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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人民政府文件
威政发(1 983)l 9号

★

关于颁发《威信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公社、大队，县属各部、委、办、局，各厂矿、企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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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

书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一件关系到四化建设，民

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县的部分地名在历史演变过程

中变化比较大，出现了一些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民族语

地名译音不准等现象，造成了地名使用上的长期混乱状况。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增强民族

团结，有利内外交往，提高地名使用的科学水平，我县地名领导小组在省政
府统一部署及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及《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于1981年5月至1 982

年5月，进行了历时一年全县范围的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主要地名2363条

作了认真核调，听取群众意见，查考有关资料，作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纂了《威信县地名志》，编绘了《威信县地图》，

经审核研究后，决定颁发实施。《威信县地名志》中所辑录的全部标准地名和

印制威信县标准地名图，自1 98 3年5月3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

单位印鉴，路标署名等，所使用地名一律按《威信县地名志》中所列出的标

准地名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需更名的地名，须报请县人

民政府审批。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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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革命委员会文件
革发(1981)13号

★

威信县革命委员会

关于成立威信县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的通知

各公社(镇)革委、水田、E-O-Z片公委、县属各委、办、局：

根据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 98 1)99号文件精神，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和

民族地名译写规范化，巩固国防，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四个

现代化服务，县委四月二十六日研究决定：成立威信县地名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领导小组由汪家友、杨永朝、李坤、何沛坤、张治升五同志组成。

汪家友同志任组长，何沛坤同志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威信县革委办公室

一]I．．A．---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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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变易的。每一条地名都是人们

对个体地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不仅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

育、交通邮电、新闻出版、科研、城建、旅游、民政、公安工作及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

关系到国际交往及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

理，从1979年展开了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结束地名的长

期混乱现象，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尊严，有利于内外交往，提高使用地名的科学水平。

威信县的地名普查工作，从1981年5月开始至1982年5月全部结束，共核调了2415条地名，后来

经过增、删、补、改，确定我县标准化地名总数实为2363条。其中县一条；公社(镇)11条；大队79

条；自然村1826条；居委会1条；街道、巷、路8条；企、事业、行政单位48条；人工建筑物2了条，

自然地理实体149条；地片169条；片村33条；名胜古迹及纪念地11条。在各类地名中有彝语地名7

条；苗族语地名1条，其余全系汉语地名。

通过地名普查，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基本搞清了全县2383条地名的起源、来

历含义、演变及它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建制现状等情况。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重名、不利

于民族团结及含义不健康的地名都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做到了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

健康的含义。对我县重名和含义不好的地名，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的精神，按报批手续，更改大队地名1条，自然村3条。

通过地名普查，发现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原有威信县的各类地名2191条，错位、错注、别字、

漏字的有643条，新增加地名222条，废去地名50条。对这些地名都作了订正，原地图．I-把本县的地

名标到外省、外县的境内，都全部予以订正。

本志的编纂工作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辑录的，参照和录用的资料有：《明史·地理

志》、《云南通志》，《镇雄州志》、《叙永县志》及1982年《地名集刊》第二期等。本志中所录

用的地名范围，是从1982年地名普查成果的全部标准地名为根据编纂而出的。本志地名按性质分为

五大类：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二、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物；四，名胜古迹；五、自

然地理实体。除行政区划的驻地名称排列在行政区划名称之后外，其它地名一律按所处地理坐标纬

差一分，自北向南，从西向东的顺序编排。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以公社集中排列，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是以县集中排列。每条地名都用汉语拼音标注普通话读音。

本志由威信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下设地名办公室负责编辑，主要编辑人员有：黄河、文成

书、余腾普、周天华。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提出宝贵意见。

威信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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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会址陈列馆

位于旧城公社境内的天星茶场一角

扎西电影院雄姿



一九三五年二月 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会议的会址

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所建的红军烈士纪念碑



石坎公社驻地—青桐韩

罗布电站
装机容量3200匪

脯凤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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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氏随军西行见闻：》中记载：司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尤以两合隘一岩v最为险要．

由两合隘进威信三十华里。两边峭壁中有水沟．

一边山崖上凿有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

两合岩

而达到云南之威信县一旧名扎西，在滇黔边一。巴



概述

(3 )

威信县概况

威信县位子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东经104。417--105。21 7，北纬2T。45 7

h28。05 7之间。县城所在地扎西镇，距昆明市约720公里。东与四川省叙永县石坝、分水，两河区，

南与镇雄县坡头，大垮、雨河公社，西与镇雄县罗坎公社，彝良县洛旺公社，北与四川省珙县、兴

文县、叙永县接壤。面积1375平方公里。有48492户，257319人；其中苗族4822户，27127人；彝族

325户，1651人；白族3户，7人；回族2户，了人；余系汉族。辖10个公社，1个镇，79个大队，

1615个生产队，2269个自然村。

威信县建置沿革：唐、虞地处南交、昧谷交界之处，夏、商：属梁州、雍州地域，周为屈流大

雄甸，东周襄王元年属群舸领地；秦属夜郎领地；西汉、东汉为犍为郡南广县地，蜀汉隶朱堤郡

南广县地；西晋、东晋、宋、齐为宁州南广郡地；隋、唐为协州东安县地；唐南诏为芒部部地；宋大

理为叙州霸縻之地易溪部；元为芒部路、强州地；隶云南行中书省；明初置芒部卫指挥使司；洪武

16年改为芒部府隶四川布政司；明嘉靖6年(公元1526年)改芒部为镇雄．置威信长官司(今卫靖

司)和安静长官司(今旧城)；清雍正5年(公元1727年)改隶云南布政司；六年降府为州，设威

信州判署(即分州署址在今旧城)；民国2年(公元1913年)设威信行政公署(所在地今旧城)，

直隶云南省；民国10年(公元1921年)行政公署迁到扎西，民国20年(公元1931年)改威信行政委

员为设置局，民国23年(公元1934年)立威信县，解放后沿用威信县名。

威信：即威望和信誉。《辞海》有威信条日： “有威则可畏，有信则乐从，凡欲服人者，必兼

具威信。”据查《明史》三十。卷<四川土司一>：威信源子明朝嘉靖年间，改土设流，因夷俗武

悍，朝议改芒部土府为镇雄府，设流官知府统之，下领四长官司，置威信长官司于母响寨(今卫靖

司)，归陇氏疏属祖保(何氏)为世袭长官，盖取宣威立信与民之意。前清雍正5年，改土归流，

降镇雄府为州。因镇雄幅员辽阔，鞭长莫及，爱就威信，安静长官司地面添设分防抚彝州判。故将

威信司之名而迁至安静长官司之地(今旧城)以后，设行政委员，设治局到立县，仍沿用威信之

名，更始之义，此命名之所由来也。 ．

威信1950年解放后行政设4个区，11个乡，1952年设52个乡；1953年土改时设6个区，52个乡，

1954年设4个区52个乡；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设10个人民公社'1962年设8个区，1个镇，69个公

社；1969年将区改为公社，公社改为大队；1981年初设8个公社，2个片工委，1个镇，79个大

队，后于1983年将2个片工委改为公社至今。

9

。二，自然条件
■一』I±山／可』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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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属黔桂台地和四川盆地南缘逐渐向乌蒙山脉抬升的过渡地带。海拔自北向南逐渐升高，

北部旧城河一带多在海拔600米以下，可是到扎西后山，高达1821米，最高的山在高田公社新华大队的

杨龙烤梁子1902米，境内多属1200米以下的山区。山脉呈东西走向，且横贯中部，呈鱼脊形，中部

高，地势向北向南倾斜，河流随山脉走向，多以中部为界，分别向南向北出境。这样的地形地貌，

对南来北往的暖冷气流起着屏障作用，是形成静止锋，多阴雨天气的主摹原固之一q



(4)

县境内北部主要有三条河系．其中罗布河、旧城河、斑竹河是南广河源头，中部和东南部的扎西

河、双河是赤水河源头，西部的庙沟河，瓦石河是白水江上游支流。三条河溪涧交错，加上多雨，

河水落差大，有利于发展水电。在自水江源头的大雪山有近32295亩原始森林，活立木蓄积量为

224487m8，为威信县国营林场所有。

县城扎西镇为一般山区，海拔11T5米，年均温度12．7—14．1℃，年降水量在868—1331毫米之

间，年雨L--I 204--250天，与镇雄县并列为全围之冠。年日照850。2--1339．6小时，年湿度83—87％，

无霜期231--348天；最热月为7月，平均气温在21．6—23．9℃，极端最高温36℃；最冷月为1月，

平均气温0．4—5．2℃，极端最低温度一9．6℃。故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春秋温和，一雨成冬。

全县山峦纵横交锵，北低南高，常易出现北涝南旱，北部稻田多，称为稻米之乡。温度垂直变

化，其递减率为0．5℃(即海拔上升100米，温度降低0．5℃)。河谷区以旧城为例，年均气温为15℃

区，一般山区以扎西为例，年均气温13。5℃区，二半山以龙塘、大垮、天池为例，年均气温为13℃

区。7月为高温月，河谷区月均温为24—25℃，一般山区为23。C，二半LLi区为22℃。全年大于或等于

10。C积温，河谷区为4900。C，一般山区为3971℃，二半LU区为3000 6C左右。扎西年辐射最89403卡

／c m2，为全省倒数4名：

一年内，清明前后有例春寒，春、夏、秋多雹灾。一般风力较小，灾害性天气出现有6—7级

大风。5月至6月低温冷涝，7月有插花性伏旱或伏涝，8月中旬低温来临早，多秋涝。冬春绵雨

低温。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冷、涝、旱、洪、风、雹、霜，自泥等灾害，有时间断发生，有时同时

发生，有时交错发生，对农作物威胁较大。

威信县自然资源有森林、煤炭、硫磺、水能、溶洞水等。

森林有多种阔叶林和针叶林。有榕树(黄葛树)、青榈、四栗、花楸、香樟、银杏(白果)、

柏、杉等。经济林木有漆、茶、棕、油茶、桐子、桑、木香、花椒等。还有楠竹、斑竹、水竹、茨

竹、苦竹、自甲竹、罗汉竹等各种竹子。果树有板栗、核桃、柿、桃、李、杏、梅、柑、桔、橙、

梨、苹果等，种类繁多，达20多种。野生类有弥猴桃、猫儿瓜、八月瓜等。野生动物有熊、豹、

狼、鱿、红腹锦鸡、白冠长尾鸡、山羊、野兔，野猪等。蓖类有天麻、竹参、香菌、黑木耳、冻菌

和各种杂菌等。现在是全省杉、漆生产的基地之一。

三、经济状况

威信是以农业为主的县。解放前基本上完全处于单一自然经济状态。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经济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近五年来，贯彻中央方针，园地制宜，发挥优势，逐步调整了农业内部结

构，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了以烤烟、油菜为主的经济作物，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

展。在林业生产上，由于狠抓了护林和造林也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全县办起了一个国营林场，60

个社队林场。现国营、集体共有林261952亩。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981年生猪

育肥出栏50000余头，年末存栏T6000多头。以硫磺为主的社队工副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使农业内部大大改变了单一经营的状况，发展了商品经济。1981年集体经营中，经

济作物收入已占农业收入的38％。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生活大有提高。1981年粮食总

产16838万斤，比1952年的5918万斤，增长了1．85倍，人均有粮688斤，比1952年的45T斤，增加了

51％。1981年农村社员人均总收入172元，净收A121．8元。与有分配统计资料的195T年相比，增加

将近四倍。

全县耕地33万亩(习惯面积)。主要农作物是玉米、薯类(主要是洋芋)、水稻。玉米年播种面



(5)

积22万亩，产量约1亿斤，约占全县总产量的60％，薯类(基本上是套种)过去不多，年种植只2

万余亩，通过耕作制度的改革，逐年扩大，现已发展N13万多亩，产量约2600万斤，占全县总产的

15％；水稻48000亩，产量2100万斤，占总产的12％。经济作物主要是烤烟、油菜。烤烟于1956年开

始试种，1973年以前，年种植只几千亩，1973年至1980年之问发胰到15000—20000亩左右，1981年

发展到33000多亩，产量达900多万斤。油菜，1955年种到过35000亩，产量157万多斤，以后一直下

降，近几年又有新的发展，现巳种到5万多亩，产量400多万斤。由于全县是一个丘陵山区县，水

利建设主要是修建引水沟，防洪沟，排涝沟为主。近几年动工兴建了大河水沟、天星水库两件小

(一)型工程，但还未完工，只有部分开始引水利用。

解放前是没有工业的，解放后才开始有了发展。现有国营磺厂、煤厂、电厂、印刷厂、磺粉

厂；商办工业有综合厂、粮油加工厂、酒厂；手工业有农机修造厂、木工家具厂、民族织布厂，服

装厂，建筑材料厂，社队工业主要有磺厂，水泥厂，小煤窑，小电站等。1981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1731万元。

成信，解放前没有公路，没有电话。现在全县修建公路299公里，全县10社l镇，除水田公社

外，其余均通了公路，79个火队中有40个大队通了公路。主要交通线有猫叙线，横贯威信中部，东

接四川叙永，西接镔雄，是威信通往昭通、昆明，贵州、四川的主要公路干线；有威珙线，从县城

经罗布公社与四川珙县勾通。电话线除新建大队还有5个未通外，其余74个大队，lO社，1镇均通

了电话。

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威信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县只有6所完小，28所单小，在校学生1500人。1947年

办了～所初中，只有学生100多人。医疗卫生事业几乎没有，只有几家私人店铺。解放后，文教卫生

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81年，全县办有师范学校1所，高中4所，初中9所，小学114所，民办初

／J"YL乎队队都有。在校师范生120人，高中生847人，初中生有5217人，小学生37129人，入学率占适

龄儿童的78％。解放前只出了三个半大学生。解放后考入各种大专院校的学生已上几百名。仅1977

年剑1981年经考试录取的大专生就有206人，中专生541人。教师队伍，1951年不到100人，现共有

公、民办教师1900余人。卫生事业更是从无到有，现除县医院，防保站外，公社级有3个中心医院，

8个卫生所，1个联合诊所，79个大队有75个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公办医务卫生人员256人，病床162

张，合作医务人员148人。在文化生活上，县城有电影院，文化馆、广播站、电视差转站。农村备

公社都有电影放映队，建有4个文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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