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冀鬃攀i囊囊嚣篆薰黎囊爨。



云南省

宫狡
(内部资料)

畏明市扁疫区人氏政府编

一先八七季四月



《昆明市官渡区地名志》是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发(1982)50号文件和

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政发(1982)80号文件精神，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在本区地名普查成

果资料基础上编纂出版的地名专志，现决定予以颁发。

书中记述了本区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方位、名称来历含义和演变、自

然地理景观、气候、聚落、人口、耕地、物产、经济状况、风土人情等。是一

部继承、发扬本区历史文化和地名遗产，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社会团体和

人民群众的社会交往提供地名资料的工具书。书中所载地名为标准地名，具有

法定性。

为了科学地管理和正确地使用地名’，今后在书写和称呼地名时，都应以书

中所载标准地名为准。凡需要命名或更名，须报区人民政府批准，书中所列具

有地名意义的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的变更，应报区人民政府备案。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



官渡

区连接，

供应基地．城乡结合部犬牙交错，无明确地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逐渐向

郊区扩大。东接宜良县，南邻呈贡县，北与嵩明县交界，西北与西山区相连，西南濒滇池与

西山区隔水相望，北界外12公里有一块。飞地”——新街乡，面积12平方公里，处嵩明、寻

甸、富民三县交界处。辖境东西距4l公里，南北距43公里。总面积995平方公里。

1956年因设区人民委员会于官渡得名．1959年区人民委员会迁驻关上。关上位于昆明

东南郊3．4公里，面积约1．3平方公里，海拔1890--1908米，人口约1．2万人，现为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

辖双哨、小河、小哨，龙泉，双龙、’大板桥、联盟，金马、福海、前卫、云溪、阿拉、

六甲、先锋、矣六15个农村办事处。122个乡(其中12个彝族乡)，613个自然村(包括

农、牧场所属自然村)，552个村民委员会，747个农业合作社；另辖关上、牛街庄，小坝、

茨坝4个街道办事处，9个居民委员会。境内有中央、省、市、区属行政、科研、学校，厂

矿、农、林、牧、渔场和其它企事业单位共500多个．北郊的茨坝、岗头村、上庄、小坝，

东郊的金马寺、牛街庄、小石坝、大板桥等地，已形成几处新兴工业区．

本区辖境历史悠久。1983年在小石坝(b3)附近的野猫洞发现的旧石器，证明早在一

万多年前就有人类生息，近年在官渡螺峰村及先锋农场的大量螺壳堆积层中发掘到的新石器

和陶片，又证明了本区境内的先民曾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到了殷周时期，居住在这里的滇部

落已进人青铜器时代，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人们已从。无君长”、。无常处”的原始社会过渡到

奴隶制社会①，近年来多次在子君(村)、上马村五台山和小羊甫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揭示

了这一历史进程。公元前286年前后的战国时期，楚国庄跻领兵人滇，。变服从其俗以长

之”，成为滇王②，给滇池地区带来较大发展。秦代在滇池地区曾。置吏”⑧。西汉元封二年

(公元109年)土著叟人降汉，在滇池之北置郭昌县，后改名谷昌县，隶益州郡④。蜀汉建

兴三年(公元225年)后隶建宁郡⑤。东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后隶晋宁郡⑥。南朝之

梁末(公元548年)为爨氏所据⑦。隋隶昆州⑥。唐为益宁县地⑨。唐天宝九年(公元750

①《新纂云南通志》

②道光《昆明县志》

⑧《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华阳国志·南中志》

⑤《三国志·后主传》

⑥《新纂云南通志》。

⑦道光《昆明县志》

⑧道光《昆明县志》

⑨《新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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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没于南诏①．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凤伽异于滇池之北筑拓东城，属鄯阐府地②．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段思平立大理国，仍属鄯阐府地③．元灭大理后，至元十二年

(公元1275年)改鄯阐府为善州，置昆明、官渡二县④。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州

革，并官渡人昆明，昆明县郊外置二十五里⑤，其中十四里在今本区范围内．明因元制。清

同、光间改二十五里为四十八堡，后又并为四十三堡⑧，其中三十一堡在今本区范围内．民

国时期，1928年昆明城内设昆明市，郊外为昆明县。全县分为六镇十乡，其中五镇六乡在

今本区范围内．1950年后，昆明县曾一度隶武定专区，全县分为八区，其中一、二．三．

四区在今本区范围内．1953年裁昆明县并人昆明市。前县属一、二、三，四区改为市属

五、六、七区．1956年五、六两区合并始置官渡区，设区人民委员会于官渡，下辖78乡．

七区改称龙泉区，下辖17乡。1957年龙泉区设茨坝街道办事处．1958年官渡区设3个人民

公社，龙泉区设1个人民公社．1959年裁龙泉区并人官渡区，区人民委员会迁驻关上．

1962年区内设14个人民公社，128个生产大队；增设金河街道办事处．。文革”时期。1968

年废除区人民委员会，成立区革命委员会，原嵩明县划给省小哨畜牧场的31个村又划人官

渡区，设小哨公社．全区共15个人民公社，135个生产大队。同时撤销茨坝，金河两个街

道办事处，合并成立关上街道办事处．1980年撤销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区人民政府及下

属各公社、大队管理委员会。1981年复设茨坝、小坝两街道办事处并新设牛街庄街道办事

处．1984年15个公社改为区人民政府的15个(农村)办事处，135个大队改为122个乡

(其中12个彝族乡)，各乡设乡人民政府。至此成为现今官渡区之建制．

全区1985年年末人口总计104719户，444010人(男233687人，女210323人)．其

中：农村人口65374户，27088人；城镇人口39345户，173922人(含区属行政及企事业单

位干部职工11060人)．少数民族37种，28187人，占总人口的6．32％，其中：农村人口中

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彝族(撒民族、子君族)15550人，聚居于阿拉、大板桥、双龙、矣六

等办事处所属的12个彝族乡；回族715人，分布于龙头村、官渡、大板桥、旧关等地，与

汉族杂居；苗族346人，多系近代由外县迁来，聚居于三丘田，金钟山、新店房、前石洞等

山村．其它少数民族人口系企事业单位职工或与汉族结婚迁入者．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446人．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1985年已降到4．85／‰．

全区地势由高原盆地(俗称坝子)、丘陵和中低山构成，大部由东北略向西南倾斜．西

南部为昆明断陷溶蚀盆地的一部分，约占总面积的20％，地质表层届第四系砂砾石，厚3

至10米，下层为第三系砾石、粘土及草煤层，由东北向西南增厚，最大厚度超过1006米，

土壤为红壤、红壤性水稻土及沼泽型水稻土；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属浸溶蚀低山丘陵谷盆地

带，约占总面积的80％，多为红壤、间有少量紫色土．山脉一般呈东北——西南走向，属

滇东高原的梁王山山脉支系，较高的山有东南部的老爷山(又名乌纳山)，西部的长虫山

(又名陋山)，北部的大五山、野猫山、三尖山，较著名的有金马山。长虫山．鸣凤山．五老

①《唐书·南蛮传》

⑦《唐书·南蛮传》

⑧《滇载记》

④《元史·地理志》

⑤《元史·地理志》

⑥续修《昆明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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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跑马山等。全区最高点为老爷山主峰，海拔2730米，最低点为滇池沿岸的一些凹地

——金太塘、五甲塘、海埂公园北侧，海东村北侧等处．海拔1884．5米，低于滇池水位．

主要河流有盘龙江、宝象河、金汁河，马料河及白沙河，均注入滇池．其次有对龙河、花庄

河，东流人嵩明县境；此外，还有明通河，清水河、船房河，均源于城市下水道，污水南流

人滇池．西南面的滇池是省内第一淡水湖，常年水位1886．3米，对灌溉沿岸农田，调节昆

明坝子的气候，发展沿湖地区的航运，均起着重要作用；内产淡水鱼虾，可供应城市；沿岸

湖光山色，景致优美．是旅游的好地方。素有。高原明珠”之誉；本区湖岸线长30余公里．

本区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温凉气候带．加之滨临滇池，故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冬

春干燥，夏秋多雨，干湿分明．年均气温14．5℃，一月均温7．5℃，七月均温19．7℃，绝对

最高气温1958年5月31日31．5℃，绝对最低气温1982年12月27日零下6．8℃；年均降水

量101 1．8毫米；全年无霜期285天左右；年平均日照2448小时左右；风向：晴天多为西南

风，阴冷常为东北风，风力一般为2_3级，夏秋季节有时出现卜6级大风．终年草木长
青，花开不绝，故被誉为“四季如春”，但温差多变化，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四季无寒暑，

有雨便成冬”，是本区气候的一大特点；此外，坝区与山区、山谷与山巅，随着海拔的高低

不同而形成立体气候。影响本区农业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是三月倒春寒和八月低温，有时还

出现干旱．洪涝，霜冻、冰雹等，灾害种类多，连年有，分布广，但重灾面积小．历史上较

突出的自然异常现象为：1964年夏季，旋风加冰雹由西向东自滇池登陆，扫过王官、矣

六，自卫等乡，宽约1公里，长约5公里的地带庄稼被全部摧毁；1974年4月降雪，厚20

余厘米。部分树木和庄稼被冻坏；盘龙江历史上时有泛滥，近期的1957年和1965年。夏秋

之季，连降大雨，江水暴涨盈堤，城乡全民动员加筑堤岸，日夜守护，方化险为夷；清道光

十三年(1833年)夏历七月十三日地震，部分房屋倒塌．

本区属城郊型农业区，经济的发展与城市有密切的关系．农业方面：1985年年末耕地

面积255061亩(包括省市属农．林，牧，渔场)，其中：水田147733亩，雷响田1534亩，

旱地68060亩，轮歇地4200亩，水浇地33534亩，农民人均耕地0．93亩．粮食作物为稻

谷、小麦、蚕豆、玉米、薯类、杂粮，坝区主产稻谷、小麦、蚕豆．一年两熟，素有。滇中

粮仓”之称，山区、半山区主产玉米、小麦、薯类和杂粮，大部分也一年两熟。1985年粮食

总产19194万斤，比1949年的8725万斤增长1．2倍(历史最高年产为1984年22019万

斤)，其中稻谷单产808斤．小麦单产277斤，玉米单产422斤。农民人均产粮648斤，比

1949年的532．6斤增长21．6％。农民人均分配粮食560斤，比1949年的379斤增长

47．7％．经济作物为商品蔬菜、水果、烤烟、茶叶、药材等。城市近郊及矣六办事处所属各

乡专业种植商品蔬菜共2．2万余亩，年上市13．4万吨，占本市蔬菜供应量70％左右．部分

山区、半山区共有果园17656亩，年产水果7万多担，以南部的羊甫、义路、广卫及市二农

场等地的桃．梨和东部大板桥园艺场、小哨等地的苹果，浑水塘的花红为大宗。有茶园500

余亩，年产茶叶100多担。种烤烟2200余亩，国家收购量7400余担；种药材800余亩，国

家收购量120余吨。土特产有官渡的饵诀，十里铺的。十里香”茶叶，双桥村的玫瑰花，牛街

庄．和甸营，关上，土桥一带的芥菜等。畜牧业近年有较大发展，1985年年末：大牲畜存

栏数36824头(包括省、市属农、牧场)，比1949年的23761头增长55％，其中奶牛增加

较快，已达6353头，年产奶12197吨；生猪存栏数为134884头，比1949年的41300头增

长2．26倍；羊存栏23829只．1985年上市刀鸭26．6万多只，禽蛋2129吨。西南部的滇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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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素称。鱼米之乡”，除产粮外，并发展渔业，捕养兼顾，1985年产鱼虾2542吨，商品率

90％以上。林业用地80．9万余亩，占总面积的52．1％。森林复盖率为34．4％，大部分为人

工营造林，树种为云南松、华山松、油杉、高原常绿栎类等。全区活立木蓄积量134．9万立

方米。经济林木有板栗、核桃、花椒等。绿化树有桉、柏、柳、杨、杉、竹、棕等。除山区

乡村经营的山林外，境内有市属方旺林场和金殿林场，专业经营林业。全区农业总产值按

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9424万元，按现行价计算为11271万元。农业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一定

的进展，1985年末：全区有农用载重汽车626辆，小型运输汽车103辆，大，中型拖拉机

612台，手扶拖拉机2401台，机动渔船954只，机动运输船8只；农机总动力18．1万马

力；所有的乡都已通电，用电量3585万度；化肥施用量18323吨；建沼气池599个．农民

的劳动条件已大有改善，农业生产力已相应提高。三十多年来，水利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全

区有电力排灌站188个，安装水泵283台，装机容量11917千瓦，引水工程34项，总长

240余公里．可提滇池水灌田5万余亩，提水库水灌田1．9万余亩，排涝1．7万余亩；兴建

容量100一6800万立方米的水库7个，容量1卜100万立方米的水库12个，共可蓄水l亿
多立方米，较大的水库有北部的松华坝水库、东部的宝象河水库、中部的东白沙河水库，另

外还有天生坝、金殿、沙井、铜牛寺、杨官庄、花庄、八家村等水库。这些水利建设成就，

使全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8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2．7％，旱涝保收面积16．万余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4．2％，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工业方面：区属工业有电机制造、建材

包装、化工，陶瓷、糕点、服装、木器7个厂，职工1995人，年产值2079万元；街道工业

有五金、电器．缝纫4个厂，职工70人，年产值125万元；乡镇企业近年发展迅速，有建

筑、建材、采矿、水泥制品、造纸、轧钢、铸造、化工、五金、木材加工，木器、饮料、运

输、粮食加工、旅社、饮食等项目，1000多个单位，从业人员4万余人，占农业劳动力的

26．2％，年总收入2．5亿元；个体、联户企业2400多个，从业人员5000多人，总收入1200

余万元。区属工业总产值1．79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2．7亿多元．商

业方面：国营商业部门有10个单位，171个基层网点，职工1368人；供销部门有基层单位

18个，网点129个，职工1000余人；近年来个体工商户也发展起来，现达5000多户，从

业人员1．1万多人。商业、供销网点分布于全区各集镇、乡、村，沟通了物资交流，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达1．5亿多元。小板桥、关上、大板桥、官渡、龙头街等集镇，市场繁荣，购销

两旺．财政金融方面：地方财政收入2925万元，年末储蓄余额3703万元，农村人均储蓄

220元，农村存款7375万元。地下资源有磷，铁、钛、铝、煤、石灰岩、陶土、泥炭及地

热等。磷矿蕴藏于大板桥办事处辖境西部的棠梨坡附近，年开采量2．6万余吨；铁矿蕴藏于

清水沟、祭虫山、双桥、长地、小哨等地，乌龙乡、麦地塘也有发现；钛矿蕴藏于花鱼沟、

石关坡一带；铝矿蕴藏于大板桥；煤蕴藏于松华坝；石灰岩主要分布于大板桥一带和长虫

山，除采作石料和烧石灰外，已供昆明水泥厂和麦溪水泥厂作原料；金马、阿拉、云溪、龙

泉等办事处境内有大量粘土，已用来烧制砖瓦；东部白泥湾和北部瓦窑村的陶土，用来烧制

陶器，已历数百年；滇池沿岸有大量泥炭层；地下热水资源，近年来已在南郊的关上、李家

湾、杨二甲，土桥、跑马山等地开发，水温48℃以上，用于沐浴和游泳。

昆明巫家坝机场，位于南郊关上南侧，有省内外及国际航线共十余条，每天各类班机起

降频繁，是本省的航空枢纽。昆明站，位于市区南隅城乡结合部的南窑村东侧，是成昆线

(成都至昆明)、贵昆线(贵阳至昆明)之连接枢纽。昆明东站，位于东郊羊方旺南侧，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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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最大铁路货运站。昆明北站，位于北郊小厂村北侧，是昆河线(昆明至河I：I)起点。贵昆

公路、昆洛公路经本区境内通过。穿金路、龙泉路、七二。四公路、南小公路，海埂路等境

内公路干道，加上38条乡村公路，将全区各办事处。各乡与绝大多数的村庄连接起来，形

成全区公路网。境内公路总长534．5公里。滇池沿岸船只航运可达昆明新篆塘、西山区、晋

宁县、呈贡县等地。全区122个乡都通邮通电话。

科学技术工作有一定的发展，区设有科委、地震办公室．农业技术推广所、水工队、农

机培训站、籽种站、植检植保站、畜牧兽医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环境监测站等机构。1985

年区属科技单位有科技人员1633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1人，中级技术人员14人，初级

技术人员287人，无职称技术人员1331人；其中：农业技术人员104人，工程技术人员82

人．近年来受省、市奖励的科技成果共22项。各(农村)办事处设有农科站，每站有农科

员3至9人，农机员1人。全区有兽医站(室)67个，初步形成科技推广网。驻境内的中

央和省，市属科技单位对本区科技工作的指导和帮助，健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本区的

一大优势。教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现有区属中学19所(包括农业职业中学2所、’体育中

学1所)，学生8134人；小学195所，学生43109人，教职工2224人；厂矿办中、小学52

所，教职工1939人，学生20125人，其中：中学生6491人，小学生13634人。此外，境内

还驻有市属中学8所，教职工618人，学生6142人。境内总计有中、小学214所，教职工

4781人，学生77492人。1985年区属教育事业费支出484万元。1980---1983年国家。集体

投资193万元，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条件。1985年普及了小

学教育。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农村人口每千人中有大学毕业生0．06人，有大学肄业或

在校生0．04人，有高中生27．8人，有初中生153．44人，有小学生447．85人。境内有云南

农业大学，云南财贸学校，昆明地质学校和昆明师范学校等大、中专学校共14所。文体工

作亦有所进步，区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发行公司、电影院、图书馆(藏书35000

册)、广播站各一个。农村办事处有电影院共7个，文化站15个(其中：文化中心1个)。

全区有电影放映队(组)109个(其中：农村38个)。乡村文化室101个、图书室161个、

业余文艺演出队65个、文艺彩排茶室25个、图书发行点48个、录相放映点13个。境内设

有12个电视差转台(其中：农村4个)，复盖率达98％。群众体育活动经常开展，每年均

举办全区农民篮球赛、职工篮球赛、穿城赛跑及登山、棋类赛等活动。区政府驻地关上，1建

有地热温水游泳池，一个包括综合运动场和室内看台球场的体育中心现正建设中。卫生福利

事业亦有所前进，区有医院l所，近年新增建住院部大楼一幢，病床120张，医务人员148

人；有防疫站，保健所、药检所各一个；还有卫生进修学校一所，环卫站一个；15个农村

办事处均有卫生院，共有病床377张，医务人员311人。各乡均有卫生所，共124个，人员

349人．区属医务人员及职工共855人，其中：医师以上人员85人，中级医务人员562

人。一个医疗防疫保健网已在全区基本形成。1985年区属卫生事业费支出108万元。一幢

新建干休所已在近年落成使用。云溪、福海、六甲办事处的敬老院近年已相继建成，现已接

纳鳏寡老人90余人住院。
7

本区境内有多处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风景区。东北部的三十工、中对龙、新庄、免耳

关等村是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过境地，北部的哨新街、双桥，大哨、小哨等村是1936

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过境地。北郊小哨有红军烈士墓。北郊黑龙潭公园内有中共早期地下党

员王德三、吴澄、马登云三烈士墓；长虫山东麓之虚凝庵，为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1927年

5



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秘密集会处(现仅存遗址)．南郊小街子有辛亥革命先烈杨

振鸿故居。名胜古迹有北郊的黑龙潭，东北郊的“金殿”，东郊的昙华寺(内有朱德早年赠映

空和尚诗文碑刻)。南郊官渡的金刚塔、土主庙、孔子楼，北郊的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

墓和清代名士钱沣墓等。风景游览地有西南郊的海埂和庾家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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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白公路

裕丰公路

金王公路

自龙寺公路

金马公路

归十东路

归化路

天文台公路

关凹路

民航东路

四金公路

南小公路

日新公路

关雨公路

小普公路

普腊公路

渔村公路

西罗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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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7条地名更名如下：

现隶属办事处 原 名 更 名 原 因

双哨 双桥(大队) 双玉(乡) 重名

小河 苏家坟(tq) 富家村 含义不好

龙泉 猪场(村) 郑家村 含义不好

双龙 青龙(大队) 麦冲(乡) 重名

云溪 团结(大队) 金冈Il(乡) 重名

秀英(大队)
先锋 ． 螺峰(大队) 官渡(乡) 合并

(三)对62条地名作如下调整和规范化处理：

} 现隶属 旧名称、不规范
办事处 名称及书写形式 标准名称 处理类型 原 因

-
双哨 毛家坟 草窝铺 调整 一地多名，含义不好

福海 凤翥村 螺蛳湾 调整 一地多名，群众习称

双哨 大平子 大坪子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双哨 公社畜牧场 双哨畜牧场 规范化 不准确

双哨 大岭干。 大岭岗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小河 小河 小河村 规范化 少一字

小河 老成箐 老沉箐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河 三支锅羌石 三支锅腔石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小河 桥梁山 荞梁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河 老鸹冲 老鸦冲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河 朱根山头 竹根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河 马高洞 马哥洞 规范化 用字不当

l
小哨 王家 王家村 规范化 少一字

小哨 大皮坡 大劈坡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哨 杨家坟 石家坟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小哨 焰包山 烟包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哨 草毛山 草帽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小哨 独家节 独居井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小哨 大观山 大光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龙泉 到座 倒座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龙泉 老里山 老李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双龙 北岩哨 白岩哨 规范化 用字不当

i 双龙 哈马者 汗马者 规范化 用字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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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隶属 旧名称、不规范
办事处 名称及书写形式 标准名称 处理类型 原‘ 因

双龙 烟堆山 烟墩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双龙 大乔场 打养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双龙 宛花洞 碗花洞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大板桥 方杆箐 方岗箐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大板桥 杨坝冲 羊坝冲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大板桥 高石头村 高石头 规范化 多一字，

大板桥 羊见山 羊厩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大板桥 白鸡山 白芨山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大板桥 节祭冲 蕨棘冲 规范化 用字不当

联盟 大厂村 大场村 规范化 用字不当

金马 马军厂 马军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金马 关上前街 关上街 规范化 多一字

阿拉 大高坡村 大高坡 规范化 多一字

阿拉 ，长村 场村 规范化 用字不当

福海 弥勒寺 弥勒寺新村 规范化 少两字

福海 新河 大新河 规范化 少一字

前卫 沙地村 沙地 规范化 多一字

前卫 栗牙村 栗牙 规范化 多一字

前卫 大营村 大营 规范化 多一字

前卫 马桑营 马洒营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双桥村 双桥 规范化 多一字

前卫 陆家厂 陆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曹家厂 曹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孙家厂 孙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李家厂 李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王家厂 王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小李家厂 小李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范家厂 范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小蔡家厂 小蔡家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小街 小街子 规范化 少一字

前卫 楼坊村 楼房村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拥福寺 永福寺 规范化 用字不当

前卫 排灌大沟 青苔大河 规范化 用字不当

李家坡
云溪 向化 规范化 已合并

龚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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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隶属 旧名称、不规范
办事处 名称及书写形式 标准名称 处理类型 原 因

先锋 石虎堆 先锋农场 规范化 一地多名

先锋 渡家大沟’。， 杜家大沟 ：， j，，规范化 用字不当

先锋 新河． 龙马排灌大沟 规范化． 一地多名

矣六 遛龙村 回龙村 规范化‘ 用字不当

17l



官渡区1984年行政体制改革中

原24个大队合并改设1 1个乡名称调整一览表

(附录二) ．

公社改设 合并大队 改设乡
废除前名

公社改设 合并大队 改设乡
废除前名

办事处名称 名称 ‘名称 办事处名称 名称 名称

秀英 秀英 普照
先锋 螺峰～’ 官渡 阿拉 普照 麻苴

螺峰 麻苴

白马
白马 羊甫

罗丰 金星 羊甫 义路

金星
罗丰 义路

清泉 云波 清泉
珥琮

珥琮 织布营
云波 织布营

龙泉 谷丰
宝丰 云溪 星东

宝丰 宝云 星东 土桥

宝云
谷丰 土桥

水箐
中坝 水箐中坝 云溪

云溪 时家湾
．北仓 北仓 罗索坡

时家湾

罗索坡

· 注：据1984年2月25日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文件官政发(1984)第4号《关于农村办事

处、乡政府设置情况报告》原15个公社改设15个农村办事处．15条专名沿用．原135个’

大队改设122个乡．其中：111个大队改设111乡．1ll条专名沿用；另24个大队合并改设11

个乡，lO条专名沿用。废除前名14条，更名l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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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官渡区地名普查前二地多名一览表

普查编号 现名 别名(曾名) 页码 普查编号 现名 别名(曾名) 页码

25 团山 孔家 13 257 敷泽村 大菜园 49

3l 草窝铺 毛家坟 15 300 菊花村 广卫村 53

33 羊槽沟 朝阳沟 15 415 新农村 柳坝村 64

老黑岩
44 红岩 16 424 彰家楼 彰美村 66

黄龙潭
，

52 旧村 团结村 18 44I 高朱村 高家地
朱家地

66

67 高枧槽 走马滩 18 447 邬小村 王家小村 67

陈家湾
71 大地 法吼庵 18 467 陈顾村 70

顾家营

80 太阳冲 后石洞 20 479 积肖村 花庄 71

124 龙头村 龙头街 27 492 平桥村 三节桥 7l

} 235 中马村 大马村 47 493 望城坡 车闸 7l

239 下马村 大涵洞 47 501 日新村 索珠营 73

503 中苜蓿村 苜蓿场．- 73 576 旧村 藕塘旧村 59

●

504 上苜蓿村 苜蓿场 73 583 公家村 马刺园 59

509 福德村 饵营 72 585 普照村 大普纳 60

袁家庄．木桥
522 红庙寺 枋．司家桥， 75 587 高桥村 岔普鲁 60

孙家沟

530 陶家湾 花井栏 76 589 西邑村 西里堡 6l

544 双凤村 锅盖营 74 591 场村 奔楞登 60

中天台
547 玉龙村 74 619 小喜村 小新村 81

天子庙

李家坡，龚家!： 558 小李家场 花椒墩 77 622 向化 81
头，何家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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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编号 现名 别名(曾名) 页码 普查编号 现名 别名(曾名) 页码

蔡家场
下张村、张家

559 蔡陆村 623 七甲 村、罗家村．
陆家场 李家村

566 金马村 王百户村 63l 金刚村 三甲

575 新村 藕塘新村 632 团结村 三甲

633 余家村 三甲 756 自卫村 左卫营

644 义路村 小山头 762 矣六 矣苴堡

715 六谷村 落阁灯 694 官渡 阿勾娄

717 龙马村 马村 956 先锋农场 石虎堆

718 姚安村 窑湾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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