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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IJ 舌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借以识别事物的位置，形状、特性而共同约定的名称。地

名工作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

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际交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

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地名的应用和传播越来越广泛深

入。

为了加强对地名的管理，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颁发的《国家地名普查的若干规定》

及云南省关于《地名普查实施细则》等文件的指示精神，县委、县政府于1980年12月决

定组成富源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克惠任组长，民政局副局长

桂保发任副组长兼任地名力公室主任，主抓此项工作。并从有关部门抽调了杨顺昌，胡
光明．余加益．张明高、张奎等十二人组成办公机构。各公社也相应的成立了地名普查

办公室，由适当人员负责此项工作。于1981年3月至1982年12月历时两年左右的时间对

全县各类地名进行大普查，并经省、地两级验收合格，上交了图、表、卡、文闪项成米，，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们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发的《云南省县．市地名志编繁意

见》的精神，开始着手《富源县地名志》的编繁工作。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基本完成了

我县地名志初稿。于一九八五年一月至八月，历时九个月的时间，经县、地、省三级审核

定稿，同意付印，提供各方面使用。

一，在本志书编纂中，我们把文字概况、地名图、词条，‘插图，简明表例作为主要

表现形式，集中反映我县·段时期地名的实体景观和社会现状，把记实和地名工具书两

项作用，作为编纂的重点。，

二，编纂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处理：

1．词条录取要素：标准名称，汉语拼音、语种、简况‘(包括方位距离、名称来历、

含义、演变，人口、主产，特产，规模概貌，自然地貌等)。

2．县、区政区和重要的人工建筑、地理实体，地质资源、著名史事，采用文字材料

概述全貌。同时采用县、区地名图、插图、附表等形式，充实地名志工具书的实际作

用。

3．编排方法：以政区(县、区、乡)为基本范围，本着由北向南、由西到东排列。

政区和居民点、’独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按乡的范围以乡政府驻

地为点确定方位距离进行排列；自然实体则打破区划界线，按先北纬(由高分到低分)

后东经。(由低分到高分)排列；河流和公路由大到小编排。

4．方位距离：乡和企事业单位以区公所和乡政府驻地为点计算；自然村，人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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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地理实体，以乡政府驻地为点取八方位计算，距离为公制直距。对起伏弯曲度大

的距离一般要求出实距，可加40％，得出实际距离。如果，较平的甲，乙两地间距，则

相近图距。

5．地名标准读音以普通话语音拼注，个别字仍以方言音拼注，如“凹”普通话拼为

ao，方言音拼为ua； “岩”普通话拼为YAn，方言音拼为a x。通、专名第一字母为大写。

6．区、乡的人口、耕地数为1981年初实地普查统计数；自然村的人口数为地普时的

统计数；公路、学校、学生、产量、产值均为198睥底统计数；海拔只取区、乡政府驻地；气温、
雨日、霜期、雨量在概况中未取定点定时绝对数，在附录五中取定点定时绝对数但局限

性很大。

7．本志收入彝语地名479条，占全部地名的18％。由于支系和居住地的关系，语言使

用差异较大，给彝语地名意译工作带来困难。在地普工作中作了调查探讨，又在志书编

纂中进一步考证，摸索出彝语规律是：一字多意，一意多字，译音不准，使用汉字书写出

现用字差异。如：驻兵扎营、长官行政得名的多用：诏、租、鲁、马，堡、笼，鲁木，

鲁卡等；以民族支系得名的多用：纳、戈．诺、纳居、阿支等；以地形山水得名多用：

法，鲁、白、放、摆、达，戛、克、衣、黑等；以树木果子得名多用：昔，西、色、拖、

洒、拉、那等；以兽类得名多用：罗、弄、猓、布、欺、咩、尼等；以田地物产得名多

用：米，得，苦、租、卧得、米得、核米，阿糯等。如： “墨红”意为红山水源之地；

“那苦”意为青松林中的荞地； “格尼”意为河边放牛处； “黑克”为低凹处的水塘；“纳

丹”即那当，意为彝族中的名望巫师住地； “蜡珀”意为庙中的道士等。此类问题只是

初步探讨，还须进一步考证。

三、本志共收文字概况26份；地名词条2644条(其中县l条，区镇lo条，乡(镇)

154条，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4条，街道10条，自然村1788条，水库48条，桥梁48条，独

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78条，其它57条，山、山峰375条，河流29条，洞28条，龙潭9条，温

泉4条，关隘l条)；县、区地名图12幅；有关地名插图11幅。同时收入“古今地名对照表”，．

“新旧地名对照表”，“命名、更名一览表”； “1950年至1984年行政区划沿革简表”，

‘公路简明一览表” 和“富源县综合基本情况一览表”等。为了查阅方便， 附仃首字

音序和首字笔画索引。

．四、本志书在县人大常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由桂保发同志根据上级

的有关规定执笔主编。编纂工作过程中，民政局、财政局、统计局，档案馆、水利局、

工交局，区划办等有关部门和各区公所给予了积极的协助，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地名志

稿子完成以后，于1985年1月至8月，县、地、省三级地名领导机构指派得力人员分别

作了审核。县人大常委会刘克惠同志亲自帮助处理一些技术性问题，并初审了部分材料．

特别是省地名委员会的周仲廉(省军区副处长)．张波(云南大学老师)李子盛(昆明

军区测绘大队长)三位同志先后两次详细审核了稿子，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由桂保

发同志三次修改定正后，再经省地名办公室于1985年9月批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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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解放前只有老厂锑矿厂；光华化学公司低温蒸馏煤焦油厂和少数私人企业。

1950年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重视工业生产建设，至1980年底止，全县境

内有省、地办厂四个，如富源矿厂(主要生产铁锅、铁管和焦煤)，后所煤矿、补乃硫磺

矿，富源氮肥厂；县办厂矿有水泥厂、玻璃厂、农机(具)厂等七个，年总产值308563

元；集体所有制厂社56个，年总产值12923200元；区，乡办企业45个．年总产值11．IJl4．500

元。其中：煤矿27个，年产焦煤129000吨，原煤517000吨，年总产值1387700元；建筑材

料工业企业3个，年总产值1010200元；纺织、皮革及文教用品工业企业6个，年总产值为

781000元。我县煤炭蕴藏量较大，除黄泥河和十八连山区南部无煤外，其余爸地尽有煤
藏，位于东经104。17 7至104。38 7，北纬25。3 7至25。157，长20公里，面积约120平方公里范

围内，为我省较大的无烟煤基地，探明蕴藏量达30亿吨。此外，还有少量硫磺，莹石、锑·

砂、铅锌、石膏和雄黄等矿产。全县各乡都通电话，线路总长824杆公里，乡邮路长1548公里。

商业：解放前，只有中安镇和黄泥河有几家私商经营小型日用品和农产品，解放后．

以县城为集中地的商业发展很快，各区、乡都设立了供销网点，据统计全县商业企业325

个，其中：县属70个。全社会商品另售额33760000元；外贸出口28个品种．总值839600元；

财政收支两项各为10445000元。 一。

交通：民国十二年《平彝县志》记载：全县只有几条人行道，平均宽4．5尺，其中：县

城至白水60里。铜厂至沙寨70里，沙寨至黄泥河60里。黄泥河至兴义80里。于1932年始

建胜畹公路，1935年正式通车，解放后又进行加宽修补，经过富源境内的有40．47公里。

自1956年起新建通往曲靖、沾益、宣威，罗平、盘县、兴义等邻县及本县各区的干线公

路，全长314．23公里，还有54条支线公路，全长526公里；通公路的乡131个。国家于

1970年建成通车昆明经富源至柏果的铁路。
’

林业：我县属山区县，林业生产潜力较大，如东山区，城关区西部，后所和十八连山

等区的部分地区均有森林。但因管理不善，乱砍滥伐，成材林被毁，水土流失严重，生

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今只有少数幼林。全境累计用材林总面积为1790000亩，灌木林

700000亩，无林地占全县总面积的64．4％；经济林木有油茶，油桐；水果有桃子、核桃、

柿花，苹果、梨等。全县1980年水果总产l，984．ooo斤，国营和区乡林场造林129628

亩。，
’ ‘

水利：沿块泽河、黄泥河，嘉河三条主要河流的田地只有少部分能够受益。解放后

从1950年至1980年底止，共修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11座，库容100，000立方

米以上水库34座，总库容77，269，000立方米。有区办水电站5个，发电能力1260珏。全县

水利有效灌溉面积33，126亩，其中机灌1356亩，电灌1517亩，喷灌336亩，水库渠道灌溉

29，917亩。

教育：民国十二年《平彝县志》记载：只中安，黄泥河等地有49所小学，教师60名

．．学生1367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0年全县有小学61所j

教师89人；学生1168人；1955年全县小学发展到146所，教师335人，学生12600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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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七个班，教师20人，学生302人。1980年底统计，全县共有中学5所，农业中学l

所，教师进修学校l所，教职工251人，高中在校生2，277人，中专在校生65人，初中在

校生9，459人，附设初中班在校生8016人。小学998所，公民办教师3127人，在校学生

66083人。

文化：现有县电影公司1个，县城电影院2个；区电影放映组10个，电影院9个；

花灯剧团1个37人；文化馆、图书馆各1个；文化站9个；广播站lo个。

卫生：解放前有一个医院，职工不到lo人，还有少数私人医生、草医和巫医。解放

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1980年底统计，有国营医疗机构13个，医务技术人员343人；

集体所有制医务机构5个，医务人员33人；全县157个乡有合作医疗站147个，基本上

形成了一个医疗网。

· 10 ·







辖15个行政村，119个自然村；共和乡(世衣、阿衣，西流水、班庄一带)，辖7个行政

村，37个自然村；团结乡(曲靖三冲，九营一带)，辖6个行政村，18个自然村。12月肖

青深入普冲区联系商讨正式成立中共平彝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撤销普冲区建制，成

立东山区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分别由吴惠民任区委书记，(蓝参加县委任委员兼民运部长)，

杨天任副书记，陈虞陶、陈子材任副区长。
’

1950年2月小毛牛叛乱，攻打三台坡区政府，吴惠民、陈虞陶、严则恒、严怀民、

苏键等同志惨遭杀j}，，区政府被打散。县委决定：由管显达同志到东山区任区委书记兼

区长，代领公安队配合解放军ll l}团，平息了叛乱。

(三)

1948年6月，中共罗盘地委为巩固以罗平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先后派出杨汝林、

肖青、苏晓柱、杨雷、葛谦等同志到十八连区的雨汪：阿汪、五乐，黄泥河一带开辟工

作，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建立游击根据地。首先由杨汝林同志通过秘密渠道深入敬五乡

(现名五乐乡)作了一些社会调查。8月初肖青，苏晓柱同志，先后到达十八连山，成立了

以杨汝林同志为首的党／J、组展开革命活动。随后罗平党组易{又派杨雷．葛谦到牛角扳、阿

汪一带活动。昆明党组织也派了富源在昆读书的学生回乡工作，安排到敬五、兴旺(现

名阿汪)，平黄(现名黄泥河)三乡，以教书为名，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管显达、

王任才、管绍仲等九名党员开展了以“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为中心的斗争，为武

装斗争的展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年12月杨雷同志在新角、押租一带发动了80多人．

葛谦、管显达在阿汪一带，发动了数百人，举行武装暴动，揭开了十八连山区武装斗争

的序幕。
‘

1949年1月，，我边纵三支队在杨江同志率领下，进入十八连山区，配合当地武装，

发动群众解放了三个乡建立了三乡人民政府和十五个行政村人民政权，革命形势发展很

快，二月二十八日，根据罗盘地委的决定：为巩固十八连山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平彝

县人民解放委员会，由杨汝林同志任主任，肖青、苏晓柱、刘德音为副主任。同时为了

保卫十八连山区革命根据地，进而解放全县，根据边纵党委和罗盘地委的指示，将各个

游击队集中整编，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平彝县十八连山区主力兵团，共约800余

人，由杨汝林任政委，唐德琨任团长，苏晓柱任政治部主任，辖三个大队开展武装斗

争。同年6月罗盘地委决定，建立中共平彝县委，这时杨汝林同志已调主力部队，由肖

青任书记，杨雷、苏晓柱任副书记，葛谦、管显达、王涤群、陈力生任委员，并由杨雷，

苏晓柱、葛谦分别担任武装，组织、宣传部长。同年7月为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更加

有利的打击敌人，决定将平彝主力兵团，改建为边纵三支队平彝游击团共约900余人，

由杨雷任政治委员，刘继孔任团长(后改为杨雷兼任)，下辖四个大队。在边纵三支队

二十．二十二团的配合下，公开向徐铭武、傅重华、尹烈照、田大鹏等地霸武装和国民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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