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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变我县地名上长期存在的混乱现

象，为政府各部门和各行各业提供科学的地名资料，在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结束

的基础上，编印了《福泉县地名志》。

《福泉县地名志》共收集各种地名2 7 0 9条，主要分为文、图、表三种

．形式，按县、区、乡镇习惯顺序排列，并附有少量照片。文包括县区和各乡镇

概况，以及各类专题资料，图分作县和各乡镇地名图I表包括全县所有的行政

区划单位和自然村，独立存在的、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

主要的山峰，河流，水库、桥梁，渡口、洞穴、地片等。这些标准地名，是在

公社普查，区县两级验收，最后经省州两级共同验收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

7(1 9，7 9)．8 0 5号和(8 0)黔地名字第0 0 6号文件，进行规范化、标

准化处理后形成的。今后，使用福泉县地名，均以此为准，任何部门和单位都

不得随意更改。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补充者，必须按国务院国发(1 9 7

9)8 0 5号文件办理法定手续，方为有效。

《福泉县地名志》采用的各种统计数字分别为：人口数为一九八二年全国

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字，生产数为一九八。年县和各公社的统计年报，其他

数字为地名普查调查数字，仅作有效参考。地名图中的各种界线，均不作为修

改区划的划分标志，仅作参考。我县境内国防系统企事业单位，依据上级文件

精神，没有进行普查登记。原来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名称，均按1 9 8 4年

政社分开后，改称乡、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o

《福泉县地名志》是建国以来我县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名资料。由于这

是一项新的工作，包罗内容很多，编辑人员的经验水平有限，必然会存在许多

问题，希各使用单位予以批评指正。

福泉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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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县概况。

福泉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经1 0 7。1 4，至

1 0 7。4 6 7，北纬2 6。3 2 7至2 7
o

0 2 7。总面积一千六百八十八平方

公里，南北长五十三公里，东西宽五十点五公里。东接凯里、黄平两市县r南

邻麻江县，西抵贵定、’龙里、开阳三县，北连瓮安县。现有五个区，三十一个

乡，六个镇(其中区级镇一个，乡级镇五个)，一百七十个村民委员会，四个

居民委员会，二千三百七十八个村民小组，_千九百二十一个自然村，二十五

个片村。一九A--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四万四千零七十六户，二

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一万七千一百零五人。大多数为汉

族，间有苗族、布依、水族等二十多种民族。少数民族五万零七百二十七人，

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五。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厢镇，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福泉县原名平越县，一九五二年贵州省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提出，关于“平越县县名含有侮辱歧视少数民族之意，请讨论更改"o据

《平越直隶州志》记载：(以下简称平越州志)，平越名称源于“月山，在州

城南半里，山形如半月，下有月山古刹，向称州为平月盖以此。”无侮辱歧视

少数民族含义之考证。但为了改好县名，’以县城西南隅有福泉山屹立，环江带

水，为名胜古迹，且“福泉”二字含义深远，包含解放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源

远流长，饮水思源，永远跟着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故平越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

二年九月四日将更改县名报告报省，经省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一九

五三年七月一日将平越县更名为福泉县。

福泉县是贵州省较早的古州之一。据《平越直隶州志》和有关资料记载：
周为且兰国邑。秦置且兰县，汉称故且兰县，元鼎六年(公元一二一年)置群柯

郡，为郡治。晋置且兰县，万寿县。隋置群州领群柯、宾化二县。唐置郎州后改

为播州。五代初拊楚后沦于蛮。宋嘉泰元年(一二O一年)土官宋永高克麦新

等寨号为黎峨里寨，在今县城东黎峨山上。元置平月长官司隶管番民总管，

属湖广行省。明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改平月长官司为平越安抚司，十四年

置平越守御千户所寻改为卫，十七年升为军民指挥使司，领二州(余庆、白

泥)、六司(容山、黄平，重安、白泥、余庆、草塘)，隶四川布政司，寻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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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都司，二十一年改平越安抚司为杨义长官司，属平越卫；万历二十九年
(一六O一年)平播置平越军民府，领一州(黄平)，四县(瓮安、余庆，湄

潭、贵定)，三卫(平越、新隆、新添)，一所(黄平)，四司(杨义、新

添、丹平，丹行)，并高坪、中坪二司四牌地，属贵州布政司。清康熙十一年

(一六七二年)改平越卫为县，二十六年改为平越府，领一州(黄平)，四县

(平越、瓮安、余庆，湄潭)，一司(杨义)，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改为

平越直隶州，裁平越县移设兴义，领瓮安、余庆、湄潭三县，和杨义、高坪、

中坪三司。民国时期，一九一三年废州以直辖地置平越县，一九三五年设第七

行政督察区，领平越、贵定、瓮安、炉山、余庆、麻江六县。一九三六年废督

察区，隶镇远督察区，一九三七年为省直辖县。一九四八年改属独山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炉

山到达甘巴哨，截获国民党汽车三十辆，直捣贵阳，十一月二十四日平越县城解

放，二十六日接管旧政权成立县人民政府。一九五O年隶独山专区，一九五二

年独山专区更名都匀专区。一九五六年八月，都匀专区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福泉县划属安顺专区。一九五八年底撤销福泉县并入瓮安县，属黔南自

治州。一九六一年复县，仍属黔南自治州。县行政区划为：解放初期，为四个

区四个镇九个乡十五街八十六个村，一九五二年，设五个区四个镇十四个乡

十五个街八十六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设五个区四个镇三十四个乡；一

九五八年秋，成立三十七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设五个区三十七个公社，一

九八四年政社分开，设五个区，一个区级镇，五个乡级镇，三十一个乡。

县境山峦重迭，苗岭山谷起伏不平，属贵州中部高原。地势西北高，东

南低。海拔一千六百米以上山峰十座，多在西北面，形成最高屋脊。西面与贵

定县交界的黄龙山，海拔一千七百一十五点八米，数最高；东面与黄平县交界

的狗窝河沈家渡口，海拔六百二十四米，数最低。全县平均海拔一千一百二十

四米，县城驻地海拔九百一十二米。云雾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零四米，跨云

顶、谷汪等六个乡，约100平方公里，为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岭，县内

河流多发源于山麓，水利资源十分重要。 一

河流主要为两大河，一为西北之清水江，一为东南之鱼梁江。清水江，从

龙里、贵定和本县交界处入境，经仙桥、气坪等四个乡边界，长约十五公里，

于平水马流入开阳，瓮安境内，注入乌江。其支流有冷水河，格棒河、仙桥河

等。鱼梁江(中游称麻哈江、浪坝河，羊昌河、龙洞河、团滩河；，下游称狗窝

河。)从麻江县流入，经黄丝、翁羊等十个乡镇，长约八十四公里，于姊妹岩

出境，流入黄平称重安江，注入湖南沅江。其支流有浪波河、皮陇河，诸梁

江、沙河、羊老河(亦称麻哈江)、平堡河、米汤河、谷顶河、中寨小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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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河、干河等。另外，西北还有一条两岔河，(上源为谷龙河、大湾河)经高

坪、气坪、泉飞三个乡，长约十五公里，流入瓮安境内称岩坑河。东北一条乌

湄河，发源于高石煤矿，经香坪、翁羊等三个乡，长约二十五公里，流入黄平，

称翁马河。鱼梁江水系，为全县农业命脉，大部份稻田靠它灌溉，并建有小型

水电站五十多座，装机容量约四千千瓦。

全县城镇、村寨和耕地，绝大部份在河流两岸、坝子、山麓和山腰上。土

壤大部份为黄壤和沙壤土，土质酸性。岩层多砂页岩和石灰岩。地下泉水较多， 、

著名的有：龙井湾泉、酉阳泉、龙塘泉、八闹井、高坪司泉等，泉水冬暖夏

凉，清甜可口。

地下矿藏：磷、煤、重晶石储量丰富，并有铁矿、水晶石等矿藏。高坪、

泉飞磷矿二十八平方公里，储量三亿多吨，矿体厚度平均11．92米，矿石P。0。含

量15．26-'-"39．48％，露天开采，得天独厚，、有“磷海"之誉，驰名国内外。

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湿润温和，阴雨寡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

特点。年平均气温14．7。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3．9。C，最热月(七月)，

平均气温24．2。C，极端最高气温36．4。C，极端最低气温一8．8 C。。气温日较

差6．9。C——9．2。C，年较差20．1。C。全年无霜期275天。年降水量1205．4毫

米，4——10月份降水量较大。全年日照1167．94,时，占可照时数27％，最

长月(七月)184．14,时，最短月(二月)46．54,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但春末夏初多雹洪倒寒，夏季多伏旱，秋季多绵雨，冬季多雨淞，阴天多晴

。。天少。 一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现有耕地面积二十七万三千零十四卣，占总面积百

分之一十点八，其中田十二万八千三百零八亩。主产水稻、玉米、大豆、小

麦，油菜、烤烟等农作物，为夏秋两熟制。一九八O年农业获得丰收，粮食总

产量一亿二千五百三十四万斤，比解放前一九四九年增加一点-'-Jk倍；农业总

产值按现价计为四千一百六十九万元，人均收入二百多元。一九八一年粮食虽

遭严重干旱减产，但油菜达到一千万斤，烤烟达到一千二百万斤，创历史最高纪

录。县境三千亩以上大田坝有：牛场坝、凤山坝、藜山坝、龙昌坝和向家桥坝

+五个，历为著名粮油产区。解放以来，新修储水量十万立方米以上水库有：陡

河、苦李井，翁羊、虾子、绿荫滩、鸡冠石等十八个，灌溉面积三万多亩。新修

浪波河水利渠道，长六十五公里，跨地松、陆坪、藜山、新桥营四个乡镇，灌溉

面积五千多亩。在各种栏、蓄，屯、引、提等水利工程的灌溉下，全县旱涝保收高

一产稳产稻田四万二千一百零五亩，占稻田总数三分之一。在农业生产中，农业

机械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九八O年末统计，农机拥有量为：拖拉机七十九

台，二千八百六十六马力；手扶拖拉机七十一台，七百六十六马力；汽油机、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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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一千四百六十三台，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六马力。农用水

泵四百八十七台，碾米机、磨面机、榨油机等农产品加工机械五百三十一部，

一千五百九十三马力。林业方面，森林面积二十五万多亩，约占总面积百分之

十。木材储积量四十七万多立方米，社队林场六十八个，共经营林地十七万’

亩。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一九八O年末大牲畜四万零三百六十七头，其

中黄牛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二头、水牛二万零三十二头，马四千一百二十匹，生

猪七万零二百九十六头，平均每户一点七头，羊一万零八百七十三头。土特产

有银耳、天麻、娃娃鱼、地瓜等。可惜在过去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森林和水

产资源遭严重破坏，生态失掉平衡，银耳，娃娃鱼等珍品已濒临绝迹。野生动

物尚有虎豹、野猪、野羊、狐狸、野鸡、猴子等。 ’

。工业交通方面，根据磷、煤两大优势，发展全民和集体工业。一九八O年

统计，有省属磷肥厂一个，县属化肥、煤炭、水泥、农机、酿酒、印刷，纺织

等全民和集体企业七十五个，工业总产值一千七百六十一万元，其中集体企业

总产值七百九十三万多元。湘黔铁路通过县境南面三十二点六公里。黔桂、湘

黔两条公路干线通过县境五十九点二公里．公路支线有：马瓮线纵贯县境中部
’

五十一公里，马福新线七点二公里，牛北线十二公里，油路九十八点二公里。，

区乡公路七十三条，总长六百二十二公里。全县有五个乡镇通铁路，全部乡镇

和一百五十多个村委会通公路。一个以公路为骨干的现代交通运输网基本形

成。县汽车队二个，县、区、乡镇运输汽车和专用汽车一百五十八辆。一九八四

年六月统计，私人汽车一百三十二辆，拖拉机四百五十台。马瓮公路运输繁

忙，一九七O年以来，运输瓮福磷矿，平均行车密度达每昼夜三千辆以上，

最高行车密度达五千辆以上。马场坪是交通运输枢纽，设有火车站、汽车站

等。

文教卫生方面。一九八O年统计，有电影院二座，电影放映队十四个，文

化馆，图书馆和电影公司各一个。县区广播站六个，电视差转台一个。中专师

范一所，普通完中三所，初中六所，小学三百零九所，共计在校学生三万五千

七百零三人，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有县、区医院六所，病床二百一十张，中

西医技术人员一百九十一人；县卫生防疫站、保健站、康复院各一个，技术人

员二十六人，乡镇卫生所三十七所、病床五十三张，中西医技术人员一百一十

一人。解放前，岔河乡是出名的“摆子村"，‘疟疾横行， “千村薜苈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解放后，经过多年防治，消灭了疟

疾，过去的“摆子村”变成了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据《贵州通志》和平越州志载：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何得胜(众拥为武安

王，亦称何二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以反“抓征’’、“捐输"等为IZl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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