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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81年开始，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地

名进行了普查。本着反映地理特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尊重历

里，简明确切，易写易读的原则对有的地名做了调整更改。对序数命名的大队、生产队

重新命了名，基本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1982年9月我们按规定将地名图，地名

成果表、卡片，地名概况上报市，省检查验收。在此基础上，汇编了《米易县地名录》

《地名录》内容包括I参照l l 5万地形图缩制的1。200000米易县地图，标注有大

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l编辑了县，公社，镇，山，河以及企事业单位

概况文字材料38篇，辑录了地名1128条。为便于使用，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

备注栏对其来源，含义，人口，耕地作了简要说明。附录了渡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全

市，县，区，镇，公社，街道办事处标准名称通告》和米易县人民政府《关于公社，

镇，大队，街道标准名称的通告》，地名首字笔划检索。

本地名录所引用统计数字，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系1980年米易县统计局统计年

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的1980年底的资料。

今后凡使用米易县地名，均以本地名录为准。本地名录不作为划界依据。

米易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A--年九月二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米易县概况

米易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渡口市东。北方。地处东经101。447—102。457，北

纬26。427--27。107之间。东和东南与会理县相连，南与仁和区为邻，西隔雅砻江与盐

边县、盐源县相望，北与德昌县毗连。面积2081．06平方公里。(不包括两块“飞地’’，

即属于渡口市的湾丘基地和会理县的大水管，面积分别为20平方公里和1平方公里。)

1680年底总人口为171，317人，其中汉族占总人口89．0％，彝族占9．16％，回族占

0．69％，傈僳族占0．85％。农业人口147，079人，占总人N85．85％。辖一个民族区，一

个镇，27个公社(其中民族公社8个)126个大队，920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攀莲

镇。距渡口市52公里，海拔1068米。

(一)历史沿革

米易县是1951年由会理，德昌两县析置的新县。据史料记载，属会理辖区的建置沿

革l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会无县，属越猫郡，后没于南獠，日越嵩獠郡。

隋大业初(公元605年)复日越嵩郡。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改置会川县，属嵩

州。天宝初(公元742年)置会同军，后没于南诏，置会川都督府，不久改为会同府。

宋时(公元960年)仍日会川府，属云南大理。元至元九年内附，十四年(公元1272—1285

年)置属罗罗斯宣慰司。明洪武初(公元1368年)改会川路为会川府，属四川布政使

司，不久增置会川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裁革府州县，改置会川卫

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行都指挥使司。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改指挥为会川卫军民守

备，属建昌监理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裁会川卫守备为会理州，属宁远府。民国二

年(公元1913年)置会理县，属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十八行政督

察区。民国=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省成立，改四川第十八行政督察区为宁属， (宁

属乃清代对宁远府所属各县的简称)领会理县。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以安宁河为

界，东南岸划为会理县西区。1950年3月25月迷易地区解放后，仍属会理西区，辖四个

乡·河高乡(今垭口，新河、头碾公社)，坪谷乡(今坪山，丙谷、新山公社)，攀莲

乡(今柳贤．莲华公社一部分)，昔宁乡(今昔街，宁华，观音公社)。

属德昌辖区的建置沿革-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大笮县，属越借郡。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越荫郡为鹰州，置西泸县属篇州，后没于南诏，属建昌府。

宋时属云南大理地方政权。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置威龙州，普济州，属德昌

路。明朝实行卫所制度，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授贵州普定卫平州人吉荣秋为普济

州长官司世职，授云南大理人张启朝为威龙州长官司世职，均属建昌指挥使。明洪武二

十七年(公元1394年)置迷易守御千户所(撒莲)属四川行都司。迷易所士千户安天

佑，其祖先安文，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投诚受职，历传安瑞明，安瑞图，安



国泰承袭。嘉庆中追缴印信，改土归流，付迁户贤。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威龙

州投诚，授长官司职世袭。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普济州投诚，授长官司职世

袭。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裁迷易守御千户所并入会理州，改设迷易巡检，属

宁远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迷易巡检为迷易县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迷易

县佐为区隶属会理。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以安宁河为界，将上述地区划归西康

省德昌县。1950年解放后，德昌县麻陇区辖现在的麻陇，联合、云峰，团结，胜利公

社，龙窝区辖现在的南坝公社，普威乡(4-普威、横山，黄草，黄龙、白马、坊田公

社)草塘乡(今草场、莲华一部分)、榜兴乡(今挂榜，沙坝和昔街一部分)迷易乡

(即现在的撒莲公社)上述四个乡统称德昌县下四乡)。

1951年7月，将上述两县辖地合并成立迷易县(县址撒莲)1952年5月，县址由

撤莲迁至攀莲镇)。此地气候温和，宜于稻谷生长，经1952年5月9日政务院政务字(51)

号批复增设迷易县。同年8月1日奉西康省人民政府西昌区专员公署通知，改迷易县为米

易县，属西康省西昌专署。1955年7月西康省撤销后，即属四川省西昌地区。1978年10

月米易划归渡口市。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质情况复杂。属康滇地轴，处横断山脉的南缘，以古老的火成岩或变质岩为

主，县境内构造发育，有纵贯南北、规模巨大的雅砻江断裂，东部还受到安宁河深大断

裂的影响，地震烈度为7度区，历史上多次受邻区地震的波及，造成一定破坏。 ·

全县地形由基本平行的山岭与峡谷构成西北高，东南低，总体可分为=山和二谷三面

坡。二山为西部的白坡山和东部的龙肘山，二谷为西部的雅砻江谷地和中部的安宁河谷

地。山地以中山为主，大都在海拔3000米以下，最低是安宁河口，海拔980米。山区主

要由西面的白坡山、二台子，尖山子和东面的龙肘山所组成，海拔在1500米以上，占全

县总面积的6．31％。山谷盆地有普威、麻陇、海塔等，还有草场河，-响水河、楠木河等

河谷地。海拔在1100米至1500米之间，占总面积的34．19％。河滩平地，主要在安宁河沿

岸。由于河地开阔，河床平坦，形成水塘坝、典所坝、小河坝，撒莲坝、湾丘等冲积小

坝子和缓坡地，海拔在1050--1150米之间，占总面积的5．5％。

白坡山位于米易西部，西起雅砻江，东至安宁河，属西昌磨盘山南延部分的余脉。

因三面环水，分水脊线曲折多变。岭脊四出，山体稍显破碎。山地东坡较西坡为缓。其

间多山间盆地和汇水盆地。如普威叶家村，、横山、黄草坪，麻陇等，西坡较陡，平坝很

少。白坡山之颠是县最高峰，海拔3447米，冬季常有积雪。此山自然资源丰富，原始生

态保存完好。全县林地主要分布在白坡山。 ，

安宁河足县内主要河流，经德昌县自本县昔街公社入境，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县，

在坊田公社小得石附近注入雅砻江，县内流长76公里，流域面积占全县面积66％，流域

中耕地面积占全县耕地的85％。该河支流众多，分布东西两侧山地，较大的楠木河、草

场河，挂榜河等，都来自右侧，显示出水系很不对称。除楠木河长流外，其余支流旱季

可出现断流现象。因受干湿季影响，安宁河四季流量差异很大，汛期最大流量每秒为

2



3410立方米，枯水期最小流量每秒只有5．3立方米。多年来由于森林砍伐过量，流域内林

地甚少，植被很差，水土流失极为严重。西部的雅砻江是经县界最大的河流，过界流长83

公里，全在深山峡谷之中，支流多为短小山溪。雅砻江水流湍急，河谷幽深，河床狭

窄，两岸少有缓坡，不见平坝。目前雅砻江仅利用于水运木材，其丰富的水利资源正在

开发之中。 。．

县内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凹季不明显，冬暖夏秋凉，春温高，气

温年变化较小，日变化较大，霜期短，日照多，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湿度小，降雨

集中，多夜雨和雷雨，全年盛行偏南风。由于山地和河谷相对高差大，气候垂直差异显

著，小气候复杂多样。

全县以海拔高度可分为四个小类。1100米以下河谷为南亚热带半干旱气候l 1100—

1500米河谷浅山为中亚热带半旱气候。1500--2000米山地为北亚热带半湿润气候。2000

米以上的山地为暖湿带半温润气候。自上而下，各类气候之间，年均温相差2—3℃，

无霜期相差15—20天。属南亚热带半干旱气候的安宁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19．4℃，五

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5．5℃，较七月份高0．3℃。极端最高气温可发39．8℃，一月份最

冷，平均气温为11．1℃。极端最低气温一2．2℃，出现在十二月，但极少见，一般在O℃

左右。冬季不到两个月，且无严寒。夏季长达五个月。全年≥10℃的活动积温

6795．3℃。无霜期306天，日照总时数为2319小时，光热条件充裕。年降水量1118．6毫

米，十一月到次年四月的旱季丰年降水量为年总量的4％，六月至九月降雨量占全年

总量的77％以上，尤其六、七两月，不仅雨量多，而且比较稳定。有利于粮食作物亚热

带和热带经济作物的发展。灾害性气候有寒潮，冰雹，淫雨，干旱等。

米易县自然资源丰富，林业用地205．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64％，其中用材林地为

85．5万亩，占26．8％。森林覆盖为47．7％。主要为云南松。矿产资源主要有钒、钛、煤，

铁，石灰石、粘土矿等。

(三)经济概况

经济以农业为主，亦有一定的地方工业，地方工业主要是制糖业。1980年工农业总产

值4，303．875万元，是1950年的4倍。

农业l现有耕地165，861亩，占全县总面积的5．31％，其中田111，921亩，地15,552亩，

人均耕地1．09亩。主要分布在安宁河流域河谷平坝和山问盆地。农作物以粮食为主，主

产水稻，小麦，其次是玉米，豆类和薯类。经济作物主要是甘蔗、兼有油菜，花生等·

畜牧业以生猪为主，牛羊次之。解放以来进行了农业基本建设，全县修建了水库23座，

渠堰1，443条，山平塘685口，‘电机提灌63处，装机90台。畜、引、提水量7，064,．32万方，

总计有效灌溉面积118，701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1．6％，水利条件的改善增强了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80年粮食总产11，586万斤，是1950年的3．9倍·

其中水稻种植101，125亩。产量达7，927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68．4％，小麦种植是51,602

亩，产量l，604万斤，玉米30，103亩，产量1，473万斤，杂粮种植22，301亩，产量580．8万

斤。甘蔗1980年共种植15，538亩，产量16，522万斤，油菜籽，花生，芝麻等共6，092亩，



产量62．62万斤。养殖各种牲畜23．652万头，其中生猪存栏数94，362头，牛32，457头，

羊109，701只。产氩11．8万斤，198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639万元，是1950年的2．9倍。

‘其中农业产值1619．1万元，林业产值，40．28万元，牧业产值487万元。副业产值488．2

‘万元，渔业产值3．98万元。粮食征购2569．67万斤，公购1931．49万斤，超售541．96万

斤·社员人平生产粮食826斤，人平分粮547斤，人平分配现金210元。

工业·解放前只有个体铁，铧匠和织布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发展很快。现有

制糖，森工，电力，造纸、采矿，建材、木材加工、粮食加工，食品加工，以及铁木器，

缝纫，印刷等工厂。工业企业有属攀枝花钢铁公司的二滩粘土矿和省属普威林业局，县

属国营企业有米易县糖厂，农机厂，电站等8个。其余多为集体“五小’’工业。1980年

生产自砂糖7，655．2吨。机制纸358．3吨，木材5，780立方米， (不含普威林业局生产的

木材(发电量904万度，开采富铁矿3000吨，饮料酒739．1吨。1980年工业总产值1665．3万

元，是1950年的46倍。

交通。解放前全县无公路，交通十分闭塞，运输全靠人背马驮。解放后，交通运输事

业有很大发展。现在旬沙关一雅砻江公路沿安宁河纵贯全县，米易一普或公路和德昌一盐

边公路干线在普威相连，全县有省道162公里，县道133公里。各公社筑有简便公路和机耕

道310公里。县建立了汽车队，有汽车17辆，还有农用汽车35辆，拖拉机655辆，以县城为

中心至邻县和县内各公社的公路四通八达。1970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纵贯全县，设客

货站10个，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业·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全县商业机构建全，供销，商业网点遍布城乡，市场

繁荣，购销两旺。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12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解放前，我县文化落后，全县仅有小学9所，学生862人，中学一所，学生90人，

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全县办有小学203所，学生31，674人，中学12所，学生7，887

人。还有师范学校，卫生进修学校各一所，全县共有教职员1，885人．

文化设施t县城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成立了川

剧团。有线广播遍及各公社生产队，形成较完整的有线广播网。厂矿和多数公社建有电

影放映队。县城灵官山新建电视差转台一座，群众文化生活大为改善。为增强人民体

质，兴修了县体育场，开办业余体训班。体育场内设置了田径场，灯光球场和游泳池。’

t卫生。解放前卫生事业几乎空白，现已建立各种医疗机构39所。其中县，区、镇医

院，卫生院共7所，公社诊所22个。还设有康复院，县防疫站，血防站和妇幼保健站。

共有病床353张，医务人员525人。有大队医疗站94个，农村医生222人。基本改变了山

区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

本县曾为血吸虫流行区·解放后政府拨专款，免费进行防治工作，成效显著。灭螺

83．1万平方米，占原有螺面积99％，治愈病人1867人，治愈率96．9％。

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1980年人1：3自然增长率下降到2．59‰，计划内生育率为

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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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 镇概
√ ‘

攀莲镇位于安宁河下游河畔的灵官山麓，距渡口市52公里，系米易县，攀莲镇人民

政府驻地。清同治九年(公元1871年)，此地名目“帕恋沟。会理州志记载，此地虽

“四时温暖，五谷百产黟；。但是当地居民“终身不至州城，往往被俘于蛮夷，凌辱于豪

强，见侵于盗贱，甚至破巢毁卵一，故名怕蛮沟。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帕恋沟矽·

因此地攀枝花树多又名目“攀莲沟”。解放前属会理县，为莲华乡公所驻地。解放后，

1951年建县，县址撒莲，1952年，由撒莲迁驻攀莲。1977春年建立城关镇。1981年更名
‘

L-
●

为攀莲镇。

该镇海拔1，068米，属南亚热带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19．5℃，年降水量1，100毫

米，冬、春两季干燥少雨，夏，秋两季降雨集中，为全年雨量的80一90％。

解放初，攀莲镇仅有一短窄破烂小街，方圆不足一华里，现在建设为五街两路，面

积扩大至3平方公里。镇辖两个居民委员会，非农业人口7，722人。 r，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5家私营铁匠炉。现已发展有县办农机，机具，印刷，粮食

加工，综合食品，酿酒，服装、自来水等11个厂社，总产值达313．5万元。有镇办店，社

企业22个，收入总额达42．7万元。

交通方面；解放前无公路，车辆，交通运输全靠步行马驮。从1954年开始修筑公

路，先后建成甸雅，米普等公路干线．现有公共汽车通往多数公社，每天有班车开往会

理，渡口。1970年新建的成昆铁路通过该镇，城乡连接，交通十分方便。

文教事业；解放前有初中2所，学生不足百人，现建有重点中学1所。 (初中11个

班，高中6个班)，共有学生884人。还建有师范学校，卫生进修学校各l所，幼儿园

2所，入园幼儿达300人，小学2所，共有学生1，580人。有电影院、川剧团各1个·有

lO米跳水台的游泳池和儿童游泳池各1个。还有足球场，灯光球场。

卫生事业：解放前无医rye-位，只有3家私营中草药铺。现建有县医院、中医院各

1所，有病床100多张，医务人员150人。还有县保健站，防疫站、城关接生站各1所。

1980年该镇人口自然增长率1．32‰，计划内生育率为87．78％。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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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二音

米易县

攀莲镇

攀莲

城中街

北街

南街

桥东街

顺祥街

顺城街

铁建路

文体路

6

MiyT Xiitn

备 注

原名速易善．1951丰建善．固宜种稻谷．1952丰更名未
易县．

Panlian Zhen 原城关镇．因驻摹莲置更名．

Panlian 原名帕恋沟．后因多事枝花树．更名摹莲．米易善政
府．簪莲镇驻地．

Ch6ngzhong Jie 位于露善城中部．善政府、事莲镇机关驻北街．

B6i Ji百

N／in Jie

Qiao Dongjie

ShOnxiang Ji6

Shdnch吾ng Ji百

Ti芒ji／tn Ld

W吾ntT Ld

原名铧妒街．位于城中街之耙．故石．

原名老街子．因在城中衙之南，文名．

原名凉桥新街．目在攀莲大桥．；c东．故称．

因簟有魔祥寺而得名．

毙街啊城而绕．致名．

屎汞铁遣兵驻地．故名．

诧路多文体单位．故名．

■



麻陇．彝-族。自’治．区’I概。况

该区除所辖的黄龙，白马公社位于米易县城北部分外，其余位于米易县城西北面山

，区。东北与普威公社相连’南与坊田公社接壤；东与横山公社毗连，西隔雅砻江与盐边县

相望。总面积659．76平方公里。辖麻陇，云峰，联合，团结，胜利，黄龙，白马7个公

社，26个大队，141个生产队，共16，292人·彝族占总人数的80％，其余为汉族，傈僳

等民族。区公所驻街村，在县城北24公里·

麻陇地形似马槽，彝语称马槽为“姆龙”，汉语谐音“麻陇矽故名。解放前为德昌

县麻陇区。解放后，1951年为米易县麻陇彝族自治区至今。

全区地处山地，深谷纵横，地形复杂。平均海拔2680．7米。主要高山有自坡山，光头

山，尖子山，照壁山等。自坡山乃米易群山之冠，海拔为3，447米，该区森林资源丰富，

有林地65万多亩。主要分布在麻陇，联合，云峰等会社，耕地2．5万亩，主要分布在山

问盆地和河谷地带。荒坡草地25．8万亩，有待开发。

该区气候差异很大，从河谷到高山形成典型的立体气候，年平均温度15℃，年降水

量l，500毫米，最冷月份为12月，全年无霜期270天．全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

业，1980年粮食总产1，092万斤，是1950年的3倍。主要作物是水稻，玉米、洋芋等。

1980年生猪11，626头，黄牛4，966头，水牛1，448头，马109头，羊38，259头。

该区境内矿藏极为丰富，有铁，煤，粘土等矿，分部在白马，黄龙，团结，胜利等

公社。各公社分别办起来铁矿、煤矿，砖瓦厂，农机站。1980年有沟堰259条，有效灌

溉面积8230亩。有社办电站9个，装机容量140危。

文教卫生事业-从前全区只有小学1所，教师1人。现有小学48所，教师173人，

学生2，913人I中学1所，教师11人，学生173人。现有医院6所，医务人员20多人。新

建广播站7个，电影队7个，文化生活有较大的改善。

变通运输方面。新修简易公路6条。有汽车3台，做到了县社通汽车。



．，麻陇7人』民+公。社概况

麻陇公社位子米易县城西北部，麻陇河沟的上游。东接云峰公社，西连团结公社，北邻

联合公社，南毗坊田公社。面积98．9平方公里。辖5个大队，32个生产队，共3，484人。

彝，汉杂居。公社驻街村，距县城24公里。生产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业。
“

该社地形似马槽，彝语称马槽为“姆龙劳，汉语谐音靠麻陇’’，故名。解放前，归

德昌县麻陇区管辖。1951年划归米易县后，为麻陇乡。1958年辖13个高级社。1972年成

立麻陇公社。
’

该社属山区，有耕地4，600亩，占总面积的3．1％，主要分部在麻陇山问盆地，有林

地107，510亩，占总面积的72．5％，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南面，荒坡草地25，450亩，占

17．2％，分布在耕地与林地之间和西南一带。境内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5℃，雨水较

多，日照时间较长。矿产资源有煤、铁等。‘

该社主产水稻、玉米，洋芋，小麦等．1980年粮食总产量211万斤，是1951年的6

倍，其中水稻播种面积l，771亩，亩产373斤，总产66．1万斤。其余是小麦和杂粮，总产

144，9万斤。土产有木耳，蘑菇，花椒，药材等。有畜牧场11个，牛羊等牲畜10，068头。

社队企业有电站8个，装机容量93豇。有农机站一个，汽车2台，拖拉机4台。。

文教卫生事业从前只有小学l所，教师1人，现发展到小学10所，教师39人，学生

702人，中学1所，教师11人，学生173人。中心医院1所，合作医疗站5个，过去缺医

少药，文化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改善。

该社有山区公路，与米(易)普(威)公路干路相连，交通状况有较大改善。



●

‘

现 名

麻陇彝族
自治区

廨陇公社

街村

中心大队

最村

团山堡

麻陇

汉语拼音

MM6ngyTz6 ZTzhiqQ． 因境内有床陇村而得名．

M：d6n9 Gongshe

jiecOn’。。

ZhongxTn Dadul

H6ucon

Tuanshanb直o

MM6ng

大木杆大队 ，Damngan Dadul

中 坝

麦地沟

大木杆

新田大队

凉棚

新田

大火山

大坪子

Zhongba

因社内有居民地麻院而得名．

注

麻院公社来市贸易中心，故名．麻院彝族白治区。麻陇
套社驻地．

墨÷大队．地处麻跣公社中部．故名．有耕地1203亩．
980人．

地处街村后面。中心大队驻是．

因山影而得名．

旧名卓罗伦．因地形象马檀．彝语称。舞尼”．汉语谙
膏“麻陡”。文石．

原一大队．境内有大未扦．致名．有耕地916亩。789
人．

地处麻陇坝予中部．故名．大未杆大队肇地．

Maidigou．
’‘

因原产燕走而得名．

D,',mdgan 北村原立有一根大未杆．故名．

XTntian Datdul 屎三太队．因有苛田而得名．有耕地823亩．581．人．

Liangp吾ng

Xintiei n

Dahu6shan

Dapfngzi

照壁山大队 Zha．ob3shan Dadul

青柄村

中槽

早谷田

牛场坪

云南棚

Q-ggangcOn

Zhongcao

Zaog凶tiAn

霞村原有歇李的棚子．新田大队驻地．

将原山地崭开垦为田．故名．

此村附近一山．t被大太所烧．致名．

斌村缝子山问较大坪地，故名．

原四大队．目靖内有照壁山而得名。有耕地1044亩．
T24人．

茁村原有一大青拥树．而得名．照壁山太队驻地．

霞村地处山槽中部．敌称．

此地气候夷热，稻谷成熟较早．故名．

Ni6ch百ngpTng 此为被养牛羊的山坪．坟名．

Y6nnAnp吾ng 云南人搭棚聚居于此，故名．



现 名 汉语拼音

岔河

傈僳箐

照壁山

红岩大队

元宝山

红岩

Chah6

LisDping

ZhAobishan

H6ngyan Dadul

Yu矗nbaosh磊n

H6ngy矗n

三家村 。Sanjiacon

槽房沟

锯居坪

火石村

丫垭坪

鸳家火山

C&ofan996u

．1QjOpl．ng

Hu6shi．co n

YayApfng

YuAnjiahu6shan

丫垭坪垭口 Yayapfngyak6n

10

备

雨河沟相套于此。故名．

膏有像像族住此山箐．故名．

因有一高山峭壁。晨寿朝阳所照．故名．

注

碌五大队．因境内有l‘岩材而得石．有耕地614亩．400
人．

因山形似兄宝而得名。l‘岩大队驻地．

谴特因地禹土tI而得名．

霞村愿住有三户人家．致名．

此地原有未曾房．故霖．：’

地形似锯予．故名．

安村附近岸石鲜l‘如天．故名．

●



白马人民公社概况

自马公社位于米易县北部。东和东北与黄龙公社为邻，北和西北与德昌县茨达公社

交界，西和西南同黄草公社毗连。面积29．5平方公里。辖3个大队、10个生产队、1个

大队牧场。共263户，1，328人，主要是彝族，汉族仅占总人口的2％。公社驻岔河，距

县城21公里。 一，-．

该社东北面有白石大坟墓一座，人称自石堆，西面为马颈子山，取两地首字得名。

解放前，属德昌县普威乡。1951年划归米易县，仍属普威乡。’1953年建自马乡。1958年

辖7个高级社。1972年建立人民公社时，名白马公社。

该社地处高山狭谷地带，有南北走向5沟7，梁，山峰最高点达2，289米。相对高差

1。500—1，700米，因而形成立体气候。全社有耕地2，307亩，占总面积的5．2％，林地

22，700亩，占51．3％，主要为松树。荒坡，草地15，940亩，占36％，主要部分在狭谷地

带。1980年粮食总产量69万斤，是解放前的8倍。主产玉米，水稻，养子，洋芋等。全

社现有大牲畜469头，猪858头，羊2，579头。境内蕴藏着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有待开

发。

文教卫生事业l在原来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发展到现有两所小学，9名教师，学生

140人，建有公社卫生院。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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