和，松水、顺荡、云头．云顶等七个乡、112个自然

村2164户，10778人，为自、傈僳、彝、汉等民族。其中白族有9550人，占总人口的

92％。

石白区解放前为顺里乡。解放初期与检槽共为—个区(第三区)，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

分为白石，云丰两个公社。一九六一年两个公社并为白石匠 一九七一年又改称白石公社，

一九八四年改为区。区原驻地，因村旁有一块白色的大石头而得名。区以白石村得名。 一九

七五年，公社驻地从白石村搬迁到中和下村，暂沿用原名。现为白石区。 ，一

白石区除少数村寨居于批江河谷外，其余均散居于高寒山区。区内最高海拔3552米，

河谷区最低海拔也在l 98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ll·8。C至l 6·4 oC之间，霜期一艘为l 20

天至l 50天。常遇低温霜冻危害；风、雹、旱，涝灾害较突出。土地瘦薄，农田基本建设基

础差，耕作粗放，是我县比较高寒贫瘠的山区之一。

全区总面积325·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有30848亩，主产包谷和其它杂粮。一九A--

年粮食总产量为5，87&44 4斤，其中包谷产量为2，6 l 4，21 7斤，稻谷产量为l 624 500

斤，杂粮387，940斤。森林面积约3 O万亩，有以云南松为主的用材林及少量核桃为主的

经济林。多年来因粮食紧张，毁林开荒较突出，加之历史上“五井”煮盐，过多砍伐柴火造成

森林的严重破坏。区境内山场广阔，牧草茂盛，适用畜牧业发展。其中山绵羊存栏1 0454

只，人均一只。每年交售给国家的羊毛达4000多斤。为了促进白石地区的绵羊品种改良，

国家在云顶乡建立了绵羊改良站，引进外地优良羊种，为发展细毛羊，增加群众收入创造了

条件。

?比江流经本区四个乡，流程25公里。溉灌面积500多亩。解放以来，新修大小水沟72

条，塘坝36个，增加丁灌溉面积，为长期饮水困难的。50l户共21 98人引来了自来水。f比

江河上原有5座藤桥，其中来往行人比较多的水城、中和的两座改建为铁索吊桥。区所在地
中 于一九七五年修建了一座水轮泵电站，装机容量为．55珏，使区级机关和附近村寨点上了

电灯。区驻地中和已通公路，县城与区之间有班车定期往返。除中和乡外，其他乡均无公路，

交通极为不便。

区现有区办电影队一个．文化站一个。解放初期有学校七所，现在有初级中学一所、

完小七所，村小23所；有教师91人，其中民办教师有43人，在校中小学生l 28 7人，入

学率达8 9·8％。卫生方面，有区卫生院一所，职工1 3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l 0人(大

专生一人)，病床20张l有合作医疗站七个，乡村医生20人，初步改变了高寒山区缺医少

药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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