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更新改造投资有限公司

公示途径： 项目现场、政府官网和媒体

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2年04月29日—2022年05月16日（10个工作日）

意见反馈： 若对本公示有异议或有其它历史文化遗产线索的，请在公示期内将书面意见提交至

昆明市呈贡区更新改造投资有限公司，提交方式如下：   

1、现场提交地址：昆明市呈贡区上海东盟大厦C座14楼

2、邮箱：342719513@qq.com

公示单位及联系电话：昆明市呈贡区更新改造投资有限公司 0871-65956776

监督单位及联系电话：呈贡区公共文化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0871-67479264

呈贡区洛龙村片区项目（保护对象含线索）布点区位图

编号 名称

1 洛龙永丰庵

2
香条村兴隆

庵

3 黄连木

4 银合欢1

5 银合欢2

6
洛龙河村89

号民居

7

洛龙河村

143号北侧

民居

8
香条村245

号民居

9
香条村250

号民居

10
香条村220

号民居

11

香条村231

号西南侧民

居

注：经现场走访及查阅相关文件、资料，项目范围内共有两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2015年3月被命名为呈贡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呈贡圣贤画，代表人物为毛昆良；

2005年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瓦猫，代表人物为罗爱军。



保护名录（含保护对象线索）

编号 名称 地址 所属辖区 照片 年代 基本情况及价值

1 洛龙永丰庵
石龙路旁金
晨园小区内

昆明市呈
贡区

明末
清初

洛龙永丰庵始建于
明末清初，坐西向东，
为前三后三中六耳四合
五天井抬梁式木松架院
落。2012年9月26日公布
为呈贡区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洛龙永丰庵是洛
龙当地标志性建筑之一，
具有厚重的文化基莫和
历史意义。

2 香条村兴隆庵
洛龙社区香
条村中部

昆明市呈
贡区

清代

香条村兴隆庵始建于康
熙年间，坐西向东，由正殿、
南北厢房、前门（山门）组成
抬梁式木构架院落。2011年11
月24日呈贡区人民政府公布为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庵内藏石
刻两通，正殿前廊置香炉1个，
须弥座四周刻图案，座上香炉
四脚踩四兽，双耳简刻乾隆、
嘉庆、道光始建、重修年号和
杨德富等十四人姓名，对研究
当地信仰文化、习俗有重要参
考价值。

3 黄连木

石龙路旁金
晨园小区内
洛龙永丰庵

东侧

昆明市呈
贡区

120年

黄连木为当地村民
祖先人工栽培，是当地
景观树，树高16.4m，冠
幅均4.2m，胸围181cm。
是云南省重点保护古树
名 木 ， 编 码 ：
53012100002，保护等级
为三级，科属漆树科，
黄连木属。

4 银合欢1 洛龙河村口
昆明市呈
贡区

150年

银合欢1为当地村民
祖先人工栽培，是当地
景观树，树高17m，冠幅
均4.2m，胸围155cm。是
云南省重点保护古树名
木，编码：53012100005，
保护等级为三级。

5 银合欢2 洛龙河村口
昆明市呈
贡区

150年

银合欢2为当地村民
祖先人工栽培，是当地
景观树，树高18.5m，冠
幅均4.2m，胸围209cm。
是云南省重点保护古树
名 木 ， 编 码 ：
53012100004，保护等级
为三级。



保护名录（含保护对象线索）

编号 名称 地址 所属辖区 照片 年代 基本情况及价值

6
洛龙河村89号

民居

洛龙社区洛
龙河村89号

昆明市呈
贡区

近现
代

洛龙河村89号民居坐西
北朝东南，格局由三间四耳组
成；前院为后期加建，西南耳
房屋面、楼楞垮塌。该民居虽
格局较为完整但内部木作装饰
较为简单，并且始建年代较近，
与同地区同类型建筑相比其历
史、艺术价值较低。

7
洛龙河村143

号北侧民居

洛龙社区洛
龙河村143号

北侧

昆明市呈
贡区

近现
代

洛龙河村143号北侧民居
坐东南朝西北，格局由一正房、
两厢房组成；西北处入户大门
缺失，多处瓦件掉落。该整体
格局较为简单，各处木构件装
饰较为简单，并且始建年代较
近，其历史价值较低，不具备
艺术、科学等价值。

8
香条村245号

民居

洛龙社区香
条村245号

昆明市呈
贡区

民国
末期

香条村245号民居坐西北
朝东南，格局由三间四耳一倒
座组成；压顶上有中西结合式
门坊，正房内部因生活需要改
动较大，倒座改为红砖砌筑。
该民居始建年代较早，中西结
合式门坊在香条村较有特色，
并且内部小木作雕刻精美，但
正房、倒座改动较大，故其具
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

9
香条村250号

民居

洛龙社区香
条村250号

昆明市呈
贡区

近代

香条村250号民居坐西北
朝东南，格局由三间四耳一倒
座组成；小木作镂空雕刻保存
较好，雕刻较为精美，除正房
能生产生活使用外，其余各处
倒塌破损严重。该民居虽内部
小木作雕刻精美但整体现状残
损严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
值。

10
香条村220号

民居

洛龙社区香
条村220号

昆明市呈
贡区

民国
末期

香条村220号民居坐西北朝
东南，格局由三间四耳一倒座组
成；门眉、垂花柱上有雕刻，大
门上有门簪，木作雕刻精美，民
居整体现状保存较好，无较大改
动。该民居始建年代较早，对于
研究香条村历史发展、传统建筑
文化有着重要研究价值，其作为
历史的文脉而存在，反应当时的
美学、科技等，因此具有很高的
历史、艺术、文化等价值。

11
香条村231号

西南侧民居

洛龙社区香
条村231号西

南侧

昆明市呈
贡区

近代

香条村231号西南侧民居
坐西南朝东北，格局由西北、
东南两厢房及外墙围合而成；
其内部格局与一般传统风貌建
筑不同，但内部木作装饰较为
简单，多处墙体、木作出现残
损。该民居仅具有一定的建筑
特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