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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峨山县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及简介

一、觅池冲滇中地委办公旧址

觅池冲滇中地委办公旧址位于峨山县甸中镇小河村觅池冲

组。始建于清朝年间，民国 35 年重建，坐北向南，为土木结构，

三间四耳倒八尺，穿斗式构架，外包土墙，由正房、耳房（厢房）、

门廊、天井组成，原为觅池冲大庙，后改为觅池冲小学。1949

年 4 月，中共云南省工委把滇中地委改建为中共滇中地委。1949

年 6 月，中共滇中地委从玉溪县城到觅池冲小学，领导和指挥滇

中 13 个县的革命斗争。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滇中地委办公所在

地之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滇中革命指挥中心之一。经历代三次

翻修、扩建，现已成为占地面积 626 平方米的云南省第一批不可

移动革命遗址、云南省国防教育基地、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玉溪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玉溪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

地。

二、峨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旧址

峨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旧址，位于峨山县富良棚乡富

良棚乡美党村委会咱拉黑村民小组。始建于清朝年间，坐西向东，

为土木结构，三间二耳，由正房、耳房（厢房）、门廊、天井组

成，占地面积 104.34 平方米。原为方氏祠堂，先后作为峨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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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咱拉黑乡人民政府、公房、仓库、学校、峨

山县爱国主义党史教育基地使用。2021 年，公布为云南省第一

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949 年 6 月，由中共党员董孝先，方从

龙等九人在该旧址成立了峨山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由此，在该

地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为峨山的农村党组织发展壮大和革命事业

作出了较大贡献。

三、谭昌勒财神庙

谭昌勒财神庙位于小街街道水车田村委会谭昌勒村民小组，

该庙为土木结构，坐西向东，歇山顶瓦房，由前殿、后殿、左右

厢房和左侧明间走道组成，占地面积 513.8 平方米，呈阶梯形分

布。前殿为中明间通道，大门为重檐歇山顶双面坡，木雕图案装

饰较多，构建复杂；大门木柱下为 1 对石狮子，斗拱下有锲空龙

形木雕和金童玉女。檐下有花卉、动物及莲花吊柱等。后殿为五

开间，正中供奉财神泥塑像，中间为天井。后殿正中有八级石阶，

第一台阶有四个小石狮子。该庙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代光绪十

四年（1888）。木雕工艺精湛，图案内容较多，是峨山县古建筑

中的经典代表。

四、亚尼窑窑址

亚尼窑窑址位于塔甸镇统邑村西北约 350 米处，统迭路边山

坡林地内，由一个瓷片废料堆及两座龙窑组成。瓷片堆积位于窑

址中部，呈南北长椭圆形分布，南北长约 15 米，东西宽约 10 米，

高 5 米。1 号龙窑位于窑址西北，残长 14 米，宽 2.1—2.7 米，

残高 0.6 米，由砖块垒砌，有玻璃化的烧结面，呈东北—西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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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低走向。2 号龙窑位于窑址最南端，路边可见，呈南北走向，

南部已在修路时破坏，断面清晰，断面宽 1.3 米，残高 1 米，两

侧墙西侧墙厚 10 厘米，烧结面厚 5 厘米，残长 3 米。瓷片堆中

发现大量器物残片，种类有盘、杯、碗、钵、碟、盏、壶、小缸、

动物饰件、支烧等，釉色有青、白、绿、黄绿、仿钧瓷天青釉、

青花。青花瓷片显示当地所产钴料中含有较多的氧化铁。胎体多

为土灰色和浅灰色。以青瓷最多，青釉为高钙草木灰釉，呈青黄

或青绿色。施釉较厚且釉面厚薄不均现象明显，常见开片纹，有

大小不一肉眼可辨的气泡，施釉不及底。初步判断该窑址年代最

早可到明代，与明初云南军屯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有关。该窑址的

发现对于研究当地军事、人口及手工艺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

值。拟建的易门—新平高速公路主线 KK44+250迭舍莫互通立交

亚尼连接线从其南 140 米处经过。

五、红石岩古人类岩厦遗址

红石岩古人类岩厦遗址位于峨山县富良棚乡西北哈木白山

最北端一块山体缺口处，坐南朝北，为岩厦遗址，遗址位于岩厦

下，堆积厚约 1 米，发现有大量石器及动物化石，岩厦前为一块

面积约 2800 平方米的平坦开阔地。发现遗物经中国社科院古脊

椎及古人类研究所杨石霞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峰研究员

鉴定，大量河卵石有人工打制痕迹，为打制石器，动物骨骼石化

程度较高，动物品种有鹿、猪、豪猪、牛、长臂猿等十多个物种，

遗址年代大概在 5000—15000 年之间。该遗址的发现再次补充了

峨山县新、旧石器时期人类居住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科学研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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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六、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

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双江街道锦屏社区王家村居民小

组临江公园小山顶上。占地约 740平方米，由主碑，石阶，围栏

等组成。主碑高 17 米，呈三菱形，坐北向南，主碑由磨制青石

砌成，碑顶上端有红五星标志，碑身上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大字，碑座上刻有石花环，主碑后建有烈士英名碑记，记载了中

国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及社会主义建设中

英勇献身的 181 位烈士英名。纪念碑于 1985 年 7 月竣工。峨山

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峨山各族人民缅怀先烈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红色基地。

七、峨山起义武装革命活动旧址

峨山起义武装革命活动旧址位于小街街道棚租村委会第一

村民小组，该旧址原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3 年）。由前院、

后院、厢房等组成，占地面积 416.92 平方米，坐西向东，土木

结构，悬山顶。1948 年 11 月 17 日，中共滇中地工委，峨山县

工委发动领导了峨山革命武装起义，而后，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

1000 多人转移至大棚租村进行休整。11月 20 日，滇中地工委、

峨山县工委将起义主力部队组建为峨山游击大队。经过几次战

斗，取得了胜利。12 月 1 日，峨山起义各路武装向峨山西北山

区转移，沿途解放了各乡镇。该旧址是峨山革命的重要活动场所

和革命根据地，为峨山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峨山县重

要的近现代史迹，具有较高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