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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北城是玉溪市境内仅次于州城的重要城镇，物产丰

富。自古以来即商业兴旺，人才辈出。即使是今天，北城

仍是玉溪市农村经济较为发达之地。

‘玉溪市北城志'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忠实地记述

了北城镇的过去和现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区域内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读之不但能使人对

北城镇获得了解，而且更使人产生一种振奋之感。这都是

由于该志书能较好地把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时代性

统一起来，突出地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北城镇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

艰苦历程及取得的各项成就。因此，‘北城志，不仅是对

干部群众，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

好教材，而且它还是一本为北城镇的今后发展提供历史借

鉴和提示未来的“资政一之书。

衷心地祝贺‘北城志》的问世，并希望有更多的读者

读到这本书。

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 杨瑞新

198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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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8个月的努力，《玉溪市北城志》终于编纂刊

印，这是北城镇的一件十分令人高兴的大事。

《北城志》是北城镇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它记载了

北城镇从古至今的情况，特别是详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北城镇各族入民在社会主义建

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内容丰富，事实准确，可为正

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制定计划，措施，促进改革、

搞活经济，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

《北城志'编写小组在修志工作中高度负责，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北城历史悠久，但资料奇缺，不易查

找等困难，广征博采，积极寻求有关的资料，并在此基础

上反复核对事实，认真细致地进行整理，分门别类地记录

到卡片上，基本上做到了资料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系统

完整，翔实可信。 ．

一

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编写小组都能始终坚持党的四项

基本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

事求是，详今略古，终于编成一部具有新观点，新特色的

志书。

但由于编修志书是一项新的工作，错误和缺点难免，

诚恳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指正。

2

中共北城镇委员会书记 张国安
“

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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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城志》是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夏

确定的基本路线为糟导思想进行编纂的一部全面

反映北城镇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全

书由概述，大事记，各专志及附录等组成，韭配

有图、表、照片等。

二，各专志取条目式编排，按条目叙述。

三，全志取事，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

远"的原则，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料，尤以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史料为主。

四，本书所用数据，除从旧志夏档册所得

外，主要采自于统计部门，韭一律按新颁布的行

文规定使用。

五，本志在编纂当中，恰遇撤区建镇建置调

整，故除概述已照新建置称谓外，其余仍照旧

称o

3



概 述

北城镇地处玉溪盆地北部，位于东经102。337，北纬

24。257。东接小石桥乡和江川县早谷田，南与春和，李棋

两镇为邻，西，北分别与晋宁县的棋树营，宝丰区接壤。

距昆明90公里，离州城约8公里。是玉溪市的北部门户，

亦为滇中通往滇南的交通要道。

北城镇境内北、东，西三面环山，南与玉溪坝子相

连，罗木箐河，西河直贯其间。坝区最低海拔(王棋乡地

界)1639米，山地最高海拔(大老山)2448．2米，最大相

对高差为809．2米，整个地形由北向南倾斜。

北城全镇总面积116．9平方公里，折合土地175276亩，

人均占有土地3．43亩，比全市平均4．94亩少1．51亩。每平

方公里人口密度为438人，比全市平均多134人。耕地面积

为36574亩，其中田25294亩，地11280亩，农业人口人均

占有耕地0．75亩，比全市平均少0．11亩。森林面积约38931

亩，覆盖率为22．2％。疏林地，灌木林为22983亩，宜林

宜牧荒山草地约22774．5亩。水域面积约1573．5亩，其余

面积为城镇，村庄，道路、厂矿等所用。

北城镇地处滇中，属于中亚热带半湿润冷冬高原季风

气候。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冬春干旱，夏秋多雨，雨热

同季，日照充足，无霜期达233天，气侯条件有利于农作

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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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镇的土地资源，主要为红壤土，占耕地面积的

74％，其余为紫色土，水稻土、冲积土等。由于气候条件

有利，兼之长期耕作培植，土壤肥沃，农业生产潜力很

大。特别是坝区的水稻土，土壤熟化程度高，有机质含量

丰富，土体构造好，保水保肥性能好，酸碱度适中，氮，

磷，钾比例协调，宜种性广，是玉溪市粮食，烤烟的主要

种植区之一。此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使北城镇六畜兴

旺，佳果满山。如夏井办事处凉水井的大黄梨，大营办事

处的菜牛饲养及大湾的山楂，都远近驰名。
’

北城开发的历史并不太久。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

年)，北城属步傍部治下的普扎笼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公元1276年)，始在北城设县，称普舍县。明太祖洪武

十五年(公元1382年)撤普舍县，置普舍乡。，并入新兴

州。此后，北城一直或区，或乡，或镇建置。只“文化大

革命"前后一段时期，改称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至1983年12月，才恢复设立北城区。中共北城区委会及区

公所均驻北城，下辖13个乡(镇)，其中有两个民族乡。

全区74个自然村，77个联社(原159个生产队)。区境内还

驻有机关，工厂，部队等单位34个。

1987年，北城镇总户数为12074户，总人口51144人。

其中男性24535人，女性26609人，非农业人口2213人，农

业人12148931人，回，彝，白、哈尼、傣等17个少数民族

共5675人。

北城镇的农业生产历来重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有一

定的基础。但在新中国建立前，由于水利设施很差，亦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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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等烟占22％。

农业的发展，也为农村工，商业(即二，三产业)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由于贯彻执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及一

系列富民政策，经济的发展更为迅猛。1987年，全镇巳基

6



，。

本形成了水泥、五金及铸造、冶炼、食品、建筑五个松散

式的行业集团。全镇乡镇企业数2170个，从业人员13307

人，占总劳力的47％。乡镇企业总收入达5231万元，巳占

当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的70．4％。乡镇企业不但巳成为

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而且还成为剩余劳力转移的重要场

所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现在的北城镇，在经济建设上

已基本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生产格

局。 ．

北城镇不仅是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成就，而且在计划生

育工作方面也成绩斐然，多次荣获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

1984年，被评为云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玉溪地区行署的

计划生育先进集体，1986年又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称号，载入全国光荣榜史册。

北城的文化教育事业，当属源远流长。清康熙二十四

年(公元1685年)，北城即设立“敬一书院"。民国37年

(1948年)，全镇有完全小学5所，加上其它的“保国民

小学纾，总计10余所小学，教师80余人。

新中国建立后，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经济发展快，镇，办事处集体有

能力投资于文化教育事业，更是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

展。1978年至1987年，北城镇投资于文化教育事业的经费

为600万元。教育方面新创立了两所中学和新建设了一批

小学的校舍。另外，幼儿教育亦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目

前，全镇已有中学三所(其中一所为完全中学，即玉溪市

二中)，小学13所，幼儿园13所，幼儿班41个。共有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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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3216人，小学生6764人，入园幼)1A185人。小学升

初中的升学率为93％，小学入学率为98％，巩固率99．9％．

幼儿入学率为60．2％。

文化事业也相应得到了发展，现在全镇有电影院一

座，中心文化站一个，并有10个乡村文化室，使群众基本

可享受到城市一级的大部分文娱生活。
’

北城镇还拥有众多的文物胜迹，高鼓楼名扬全滇，红

旗飞瀑远近闻名，涩水矿泉，味美质佳。此外双林寺、香

岩寺、借云寺等等，也名闻遐迩。

北城因交通方便，故集市起源甚早，商贾云集。除动

乱时代的少数年月外，都是市场兴旺。1987年，北城镇从

事于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集体、个体、联办的企业为

1651个(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6万元，比1986年增

37％，农副产品采购总额974万元，比1986年增长38％，

财政收入465．93万元，比1978年增4．4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九年来，由于农村经济体制

的改革带来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使北城镇人民

的生活水平不但有了极大改善，而且在日益提高。1987

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7428万元，比1978年增6倍1人

均收入1518元，比1978年增5．5倍，人均纯收入605元，比

1978年增4．7倍。个人储蓄余额442．25元，比1978年增

13．4倍。现代的家庭用具，如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

电饭煲等的拥有量，正在迅速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正由盈

饱型向小康型迈进。

全镇的医疗保健条件已大为改善。新中国建立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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