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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冈县地名录》是一本介绍风冈县地名的资料书，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305

号文件、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发(1 9 8 O)192号文件及地名普查有关规定编辑出版的。这

本地名录有我县区，公社、大队、片村，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和主要人工建筑的现行标准

名称；有县，公社的文字概况和地名图以及十四幅照片，是国家行政管理科学的重要文史档

案资料之一，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

《风冈县地名录》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汇编的。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开始，在历时一年的时间内，全县地名普查人员，以l：5万

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188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000多条地名进行了逐个核调，并按照国务院

国发(1 9 7 9)30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精神，进

行了部分调整，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的范围内不重

名、同名，因此可以说《凤冈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

《凤冈县地名录》的出版，结束了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标志着向地名盼

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了一大步。查阅地名录，不仅可以掌握许多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和正确

的读音，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和经济概貌。使地名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为

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为了便于查阅和正确使用本地名录的资料，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地名录的编排以图，文、表及照片为主要形式，根据日常使用的一般习惯和使甩

上的方便，是以公社为单位，先排公社驻地及所在大队，其余大队和自然村则按公社惯用排：

列顺序依次全部录入编排。为便于查找资料和提供使用，将其山峰、河流、水库、洞穴、桥
梁、电站，厂矿企业、县祖农、林、牧、茶场汇总集中，归类列表排录。

二、凡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的标准名称，具有法定的意义，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要

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三、本地名录中使用的各种数字，是以一九八。年底的统计数，自然村人口系以地名普

查时的概数表示。

凤冈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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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 凤冈县概况

凤冈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属遵义地区行政公署。地理壅标在东经107。31‘至107。567，

北纬2丁。324至28．。2l产之间。东邻德江、思南，南接余庆、石阡，西抵湄潭，北连正安，务川。

总面积1886平方公里。所辖Z‘个区，1个镇，44个公社y 329个大IR，2361个生产队，44个

片村，3677个自然村，1980年末统计：垒县60158户，30569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527人。

仅有苗，布依、壮等少数民族103人，其余全为汉族。

凤冈，春秋时属楚国黔中地域。战国时属秦国黔中郡。至西汉中期，是古夜郎国的北韶．

边界。秦时属瞥县之范围，隋初置阳明县，为明阳郡治。大业八年，别置宁夷县，属明阳

郡。二县坶今县地。‘十二年，别置绥阳县，．亦在今县地。唐初，废明阳郡县，宁夷，绥阳二

县均属夷州，州治先在宁夷，后移绥阳。．宋政和七年，置安夷县，属思州，，宣和四年，废为

堡。绍兴二年，复置o．元置大保龙泉长官司‘，继改为龙泉坪长官司，为司州宣抚司治所。呱

洪武初，思州宣慰司改治都坪(今岑巩)和龙泉坪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永乐十二年三月，

既废恩州、思离两宣慰司而其地置四府，以龙泉坪冠属石阡府。万历二十九年四月，．改置为

龙泉县，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定为风泉县。民国三年一月，承定为龙泉县弘二十一年

改为凤冈县，一九五八年合并于湄潭县，风冈县废制，一九六一年尹恢复为凤冈县至今。县

人民政府驻地龙泉镇，系垒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境内山措起伏，大小山峰333座，．其睁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21j8座，西北部大营坳山峰最

高，海拔1433．7公尺，南部茅坝河下游最低，，海拔385公尺。其余地区在700‘至900公尺左

右。地形南北长90公里，．东西窄25公里。多系深丘和浅丘，有少量河谷弘大部份地区系石灰

岩层，溶洞较多。有大小河流48条。较大的有龙潭河鼻汇入六池河。由西南向东，．流经思南

县境入乌江。洪渡河由西向东，汇入务川．县丰乐河。花水河由南向西北，注入本县的洪渡

河。乌江流经南部边缘，系我县与石阡，思南两县相邻的界河。在何坝，关口．，朱场等公社

的溪沟里产大鲵(娃娃鱼》。垒县大部份公社产穿山甲。绝大部份耕地，村寨都分布在河

岸，山谷，溪沟边，．山腰及坝子上。土质多黄壤，．偏酸性。

垒县矿源只有少量的煤，．分布在关坝，龙台，漆坪、石径，柏梓等公社。大堰．河头，．

红安、柏梓、蜂岩等公社有重晶石矿藏，西山公社有钾矿。

气候，垒县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光热

水同期。山区与平坝的气候每年平均气温相差1．5。C左右，县城龙泉镇年平均气温14．9。℃争

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5．3。C，。最高达3 7：．8．。C(。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最冷月

(1月)平均气温3．80C，最冷日下降到零下7．4。C(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年平均日照时

数在1150．4小时左右。历年平均降雨量为1277．9毫米，雨量分布在春、夏、秋三个季节内，尤

以夏季最多，冬季雨量较少。全年无霜期279天左右，凌冻一般出现在一月至二月上旬，最

早在十二月下旬，最迟在三月中旬，倒春寒出现年份较多，一般在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早

7·



灾是三至四年一中早i十年左右一大旱，近十多年来，分别出现在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

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尤以一九七二年连旱80多天和一九八一年连旱近100天为最

严重。冰雹几乎每年都有插花性出现。

全县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有耕地面积406481亩，其中田230690亩，土175791亩，解放前

无水利设施，稍遇天旱就无法抗御。解放后由于重视水利建设，改进耕作技术，广辟肥源，
科学种田，一九八。年粮食总产达18522万斤(其中水稻11838万斤)，比解放前增长2．17

倍。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烤烟、茶叶。经济林木有桐子、榷予j生漆等。种植茶园23080

亩。森林面积现有91．4万亩，其中用材林64万亩，经济林27．4万亩，森林复盖面积占13．4％，

木材蓄积量80．3万立方米。用材林以松，杉、柏为主。垒县有县办林场一个，社办林场17

个，大队办林场13个，生产队林场7个，共经营林地面积59000多亩。蓄牧业以养猪为主，

一九八。年年末存栏154835头，出槽率占44％。大牲畜45000头。水库养鱼正在发展，现有

水面积1750亩。

全县有中型水库一个即穿阡水库，蓄水1350万立方。蓄水在100万方以上的小一型水库

有：梁家湾、向阳、土地岩、黄泥塘等四个。蓄水在100万方以下的小二型水库22个，蓄水

量2932．12万方，主要引水工程7处，安装水轮泵355台，电灌站37个，机灌站40个。农用排

灌机械1848台，设计灌溉面积1576276亩，有效灌溉面积98100亩，保灌面积87720亩。

全县有：】二业企业98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6个，其余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生产项

目是。农机具制造修理，水泥及其制品，酿酒、粮油加工、化工(立德粉)，缝纫、印刷，

造纸、采煤等，除煤厂外，其余大部份企业均分布在县城。县城工业生产及区社用电由洞卡

拉水电站供给。由于气候影响，多年来天早水枯，发电量小，供电很不正常，远远不能满足

工业生产、农用灌溉和人民生活用电的需要。

全县主要公路。通过县境内的主要干线有遵(义)铜(仁)、遵(义)务(川)两条公

路，由县城通往各区、社驻地的公路26条，总长369公里，60％的大队通汽车。共有大小公

路桥43座，其中解放后修建的主要桥梁有文峰桥，解放桥、老木桥，红星桥、石盆桥，大水

河桥、挥塘河桥，会龙桥、党新桥、观音桥等十五座。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前仅有小学33所，学生2800入。现有普中4所，师范l

所，完小75所，小学261所，教师1993人，在校学生59005人(其中中学生8375人)，比解放

前增长21倍。有县广播站，电视差转台，还建立区、社广播站41个。有县、区电影院两个，

农村电影放映队4个。卫生方面，解放前无医院，现垒县有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医务人

员152人，病床150问。有区医院7所，公社医院43所，有病床227张，部份大队设有卫生人

员。

风景名胜，在县城内有龙泉、文峰塔及革命烈土陵园。在县城外的有太极洞、国家洞、

摩岩有中华山石刻、镌字岩石刻、天河洗甲等，均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曾经路过天桥、漆坪公社境内。

·8。

——墨塌H麓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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