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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县’人民政府文件
政发[1 985]60号

☆

关于颁发《盐津县地名志》的通知

各区、乡、镇，各机关单位、厂矿：。

我县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云南省地名普查工作细则》的

精神，在上级政府的领导和业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开展了地名普

查i通过核调，对全县315 2条主要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基本结束了地名的混乱现象。

为使地名普查成果能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为“四化"和“两个文明”建

设服务，根据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将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并根据1984

年4月政社分设的行政建制，编纂成《盐津县地名志》和编绘了《盐津县地图》，经省，地

两级地名领导机关审核认可，并经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现予颁发使用。自l 9 8 6年l O月

1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标、署名及社会交往等使用本县地名时，

一律以《盐津县地名志》中的标准名称及书写形式为准，不得随意变更。今后凡须更动的地

名，均应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特此通知

盐津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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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地名普查和整理资料

琼等。

合作编纂而成，具体分

，摄影刘元昌、杨，光

盐津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盐津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公里)。介于东经l 04。00’至l

宜宾县，南靠彝良县，西北抵大关．永善、绥江县，北接水富县。南北最长65公里，东西最宽

42公里，总面积2096平方公里。辖l 0个区，1个镇；7 1个乡，8个镇；2429个生产合作

社，2263个自然村。 共有49 3 66户， 2 7 ll 0 1人(内非农业人口l 48 65人，占总人1：1的

5．5％)，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l 30人。有少数民族8938人 (苗族8753人，回族107

人，彝族38人，白族l 9人，其它少数民族21人)，占总人口的3．3 j；。是滇川交界处较重要，

繁荣的山城。
、

名称来历：盐津周属窦地甸。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 1年)，凿通五尺道，盐津始通中

原，为蜀郡辖地。西汉建元六年(前l 35年)，置焚道，牛稗二县，属犍为郡。东汉系犍为国属

地。三国蜀为朱提郡地。晋为常迁县，晋昌县，属宁州南广郡。南朝宋分置新兴县。南朝齐为常

迁县，晋昌县．新兴县地。北周为外江县，属剑南道戎州。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置开边

县，属犍为郡。大业初改湖津县，属协州(今宜宾)。唐武德元年(6 l 8年)，置开边县，属剑

南道戎州。贞观中，置石门、盐泉二县，属南通州。咸通时，置石门，属南诏乌蒙部(今昭通)。

宋乾德时，为大理乌蒙部地。元时，属云南行省乌蒙路。明属川南乌蒙部。清雍正五年(1 727

年)，改土归流，仍属云南。雍正六年设大关通判，同年设盐井渡巡检司隶大关厅。九年(1 73 1

年)，乌蒙更名昭通，设府同知，分防大关。宣统元年(1 909年)分设滩头经历。l 9l 5年设

大关县，滩头改设县佐。 l 9 l 7年与大关分治，设新县，名盐津，直属云南省。

盐津，因曾设渡于城北产盐之地盐j井坝，故原名盐井渡。县城驻老街。因老街关河边一石形

似老鸦，故又名老鸦滩。盐津也含盐井渡之义，’且文字简练文雅，故设新县定名时称盐津。

l 94 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l 950年4月5日盐津解放(意指共产党领导

的解放军进驻县城，下同。)后，属云南省昭通专区。

1 952年土地改革时，全县按序数划分为5个区，3个办事处，辖2街，78乡。 l 953年

春，从第三区划出落雁等乡增设第六区。l 954年下半年撤销落雁等乡建的第六区，另从第一区，

第三区划出牛寨、万和等6乡设第六区。l 95§年初，将彝良县的庙坝区划归盐津，建制第七区r

全县共辖7个区； l镇，1街，62乡。l 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实行政社合一，全县辖7个公

社；2个镇，72个管理区。l 958年底，将盐津县并入大关县，撤销盐津县建制，县人民政府

驻盐井镇。l 959年初，从滩头公社划出6个管理区增设两碗公社。 l 961年5月与大关分县，

恢复盐津县．并将大关县的豆沙，柿子两公社划归盐津县。 l 98 1年7月将两碗公社划归水富县。

3



1984年4月农村政、社分设后，从普洱区划出落雁，龙塘、天星．兴隆区划出共和，牛寨区划

出保隆，共5个乡，增建落雁区。至此，本县共辖城关、艾田、兴隆，普洱、滩头，落雁、牛寨、

庙坝、豆沙，柿子l O个区和盐井镇； 7 1个乡，8个镇。
’

自然地理：盐津处滇东北高原的北部斜坡地带，受关河深切，形成条状侵蚀山地。山势陡峭．

重岩叠嶂，峰峦起伏，地形复杂。关河两岸间有“一线天”的深峡。地势南高北低。山属乌蒙分

支，按关河分河东，河西两大支：河东的朝天马山脉，自威宁，镇雄和彝良三县合围从南入境，

一支向西北经庙坝。柿子两区，止于柿子镇的两河口。一支向东北连接城关区的风凰山，继续北

延接牛寨区的东大山，又分两支．一支折向东北入四川，一支往西北沿兴隆河入四川。河西的黎

山山脉，自大关县从西南入境，主干沿县境环列弧形，北至罗汉坪分支．一支东行止于滩头．一

支向北止于水富县。县内最高点为普洱区的大雪槽，海拔2263米，最低点为滩头区的油厂，海

拔329米，平均海拔ll 60米。县内名山为朝天马、大黎山和大佛山．山势巍峨，高入云表，晴

天登顶峰，极目百余里。清末与民国年间，山上古木参天，山顶庙宇，金碧辉煌。‘每年旧历二月、

六月、九月，朝山男女，络绎不绝。

全县总面积31 4．4万亩中：耕地359638亩，占总面积的11．46 X。有林地98．3 17／亩。

占总面积3 1．26％，宜林荒山45．937／亩，占l 4．6％。(据l 98 4年资源普查资料)。耕地分布

在海拔700至1000米的约2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55．8％，土质多为黄壤土(冷沙土)，

耐旱。海拔l 000至l 600米的约l O万亩，占总耕地的28X，土质黄壤土；海拔330至700米

的约6万亩，占总耕地的l 4X，土质多为黄壤土，红壤土。全县耕地坡度在20度以上的占80％

以上。 ，

盐津的河流属长江流域金沙江水系。贯穿县境的关河，其上游为大关河，‘自西南从豆沙关入

境至柿子区两河口合白水江(即牛街河)，北流至滩头区出境，再经水富县入金沙江。在县境内

长65公里，宽50米至80米。出口石硌滩以上的流域面积为l 478 l平方公里。常流量每秒l加

立方米，最大流量每秒5750立方米，枯流量每秒65．6立方米。 (1974年6月29日实测)。全县

河流溪沟共5063条，其中常年河78条，大多数沿关河两岸呈叶脉状分布。主要河流除关河外，

有白水江，乌撒溪，滩头小河、上清河、黄坪溪、沿江溪，串丝河、 大温沼河：箭坝河等。

县内水利资源丰富，除关河外，水能潜力为l 2．99万千瓦，可供开发的l 2．63万千瓦。现在

除上清河有县办电站2290千瓦外，还建有区级以下小电站83个，’装机容量2844千瓦。、全县

共计装机容量5l 34千瓦。水产有鲤，鲢，鲇、鲵等鱼类，山溪中有少量水獭。水产中较珍贵的

是鲵(俗称娃娃鱼)和水獭。部份河流有农田灌溉之利： j

县内属中亚热带——中温带湿润气候，冬寒夏热，四季分明。。无霜期长，湿度大，云雾多，

日照少，多北风，秋多阴雨，河谷地区易旱，夏秋有山洪，历年六至八月，常有风、洪，虫、涝、

冰雹等灾害。全县大体是城关、艾田、兴隆、牛寨、落雁5个区阴雨多，日照少，湿度大。豆沙、

柿子，庙坝、普洱，滩头5个区日照多，也较干爆据本县气象站(驻地玄武庙海拔596米)自
l 959年至l 979年气象资料统计，二十一年来：平均降雨量为l 2 11．7毫米，最多的l 973年

达l 5 76．4毫米，最少的l 972年为78 1．‘2毫米，最多的8月份28 1．1毫米，最少的1月份20

毫米。常年均温l 7 oC，最冷的1月份7 oc，最热的7月份26．2 oC；极端最高温是l 972年8月

26日达4 1．8 oC，极端最低温是l 9 75年l 2月l 4日为零下2．5℃；，县内制高点普洱区的大雪

槽海拔2263米，冷月均温零下3．8℃，极端最低温为零下l 3．3℃；县内最低点滩头区的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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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29米，热月均温27 oC，极端最高温43．5 oC；县内最高点与最低点历年均温差l 2．4 oC。

积温1月份为225．3℃，7月份为813 oC。全年无霜期340天。日照最少的1974年为652．4

小时，最多的l 978年为l 295．5小时，日照率为22 X，是全省日照最少的县份之一。相对湿

度7月份77％，8月份8 1％，最干的2至3月份为70％，最湿的l 2月份为89 jI；，年均湿

度8l j6。因山高谷深，立体气候明显，常是“出门十里不同天”。

本县地处地中海一南亚地震带。县内设有地震观测站和地震观测台。历史上有记载的强烈地

震为三次：①据《盐津县志》载：“清道光十三年(1 833年)昭通、盐津等县大地震，山崩地陷，

人畜伤亡甚多”。②“民国六年(1 91 7年)7月大关县大地震，波及盐津，损失仍大。”@l 97 4年

5月1 1日，以永善县的团结区为震中的7．1级大地震i波及盐津县的艾田、普洱两个区，所受损

失不减道光年间．因有共产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灾后很快恢复。

国民经济：盐律的社会主义事业，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本县地处中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农作物生长。加之，农业合作化以来，

抓了农田基本建设和科技工作，使农业逐年增产。全县耕地359638亩 (习惯面积)，其中：

旱地28 6470亩，占耕地的7 9·7 j；；稻田73 l 68亩(内雷响田l 6905亩)，占耕地20．3 4 X。

复种指数l 34·7％。粮食作物以玉米，稻谷为主，并产麦类、薯类和豆类。l 980年种粮食作物
’

359638亩，总产12 640万斤。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1．37万亩(年产33563担)，是全专

区主产县之一；烤烟6289亩，年产8292担。此外，还有花生、芝麻等。1956年到l 980年

全县除逐步建立各级农技机构外，还抓了兴修水利，共修了大小堰沟4358条，小型塘坝284座，

有效库容l 59万立方米；小(二)型以下水库20座，有效库容191万立方米；．电机提灌站30

个，装机4乏台，马力952匹；水轮泵站6处，装机6台。以上设施，共计有效灌溉面积6．86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18j；。县城及区驻地的人畜饮水问题基本解决。拥有农用拖拉机4混合台，

农业机械总动力9396匹马力。

林业：盐津素称“山高林密”之乡，是云南省杉木林基地之一。过去森林虽屡遭滥伐，但植

被仍占总面积46 X，复盖度3 l·6 jI；，复盖率l 4．43％。 活立木蓄积56．2 l万立方米(内壳斗

科4 7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栎、杉、松，楸，杨桦，泡桐等．珍稀树种有银杏，香樟，珍

楠，鹅掌楸等。主要林区分布在朝天马，罗汉坪，大佛山、大青山、龙山、公子山一带。全县国

有林l 2·9万亩。集体林场42个(内区办4个，乡办34个，生产合作社办4个)总面积51219

亩，80 j；为杉木林。用材林以杉木为主，优点是材直、耐腐，质细，体轻。 年产木材约6000

立方米。竹类资源也较丰富，主要品种是水竹，并有毛竹、筇竹．茨竹等。年产竹子58万担

内毛竹318担。经济林和山货药材及土特产达一百多个品种，主要的有五倍子、油桐，茶叶，竹

子．笋干、蚕茧，蜂蜜、生漆、枧子，核桃、板栗，棕片、藤条，猕猴桃，天麻、杜仲，枳壳及

水果(年产4585担)等。有的是工业上和国内外紧缺及畅销商品的重要原料。如五倍子是提取

国防、冶金、石油和医药工业所需的单宁酸，柔酸等的重要原料。我县是全国五倍子主产区之一，

全县共有野生倍树林45 76 1亩，年产倍子11 00担。若加以保护和人工栽培还可大量发展。全

县野生猕猴桃年产量达57．8万市斤，县科委正把五倍子、猕猴桃变野生为家种作为重要科研项

目。油桐，茶叶也是全省的重点产区之一。年产干细茶30 l 7担，油桐籽l 6748担，l 963年

曾达32000担， l 964年出席过全国油桐主产县会议。成笋远销国外。名贵药材天麻年产2865

市斤。林中动物有麂子，岩羊、狐狸，黄狼，猴子．野牛、野猪，老熊及各种禽鸟等。本县还盛

产名目繁多的兰花，有春兰、夏兰，秋兰，冬兰，较好的为素馨兰，优点是花期长，幽香浓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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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秀丽，被誉为滇东北兰花之冠。

畜牧业：以猪为主。牛，羊次之。1 980年全县有区兽医站9个，兽医队伍73人，县城有

兽医站1个，职工27人。l 980年底生猪存栏l 28465头．育肥6 43 l 6头，黄牛1 5 780头，

水牛5 4 46头，山羊3453只，绵羊l 489只，骡马233匹。

家禽：以鸡、鸭、鹅为主。鸡以肥壮．肉香嫩著称。特别是本县的乌骨鸡，它具有t·体型大、

低脂肪，高蛋白，含黑色素和氨基酸较多”等优点，食用和药用价值都高。1 980年有乌骨鸡3万

余只。 。

乡，镇企业：l 980年底全县有l 69个，人员l 428人。全年总值1 82．3 4万元。
’

渔业：全县多数河流均产鱼，因都是个人自行捕钓，产量无法统计。池中人土喂养的草鱼，

年产量l 340 0市斤。

工业交通：l 952年全县工业总值才8．6万元，到l 980年达579万元，比l 952年增长67

倍。工矿企业有普洱电厂．仁和煤厂，以及水泥．电石，砖瓦(1 983年县城新建年产500万块

的砂砖厂一个)，印刷、农机和水轮机，铁驳船造修．茶叶加工，付食品加工、木器加工，复烤

厂等；手工业有竹器，藤椅，土陶运销昭通．昆明等地；水竹凉席经湖南远销东南亚；金玉茶远

销西藏。还有制鞋，缝纫，铁农具加工，小五金，钟表修理等。普洱电厂装机容量2290千瓦，

设计年发电量l 2 l 0万度(现年实发73 7万度)。电石厂设计年产量800标准吨；水泥厂设计

年产水泥l万吨。农村乡镇小电站83个，装机容量2844千瓦。矿产较多，有无烟煤、石灰矿

及盐，铁，铅，铜，银、硫磺，方解石等。全县除柿子区外，各区都产无烟煤，藏量约4亿吨，

国营煤矿和农村的254个小煤窑，年产煤l 0万吨以上。除本县自给，还可外销，开采规模正在

逐步扩大。石灰矿分布极广，品位高，它是生产石灰．水泥，电石的主要原料，现尚未大量开发
’

利用。县城北关河边的盐井坝，解放前私营时年产盐689．1担，后为国营，因盐井为河沙淹没，

到l 96 1年停办。

本县交通较为方便， 滇川公路的两条主要干线：杨林——跌牛坡(本县与四川交界处)

公路在县内60公里； 盐津——水富公路在县内52公里。。有班车通水富， 昭通． 宜宾，

筠连等县市。全县有公路350公里，已区区通公路，有30个乡，3 l 4个生产合作社通汽车。解

放前主要靠关河中的木船运输进出物资。解放后l 952年国家航司接管木船20余支，航行于盐

津至宜宾之间，l 956年曾通行到彝良县牛街，后因滇川公路修通，’加上关河阻塞，．1 964年后

基本停航。白水江从庙坝区至柿子区两河口可通小木船。交通运输工具有各种汽车79辆，拖拉4

机50台，还有翻斗车．马车，推土机等。全县架有双线电话579公里，各乡(镇)均通电话，

有邮信干线1 22公里，乡邮干线l 928公里。 ，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民收入相应增加。l 952年到1 98 1年三十年间，工农业总值平均增

长速度为7．67 j；；农业总产值(含农，林．牧、付，渔收入)达27 0 1．3 l万元，农业人均产值

为l 09．25元，农业总产值与人均产值都比l 952年增5．5倍。

财贸：盐津地处滇川交界，市场较为繁荣，解放后，财贸工作不断发展，现各乡均有信用社，．

部份乡有供销店，粮店等财贸基层单位。从l 950年到l 980年三十年I'．-I，全县共投放农贷款

1l 98．3万元，年均40万元；工商业贷款余额达936．7万元；信用社向集体和社员发放贷款1295．5

万元；银行共投放货币28 l 80万元；货币流通量由l 950年的4万元，人均手持货币O．3元，

到l 980年底货币流通量达337万元，人均手持货币l 2．24元，增40．8倍。l 980年底全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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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贸职工23 l 2人，内全民的l 903人。有农村购销网点97个，农付产品采购总值达1 107．64

万元，农业人均出售农付产品总值为42．47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l 752．39万元，全县人均购

买力为63．66元；外贸出口收购总值46．63万元；财政收入234．64万元；城乡储蓄存款234万

元，比l 95 1年的2万元，增ll 7倍；全县人均存款为8．5元；比l 95 1年的0．1 5元增5 6．7

倍。全县25个集市贸易市场，年成交总额达l 80．94万元。
+

文教：解放初，全县只有普通中学一所，教职工8人，学生50人，公办小学l 3所，教师48

人，学生ll 00人。l 980年有完全中学2所，普通中学2所，高中l 0个班，学生528人；初

中30个班，学生l 5 4 4人，有20所小学附设55个初中班，有初中学生26 l 2人。全县高初中

学生共4684人，普通中学与高中教职员工共l 61人，比解放初，中学生增72．5倍，教职员工

增l 9倍。自l 98 1年办有县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内有地区师范班，有教职工l 2人j师范生ll 5

人，进修教师40人。l 980年底有公办小学l 6 4所，教师6 l 8人，学生22237人；民办小学

3 4 4所，教师48 4人，学生ll 838人。幼儿园l O所，教师20人，学生738人。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7 5．2 3 j；。教育质量也有提高，l 97 7年到l 983年考上大专1 03人，中专6 l 2人。

全县解放初没有电影事业，l 9 80年有电影公司1个，电影队3个，l 3人，区的电影队7

个，21人；县有1007个座位的电影院1个。有工人俱乐部、人民广场，灯光球场o l 983年电

视差转台县城有2座，艾田、普洱、滩头，牛寨4个区各设有1座。县的有线广播可直播全

县。有新华书店，文化馆，图书室(1 982年有藏书2．4万册)。除城关、滩头外，其余各区均

有文化站。还有县文工团1个，演员和行政人员30人。

解放初；全县只有县卫生院1个，病床l 0张，医务人员8人。l 980年底县级有：县人民

医院及中医院，防疫站，保健站，药检所，麻风医院各一所；区级有：区中心医院，区卫生所9

个；乡合作医疗站73个，联合诊所2个。全县有病床208张，卫生技术人员328人。各种传染

病的发病率由1953年的30．52％，l 980年控制N21．82 j；。因各种传染病死亡人数由1953

年的86人，l 980年降到26人，已消灭回归热．天花，霍乱及鼠疫等对人民生命危害极大的传

染病种。

计划生育：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贯彻以来，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率，l 980年全县人口

增长率降至l 7．1 4％，比未贯彻的l 9 76年下降8．7 l；。

科技：县设有科委，科协组织， 初步拥有254人的专业技术队伍(指中专毕业生以上)内

助理工程师以上的57人，他们从事以农业为中心的科研活动，并积极推广以农业为中心的科研

成果。
’

●

文物古迹：盐津的文物古迹共有l 5处，内属省重点保护的l处，余系县保护。主要的有6

处：一是唐袁滋题纪摩崖，在县城西南l 3公里豆沙关崖壁上，是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唐王朝派御史中丞袁滋到云南册封蒙异牟寻为南诏王经此题纪。是唐朝与南诏改善关系重新和好

的重要标记，它补充了文献记录的不足，是研究南诏史的重要实物。二是豆沙关(古称石门关)，

在距唐袁滋摩崖30米处的古“五尺道”上，为历代中原入滇要道的雄峻关隘之一，也是兵家首

争要塞。骚人墨客过此，常题诗词刻记以壮关山形色。 。关I：1摩崖群”与“五尺道”和“古石门

关”并存，对研究中原与边疆统一的历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佐证。三是石门悬棺，在县城西南l 3

公里豆沙区长胜乡崔家岩的岩穴内，县内各区均有焚人悬棺痕迹，多数已毁。独此处极高险尚存

棺木五具。四是石门古道标，在县城南洞天街居民区，民国二十二年(1 933年)修县城新街时在



此及县大街十字口等处掘获汉五铢钱两千多枚，它和1979年在烈士陵园下面出土的汉代铜钱器

皿，均是考察本县开发年代的重要实物佐证。五是宋阿杓墓，在城北22．8公里普洱区小洞乡夷都

山石马埂。六是明代古墓：有耆老将军墓、罗西湖墓等。

盐津的革命纪念地——烈士陵园，在县城东北隅文兴居民区内，面积约8亩，l 984年里面

安放烈士墓lg冢。烈士们一部份是l 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光荣牺牲的， 一部份是

1950年初为解放盐津人民在剿匪战斗中而英勇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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