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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文件

关于颁发《五华区地名志》的决定

五政发(1983)第53号

昆明市五华区《地名志》， 《地名图》，是根据省人民政府云政

发(1982)50号和市人民政府昆政发(1982)80号文件精神， 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为原则，按照《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纂意见》的要求，在地名

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的基础上编纂的。经审定，现决定予以颁发。 《五

华区地名志》是继承和发扬我们伟大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与地名

遗产的史料书，记述了我区所辖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它的出版，将为

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政治、经济、民政、公安、军事、外

事、交通、邮电、科研、文教、新闻、出版、广播、测绘，城建、旅

游、商标设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今后，凡使用地名的单位、车站、学校、商店以及商标设计、新

闻报导等，均应与本志的标准名称保持一致。需要命名、更名、调整

恢复的地名，都必须严格履行地名审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

擅自更改和命名。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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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区地名志》是概述五华区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特点，以及现实状况、历史沿

革，并对全部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一部地名专志。它的编辑出版，将给政治、经

济、民政、公安．军事、外事，交通、邮电、财贸、科研、文教，新闻、广播，测绘，城

建、旅游、商标漫计等部门以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交往，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它既是一部资

料书，工具书、又是一部乡土地名知识读物。

地名，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产物，是在社会生产活动和生

活中产生和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名源出不一，纷纭繁杂。不少名称，字别音讹，语

义含混，精华与糟粕并蓄，有的或带封建意识，或具媚外色彩，有的则一名数地、数名一

地，就是建国以来新建或形成的街、路，巷和居民住宅区，有的至今仍无名称，即使已有名

称的也不完全标准化、规范化。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地名更

是混乱不堪。因此，摸清地名家底，搞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从而结束地名混乱现象，

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当务之急。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心

愿。对四化建设和子孙后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历电意义。

根据国务院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在省、市地名办公室的指导下，我区于1981年8

月至1982年4月在全区开展了地名普查。先后参加普查的达数百人之多，通过他们辛勤的工

作，获得了大量地名资料，基本弄清了全区地名的底子并对原有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为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创造了条件，为编纂本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基础材料。

这部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进行编纂的。本志编纂时，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针，根据省、市的编纂意见，遵循详今略古，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以适应我

国四化建设广泛的需要为宗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求

精心剪裁，合理布局，做到存真求实，资料准确，内容充实，特点突出，言简意赅，表列

醒目，照片精良，文图并茂，体例实用，查阅方便，具有客观性、实用性和较高的科学性。

本志编纂委员会成员：主任张振荣，副主任彭桂岜(兼主编)，委员张大全，却佑生，

范铨、范恒昌、何贵*、罗衡民。责任编辑何兴庚，编辑杨易霖、张科仁。



本志从二月份开始编纂。编写过程中，省、市地名办公室给予切实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初稿

经主编和编委会主任初审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除分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街

道办事处领导同志和编委会成员审阅外，省地名办公室李子盛，省历史研究所王树五，云南

大学历史系朱惠荣，昆明师范学院杨发恩，省图书馆李孝友，省，市参事室、文史馆，市文

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市志编纂办公室陈赓雅、马子华等有关专家，学者及社会人士在百忙中

帮助审阅稿子，核证史实，校正谬误，并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在此，表示衷心地

感谢l邓广琼、魏树森、俞惠琼协助编绘《五华区平面图》，志中部分照片由市影协杨长

福．市群众艺术馆王克恩、图片社刘建明和省历史研究所何兴柏提供或拍摄，省教育、卫

生，文化厅，市、区统计局、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居委会为本志提供部分统计数字，省广

播电视厅、云南日报社、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冶金研究所等30多个单位，协助我们修改或撰

写本单位条目I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二～六、七二一七工厂分别承担文字、照片和地图的制版

印刷任务，在此，也一并表示谢意l

“盛世修志”。《五华区地名志》的编辑出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五华区大

好形势的生动反映。是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向四化建设的伟大进军中，我们奉献给全

区人民和社会的一分薄礼。

本志的编纂是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和区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全书完稿后，经编委会审

定，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经省、市主管部门认可。因此，书中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过的五

华区现行地名，便具有法定性和权威性。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地区地名名称时，都应以此为

准。今后对原有地名的更名或新地名的命名，都必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

编纂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

错误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五华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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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目

尼． 例

1．本志共收五华区各类地名532条(普查条目494条、新增38条)，另收习称地名21条。

2．本志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但又不是普查资料的堆砌、照抄和照转。

3．本志条目使用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汉字。字体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

《简化字总表》和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

字形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4．条目名称后加注的汉语拼音是该条目汉字的标准读音。

二、编 排

5．本志包括卷首、正文和附录三大部分。

6．本志条目按行政区划(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街(路)，巷(里、坡)，

区片和居民区I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和游览地，具有地名意义的

行政、事、企业单位等七大类顺序排列。区列正文之首，街道办事处及所辖居委会，街(路)，

巷(里、坡)，区片和居民区以首字笔画多少为序，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物以先山后水

(池、塘)、次桥的顺序排列；名胜古迹、纪念地和游览地则按先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一

般单位和游览地的顺序排列；条目中的单位分类集中，按省、市、区属的顺序排列。

7．本志采用词典叙述式。词目和释文用同号字印刷，词目用黑体字与释文区别。

8．附录中的《五华区行政区划和辖区一览表》可与正文互为补充，史籍地名资料摘录，

供研究时参考。

9．附录中行政、事、企业单位一览表，系选收并未全录，资料系根据区统计局和第三次

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三、查找方法

10．附录中的《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地名首字音序索引》供查阅条目使用。



11．在《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或《地名首字音序索引》表中找到条目名称，即可在相应

的页码内查到所需的条目释文。

四、其 它

12．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截止时间。区、街道办事处、居

民委员会的人口数，以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为准，街、巷人口数，采用1981年地名

普查时的数据，其它均使用1982年底的统计数。

13．本志一律采用公制计量单位，如米、平方米、吨等。书中数字除序数外，一般使用

阿拉伯数字。

14．关于年代记载。清以前使用帝王年号，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一般使用公元纪

年，个别确切年代难以断定的也使用二十年代、四十年代、清末、明初、或民国初年，建国

初期等等称谓。

15．关于居民委员会名称。1969年都曾改称为革命居民委员会，为了精简文字、减少篇

幅，故条目释文中均略。

16．关于街道的宽度。皆以两旁建筑物间的距离为准。由于其宽窄不一，故取平均数值，

主要街道均标明车行道宽度。

17．关于习称地名。这是已经调整、合并或注销的地名，但在部分群众日常生活和交往

中仍然使用的旧名称。故作习称地名，附于区片、居民区之后，供参考。



昆明市五华区概况

五华区位于昆明市区西半部。北纬25。03 7，东经1 02。43 7。东邻盘龙

区；西至大观楼，濒临滇池，与西山区接界；南起南坝；北至北教场，

与官渡区接壤。五华山、圆通山、祖遍山、大、小虹山、商山连绵区

内；盘龙江支流——玉带河，从辖区南部蜿蜒而过，分流为西坝河、大

观河向西流入滇池。全区面积约1 5．78平方公里。海拔1886——l 968米，

地势自北向南倾斜；东、北多坡，西、南较平坦。

五华区成立于1 956年，因“五华山”得名。解放前，昆明市共设八
区。1 953年，市人民政府调整区划时，将原一、三区合并为一区，二、

六区合并为二区，七、八区合并为三区，四、五区合并为四区。1 956年，

又将一、三区合并为盘龙区，二、四区合并为五华区。
全区现辖土桥、大观、北门、西站、西坝、华山、武成、虹山、崇

仁、新村1 o个街道办事处，1 20个居民委员会(包括家属委员会)。人

口72，125户，269，237人(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主要

为汉族。其中回、白、彝、纳西、壮、傣、满、哈尼、苗、布依、傈僳

等少数民族三十四种，1 9，998人，占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顺城

街、复兴村一带是回民聚居区。

辖区气候宜人。由于受印度洋暖流、季风的影响和滇池湖水的调节，

形成“夏季不炎热，冬季日照长”、“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

春”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温度15。C左右。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20℃；
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7．8。C左右。年温差小，但日温差大；晴雨之间，

昼夜之间，一般相差10至1 5。C。受寒流侵袭时，气温骤降，故有“四

季无寒暑，遇雨便成冬”之说。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使区内林木葱翠，花枝常新，山清水碧，景色秀丽。翠湖公园似一块无

瑕的碧玉，嵌在春城的桂冠之上。园中一池碧水，曲廊翠堤相连，亭台

水榭别具一格，四时鲜花，装点林园，是人们度假憩游的理想佳地。坐

落在辖区东北的圆通动物园，苍翠环抱，怪石嶙峋，天南地北的珍禽异

兽，聚集一山；春夏秋冬四季，奇葩异卉，竞相吐艳，特别是仲春时节



的“圆通花潮”更是名噪一时。届时漫山红遍，游人如织，盛况空前。

五华区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南诏的拓东城

起就是古城的要地。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千余年来，区内官府

官苑林立，寺观祠堂遍布。南诏鄯阐侯高智升私宅，明初镇国公沐英驻兵

之“柳营”，明末永历帝故宫，清初吴三桂平西王府，明清两代云南府

治，昆明县治，巡抚署，提学司，贡院，五华、经正、育材书院等重要官

署衙门、府第、学台、书院和明代刑部尚书严清故里，兵部尚书傅宗

龙，清代名士孙髯翁故居等均在区内。圆通山南麓的圆通古刹，玉带河畔

的西寺古塔，屹立于祖遍山巅的大德寺双塔，金马、碧鸡坊(已毁)和

其它遗存的文物古迹，就是这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见证。明末的扶明

抗清斗争，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光绪十年(1 884年)反抗法

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 91 1年推翻清政府的“重九”起义，反对复辟帝

制，拥护共和国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特

别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和“七·一五”学生运动

等革命斗争，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区内留下

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故居、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北门书屋、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处、 “一二·一”烈士墓等革命历史纪念建筑物或

遗迹。在国务院、省、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昆明市4 1项国家和省市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中，五华区占1 0处。1 983年7月，区人民政府又公布八项区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保护单位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对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的场所。

解放前，五华区是一个消费区。区内为数不多的设备简陋、残缺不全

的小工厂和落后的个体手工业作坊，仅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机械加工或修

理业务；屈指可数的沿街店铺，房舍低矮破旧，货源不足，顾客稀少，

市场萧条，民不聊生；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中

央和省市属四百多家较大的工商企业先后办起来。今天的五华区已经初

步形成了昆明市轻纺、冶金机械、五金工具、交通运输、铁木家具、日

用工业品和食品等工业的生产基地，在四化建设中越来越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昔日，街路狭窄，巷道坎坷，多为条石、碎石或泥土路面，雨天泥



泞难行，晴天黄灰满天。如今，新建的工人、建工、安全、人民、林

钢、向阳新村和1 983年5月竣工的虹山新村等1 0多个新住宅区，高楼林

立，栉比鳞次，数万名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退休职工迁进新居。75

条街(路)，1 86条巷(里、坡)，42个区片和居民区进行了绿化、美

化和平坦化。大街小巷栽花种树， “旧貌换新颜”。五华区正以她的英

姿为春城增辉添色。

解放前，区内仅有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华工校等寥寥几

所大专院校和几所破败不堪的市立或私立中、小学。公共文化设施更是

屈指可数。建国后，五华区不仅是科研、教育单位集中地区，而且形成

了昆明市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中心。如今区内有科研单位20多个，高等院
校9所，中等专业学校2 1所，普通中学19所，还有一寺(圆通寺)，二

园(圆通动物园、翠湖公园)，二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宫(省科技宫、市青少年宫)，二场(国防体育场、市体育场)，五

馆(省博物馆、展览馆、群众艺术馆、省、市图书馆)，六团(省歌舞

团、话剧团、花灯团、滇剧团、杂技团、国防文工团)和1o座影剧院，

使五华区真正形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区。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区办工业迅速发展，先后四批上交了
1 00多个工厂由市管辖，不少企业现已成为市属骨干厂。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区、街道办事处、居

民委员会又兴办机电五金、鞋帽服装、竹木藤器、家具、塑料、皮革、

印刷包装、工艺美术、水泥制品、食品加工、建筑修缮等企业1 30多

个，职工13，000多人，1 862年产值达三千多万元。商业服务网点330

个，职_T．61 38人，年销售额三千多万元。起到了为大工业加工服务，为

人民生活需要服务，为市场补缺的积极作用。一千多个体工商户，经营

各种商业、饮食业、修理服务业走街串巷，摆摊设点，既活跃市场，

方便群众生活，又补充了国营和集体企业的不足。

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较快。现有区属中学2所，小学24所，厂

办小学8所。有教师职工1700余人(包括厂办学校)，在校学生29，076

人。区属幼儿园10所，街道、单位办幼儿园76所，在园幼)L9937人。为

改善学校条件，近几年来，国家投资为17所中、小学新建了教学大楼，建

筑面积约三万平方米。为提高教师水平，又开办了教师进修学校。区文



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文化站和100多个居民委员会文化室，形成

三级文化网，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I 977年扩建了区人民医院，增设4

个门诊部，病床160张。近期还建立了区保健站和4所卫生院、初步解

决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近几年来，全区计划生育取得较好成绩，人口

净增率控制在千分之四左右。

五华区还以她众多的地方土特产和风味小吃被人称道。名冠全国的

“云南白药”，远近闻名的吉庆祥“中秋月饼”，历史悠久的“云南玫

瑰大头菜”，别有风味的德鑫园“过桥米线”，培养正气的“云南汽锅

鸡”等，都出于区内。不少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争相购买，尽情品
些
Z■o

古朴而又青春焕发的五华区，正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道阔

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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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区】 Wahua qft 北纬25。037，东经102。437。位于市区西半部。东与盘龙区

为郐，东北和南部与官渡区接壤，西及西北部和西山区相连。面积约15．78平方公里。西，南

＼、、低而平坦，东、北较高，多坡。海拔1886米——1968米。成立于1956年，因五华山得名。辖区

人白72，125户，269，237人，其中回、白、彝、傣、藏等三十四种少数民族19，998人。中共五华区

委员会，区人大常委会和区人民政府驻崇仁街17号。机关驻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原是清末

至民国年问的名门望族庾氏之私人宅院，俗称庾园。解放初期政府接收改作第四区公安局，

1953年为第四区人民政府驻地。1956年起即为五华区人民委员会驻地。1979年改称五华区人

民政府。现没计经委、科委、体委、爱委会、办公室、人防，托幼、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宗

教事务等10多个办事部门。工作人员138人。辖土桥，大观、；ll：tl、西站、西坝、华山、武

成、虹山、崇仁、新村10个街道办事处，120个居民委员会(家属委员会)，民政、劳动人

事、财政、税务、物价、工商行政、商业、统计、审计、城建、房管、教育、文化、卫生、

司法，公安等局和工业、百货、食品、饮食、服务、修建，民政福利等9个专业公司。辖区

内共有街(路)75条，巷186条，区片、居民区42个，省、市、区三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

处。驻有中央和省、市、区届行政，事业，工商企业及服务网点一千余个。辖区内党、政、

军领导机关较多，科研、文化、教育单位汇聚，商业繁荣，交通便利，风景秀丽。

【土桥街道办事处】T,&qiao Jiedaobansh lchfi 位于市区西南部。东起书林街，

与盘龙区相邻，南靠成昆铁路，西至环境科研所，与官渡区毗邻，北达西寺巷，与崇仁街道

办事处相接。面积2．15平方公里。辖区为城郊结合部，地势平坦，海拔1892--1894米。
成立于1956年，因土桥得名。1958年与崇仁、东寺街道办事处合并成立金马人民公社。

1962年调整为土桥、崇仁两个街道办事处。1969年又合并成立金马地区革命委员会。1974年

恢复原建制。机关驻土桥村122号。辖15个居委会、2个家属委员会，一条主干大街，4条

路、8条巷，1个区片，13个居民区。人口10，345户，37，494人，其中回、白、彝、纳西，

壮、哈尼，傣，苗等二十种少数民族，1905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零八。

辖区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南为新开发区。解放前，多系农田，较为冷僻。建国后，除对

原有的云南纺织厂和昆明火柴厂进行改造、扩建外，新建了昆湖针织总厂、昆明六·二六制

药厂、医疗器械厂、洗衣机厂、昆明茶厂和新华印刷三厂等10多个工厂，初步形成昆明市轻工

业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东北面为旧南城外之隅。东寺街是一条古老的街道，与环城南路相

f弓



l
、

j。

、
!

’一。i
连，成为昆明市的南大门。这里人口稠密，商业服务网点星罗棋布，城乡市场繁鬃一螺蛳湾

是市区较早较大的农贸集市。解放后最早建成的工人住宅区——工人新村，坐落在辖区西北 。

、 ●

部。玉带河、永昌河流经辖区。沿海埂公路可达海埂天然湖滨游泳场。辖区内驻省气象局、

省环境科研所、市防疫站和云纺子弟中、小学、育红小学等130多个单位。

近几年来，街道工业蓬勃发展，兴办了电视机配件厂、春城针织厂、曙光彩印厂等14个

厂(社)，职工861人。主要生产电视机配件，胶木制品．彩印，铅印、针织制品和服装等

产品。1982年工业总产值366：／j"多元，实现利润52万多元。商业服务点49个，职-E403人(其

中安置待业青年179人)。营业收入159万元，实现利润16万多元。为安置待业青年创造了条

件，对活跃市场、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土桥居民委员会】TfiqitIo Jnminw6iyuanhui 驻东寺街81号。辖东寺街(79

—95号)、土桥村。居民608户，1906人，其中回、白、彝、苗、哈尼、壮等六种少数民族，

57人；驻土桥街道办事处、土桥公安派出所、市卫生防疫站等16个单位。成立于1950年，始

名街支会。1954年，成立居民委员会。1970年与西岳庙居民委员会合并。1979年恢复原制。

【工人新村上段居民委员会】G6ngr6nxIncnn Shanoduan Jfiminw6iyuAnhu i 驻

工人新村1—2号间。辖工人新村(1·--23号)。居民519户，1625人，其中回、自、彝、

苗、傣、土等六种少数民族，59人，驻工人新村小学、市房管局修缮一队等5个单位和商业

服务点。1956年成立工人新村居民委员会。1970年柿花桥居委会并入。1979年复划出。同

年，工人新村调整为上、中、下段3个居民委员会。本会因辖村之上段而得名。

【工人新村中段居民委员会】G6ngr6nxincnn Zhongduan Jnminweiyuanhu i 驻

工人新村95号。辖工人新村(61—112号)。居民504户，1531人，其中回、白、彝、苗、哈

尼、傣等六种少数民族，37人，驻商业服务点4个。 (沿革同上段)。本会因辖村之中段而

得名。

【工人新村下段居民委员会】 G6ngrenxIncnn Xiaduan Jftminw6iyuAnhui 驻

工人新村29号。辖工人新村(24—59号)。居民520户，1721人，其中回、自、彝、纳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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