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二二。：j，飞，

霪

雾囊溪楚豢篆霪

攀

整一
。一落蓊骥～一。．．．．誓蘑嚣夕|：li『

一、-：_|1一一一婆一

-多／#岛≈
瑟翳器嚣攀鬻鬻凌一雾



开阳县地名景

‘■■■■■■Iltb



前言

凡例

开阳县地名图

开阳县一九四。年地图

开阳县一九五。年地图

总 目 录

第一部份前 言

第二部份概 况(图文表)

开阳县概况⋯⋯⋯⋯⋯⋯⋯⋯⋯⋯⋯⋯⋯⋯⋯⋯⋯⋯⋯⋯⋯⋯⋯⋯⋯⋯⋯⋯⋯⋯⋯(1)

红军经过开阳的概况⋯⋯⋯⋯⋯⋯⋯⋯⋯⋯⋯⋯⋯⋯⋯⋯⋯⋯⋯⋯⋯⋯⋯⋯⋯⋯⋯(4)

城关区概况⋯⋯⋯⋯⋯⋯⋯⋯⋯⋯⋯⋯⋯⋯⋯⋯⋯⋯⋯⋯⋯⋯⋯⋯⋯⋯⋯⋯⋯⋯⋯(6)

城关镇地名图

城关镇概况⋯⋯⋯⋯⋯⋯⋯⋯⋯⋯⋯⋯⋯⋯⋯⋯⋯⋯⋯⋯⋯⋯⋯⋯⋯⋯⋯⋯⋯(7)

城关镇属大队概况⋯⋯⋯⋯⋯⋯⋯⋯⋯⋯⋯⋯⋯⋯⋯⋯⋯⋯⋯⋯⋯⋯⋯⋯⋯⋯(8)

开阳三中⋯⋯⋯⋯⋯⋯⋯⋯⋯⋯⋯⋯⋯⋯⋯⋯⋯⋯⋯⋯⋯⋯⋯⋯⋯⋯⋯⋯⋯⋯(9)

城关镇地名表⋯⋯⋯⋯⋯⋯⋯⋯⋯⋯⋯⋯⋯⋯⋯⋯⋯⋯⋯⋯⋯⋯⋯⋯⋯⋯⋯⋯(10)

城关镇街道地名表⋯⋯⋯⋯⋯⋯⋯⋯⋯⋯⋯⋯⋯⋯⋯⋯⋯⋯⋯⋯⋯⋯⋯⋯⋯⋯(11)

粟山公社

栗山公社地名图

栗山公社概况⋯⋯⋯⋯⋯⋯⋯⋯⋯⋯⋯⋯⋯⋯⋯⋯⋯⋯⋯⋯⋯⋯⋯⋯⋯⋯⋯⋯(13)

栗山公社属大队概况⋯⋯⋯⋯⋯⋯⋯⋯⋯⋯⋯⋯⋯⋯⋯⋯⋯⋯⋯⋯⋯⋯⋯⋯⋯(14)

忠烈祠⋯⋯⋯⋯⋯⋯⋯⋯⋯⋯⋯⋯⋯⋯⋯⋯⋯⋯⋯⋯⋯⋯⋯⋯⋯⋯⋯⋯⋯⋯⋯(15)

彭家坟⋯⋯⋯⋯⋯⋯⋯⋯⋯⋯⋯⋯⋯⋯⋯⋯⋯⋯⋯⋯⋯⋯⋯⋯⋯⋯⋯⋯⋯⋯⋯(16)

开阳一中⋯⋯⋯⋯⋯⋯⋯⋯⋯⋯⋯⋯⋯⋯⋯⋯⋯⋯⋯⋯⋯⋯⋯⋯⋯⋯⋯⋯⋯⋯(17)

翁井水库⋯⋯⋯⋯⋯⋯⋯⋯⋯⋯⋯⋯⋯⋯⋯⋯⋯⋯⋯⋯⋯⋯⋯⋯⋯⋯⋯⋯⋯⋯(18)

东风水库⋯⋯⋯⋯⋯⋯⋯⋯⋯⋯⋯⋯⋯⋯⋯⋯⋯⋯⋯⋯⋯⋯⋯⋯⋯⋯⋯⋯⋯⋯(19)

鱼上坡⋯⋯⋯⋯⋯⋯⋯⋯⋯⋯⋯⋯⋯⋯⋯⋯⋯⋯⋯⋯⋯⋯⋯⋯⋯⋯⋯⋯⋯⋯⋯(20)

栗山公社地名表⋯⋯⋯⋯⋯⋯⋯⋯⋯⋯⋯⋯⋯⋯⋯⋯⋯⋯⋯⋯⋯⋯⋯⋯⋯⋯⋯(21)



石头公社

石头公社地名图

石头公社概况⋯⋯⋯⋯⋯⋯⋯⋯⋯⋯⋯⋯⋯⋯⋯⋯⋯⋯⋯⋯⋯⋯⋯⋯⋯⋯⋯⋯(27)

石头公社属大队概况⋯⋯⋯⋯⋯⋯⋯⋯⋯⋯⋯⋯⋯⋯⋯⋯⋯⋯⋯⋯⋯⋯⋯⋯⋯(28)

冷水河水库⋯⋯⋯⋯⋯⋯⋯⋯··：⋯⋯⋯⋯⋯⋯⋯⋯⋯⋯⋯⋯⋯⋯⋯⋯⋯⋯⋯⋯(29)

石头公社地名表⋯⋯⋯⋯⋯⋯⋯⋯⋯⋯⋯⋯⋯⋯⋯⋯⋯⋯⋯⋯⋯⋯⋯⋯⋯⋯⋯(30)

顶兆公社

顶兆公社地名图

顶兆公社概况⋯⋯⋯⋯⋯⋯⋯⋯⋯⋯⋯⋯⋯⋯⋯⋯⋯⋯⋯⋯⋯⋯⋯⋯⋯⋯⋯⋯(33)

顶兆公社属大队概况⋯⋯⋯⋯⋯⋯⋯⋯～⋯⋯⋯⋯⋯⋯⋯⋯⋯⋯⋯⋯⋯⋯⋯⋯(34)

顶兆公社地名表⋯⋯⋯⋯⋯⋯⋯⋯⋯⋯⋯⋯⋯⋯⋯⋯⋯⋯⋯⋯⋯⋯⋯⋯⋯⋯⋯(35)

南龙公社

南龙公社地名图

南龙公社概况⋯⋯⋯⋯⋯⋯⋯⋯⋯⋯⋯⋯⋯⋯⋯⋯⋯⋯⋯⋯⋯⋯⋯⋯⋯⋯⋯⋯(41)

南龙公社属大队概况⋯⋯⋯⋯⋯⋯⋯⋯⋯⋯⋯⋯⋯⋯⋯⋯⋯⋯⋯⋯⋯⋯⋯⋯⋯(43)

长庆寺⋯⋯⋯⋯⋯⋯⋯⋯⋯⋯⋯⋯⋯⋯⋯⋯一一⋯⋯⋯⋯⋯⋯⋯⋯⋯⋯⋯⋯⋯·(44)

余家营⋯⋯⋯⋯⋯⋯⋯⋯⋯⋯⋯⋯⋯⋯⋯⋯⋯⋯⋯⋯⋯⋯⋯⋯⋯⋯⋯⋯⋯⋯⋯(45)

南贡及南贡河⋯⋯⋯⋯⋯⋯⋯⋯⋯⋯⋯⋯⋯⋯⋯⋯⋯⋯⋯⋯⋯⋯⋯⋯⋯⋯⋯⋯(46)

，铁钉山⋯⋯⋯⋯⋯⋯⋯⋯⋯⋯⋯⋯⋯⋯⋯⋯⋯⋯⋯⋯⋯⋯⋯⋯⋯⋯⋯⋯⋯⋯⋯(47)

南龙公社地名表⋯⋯⋯⋯⋯⋯⋯⋯⋯⋯⋯⋯⋯⋯⋯⋯⋯⋯⋯⋯⋯⋯⋯⋯⋯⋯⋯(48)

双流区概况⋯⋯⋯⋯⋯⋯⋯⋯⋯⋯⋯⋯⋯⋯⋯⋯⋯⋯⋯⋯⋯⋯⋯⋯⋯⋯⋯⋯⋯⋯⋯(55)

双流公社

双流公社地名图

双流公社概况⋯⋯⋯⋯⋯⋯⋯⋯⋯⋯⋯⋯⋯⋯⋯⋯⋯一⋯⋯⋯⋯⋯⋯⋯⋯⋯⋯(57)

双流公社属大队概况⋯⋯⋯⋯⋯⋯⋯⋯⋯⋯⋯⋯⋯⋯⋯⋯⋯⋯⋯⋯⋯⋯⋯⋯⋯(59)

双永林场⋯⋯⋯⋯⋯⋯⋯⋯⋯⋯⋯⋯⋯⋯⋯⋯⋯⋯⋯⋯⋯⋯⋯⋯⋯⋯⋯⋯⋯⋯(60)

革命烈士钟昌祚墓⋯⋯⋯⋯⋯⋯⋯⋯⋯⋯⋯⋯⋯⋯⋯⋯⋯⋯⋯⋯⋯⋯⋯⋯⋯⋯(61)

“格九一及其他⋯⋯⋯⋯⋯⋯⋯⋯⋯⋯⋯⋯⋯⋯⋯⋯⋯⋯⋯⋯⋯⋯⋯⋯⋯⋯⋯(62)

“拐’’与“快"⋯⋯⋯⋯⋯⋯⋯⋯⋯⋯⋯⋯⋯⋯⋯⋯⋯⋯⋯⋯⋯⋯⋯⋯⋯⋯⋯(63)

用沙坝今昔⋯⋯⋯⋯⋯⋯⋯⋯⋯⋯⋯⋯⋯⋯⋯⋯⋯⋯⋯⋯⋯⋯⋯⋯⋯⋯⋯⋯⋯(64)

双流公社地名表⋯⋯⋯⋯⋯⋯⋯⋯⋯⋯⋯⋯⋯⋯⋯⋯⋯⋯⋯⋯⋯⋯⋯⋯⋯⋯⋯(65)

高云公社

高云公社地名图

高云公社概况⋯⋯⋯⋯⋯⋯⋯⋯⋯⋯⋯⋯⋯⋯⋯⋯⋯⋯⋯⋯⋯⋯⋯⋯、⋯⋯⋯··(69)
高云公社属大队概况⋯⋯⋯⋯⋯⋯⋯⋯⋯⋯⋯⋯n⋯⋯⋯．．-”“⋯⋯⋯⋯⋯⋯⋯(70)

白安营⋯⋯⋯⋯⋯⋯⋯⋯⋯⋯⋯⋯⋯⋯⋯⋯⋯⋯⋯⋯⋯⋯⋯⋯⋯⋯⋯⋯⋯⋯⋯(71)

高云公社地名表⋯⋯⋯⋯⋯⋯⋯⋯⋯⋯⋯⋯⋯⋯⋯⋯⋯⋯⋯⋯⋯⋯⋯⋯⋯⋯⋯(72)

2



白马公社

白马公社地名图

白马公社概况⋯⋯⋯⋯⋯⋯⋯⋯⋯⋯⋯⋯⋯⋯⋯⋯⋯⋯⋯⋯⋯⋯⋯⋯⋯⋯⋯⋯(77)

白马公社属大队概况⋯⋯⋯⋯⋯⋯⋯⋯⋯⋯⋯⋯⋯⋯⋯⋯⋯⋯⋯⋯⋯⋯⋯⋯⋯(78)

双流茶场⋯⋯⋯⋯⋯⋯⋯⋯⋯⋯⋯⋯⋯⋯⋯⋯⋯⋯⋯⋯⋯⋯⋯⋯⋯⋯⋯⋯⋯⋯(79)

白马公社地名表⋯⋯⋯⋯⋯⋯⋯⋯⋯⋯⋯⋯⋯⋯⋯⋯⋯⋯⋯⋯⋯⋯⋯⋯⋯⋯⋯(80)

金中公社

金中公社地名图

金中公社概况⋯⋯⋯⋯⋯⋯⋯⋯⋯⋯⋯⋯⋯⋯⋯⋯⋯⋯⋯⋯⋯⋯⋯⋯⋯⋯⋯⋯(85)

金中公社属大队概况⋯⋯⋯⋯⋯⋯⋯⋯⋯⋯⋯⋯⋯⋯⋯⋯⋯⋯⋯⋯⋯⋯⋯⋯⋯(86)

宝莲寺水库⋯⋯⋯⋯⋯⋯⋯⋯⋯⋯⋯⋯⋯⋯⋯⋯⋯⋯⋯⋯⋯⋯⋯⋯⋯⋯⋯⋯⋯(87)

金中公社地名表⋯⋯⋯⋯⋯⋯⋯⋯⋯⋯⋯⋯⋯⋯⋯⋯⋯⋯⋯⋯⋯⋯⋯⋯⋯⋯⋯(88)

冯三区概况⋯⋯⋯⋯⋯⋯⋯⋯⋯⋯⋯⋯⋯⋯⋯⋯⋯⋯⋯⋯⋯⋯⋯⋯⋯⋯⋯⋯⋯⋯⋯(94)

马江公社

马江公社地名图

马江公社概况⋯⋯⋯⋯⋯⋯⋯⋯⋯⋯⋯⋯⋯⋯⋯⋯⋯⋯⋯⋯⋯⋯⋯⋯⋯⋯⋯⋯(

马江公社属大队概况⋯⋯⋯⋯⋯⋯⋯⋯⋯⋯⋯⋯⋯⋯⋯⋯⋯⋯⋯⋯⋯⋯⋯⋯⋯(

三合场电站⋯⋯⋯⋯⋯⋯⋯⋯⋯⋯⋯⋯⋯⋯⋯⋯⋯⋯⋯⋯⋯⋯⋯⋯⋯⋯⋯⋯⋯(

马江公社地名表⋯⋯⋯⋯⋯⋯⋯⋯⋯⋯⋯⋯⋯⋯⋯⋯⋯⋯⋯⋯⋯⋯⋯⋯⋯⋯⋯(

永温公社

永温公社地名图

永温公社概况1．．⋯⋯⋯⋯⋯⋯⋯⋯⋯⋯⋯⋯⋯⋯⋯⋯⋯⋯00 g$0 Qa m⋯⋯⋯⋯⋯⋯(105)

永温公社属大队概况⋯⋯⋯⋯⋯⋯⋯⋯⋯⋯⋯·：⋯⋯⋯⋯⋯⋯⋯⋯⋯⋯⋯⋯⋯。(106)

永温水库⋯⋯⋯⋯⋯⋯⋯⋯⋯⋯⋯⋯⋯⋯⋯⋯QOO O O⋯⋯⋯⋯⋯⋯⋯⋯⋯⋯⋯(107)

永温公社地名表⋯⋯⋯⋯⋯⋯⋯⋯⋯⋯⋯⋯⋯⋯⋯⋯⋯⋯⋯⋯⋯⋯⋯⋯⋯⋯⋯(108)

毛栗公社

毛栗公社地名图

i毛栗公社概况⋯⋯⋯-．．，⋯⋯⋯⋯⋯⋯⋯⋯⋯⋯⋯⋯⋯，⋯⋯⋯⋯⋯⋯⋯⋯⋯⋯⋯(115)

毛栗公社属大队概况⋯⋯⋯⋯⋯⋯⋯⋯⋯⋯⋯⋯，⋯⋯⋯⋯⋯⋯⋯⋯⋯⋯⋯⋯⋯(116)

毛栗公社地名表⋯⋯⋯⋯⋯⋯⋯⋯⋯⋯⋯⋯⋯⋯⋯⋯⋯⋯，⋯⋯⋯⋯⋯⋯⋯⋯⋯(117)

毛坪公社

毛坪公社地名图

毛坪公社概况⋯⋯⋯⋯⋯⋯⋯⋯⋯⋯⋯⋯⋯⋯⋯⋯⋯⋯⋯⋯⋯⋯⋯⋯⋯⋯⋯⋯(121)

毛坪公社属大队概况⋯⋯⋯⋯⋯⋯⋯⋯⋯⋯⋯⋯⋯⋯⋯⋯⋯⋯⋯⋯⋯⋯⋯⋯⋯(122)

毛坪公社地名表⋯⋯⋯⋯⋯⋯⋯⋯⋯⋯⋯⋯⋯⋯⋯⋯⋯⋯⋯⋯⋯⋯⋯⋯⋯⋯⋯(123：)

3 ．C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场区概况⋯⋯⋯⋯⋯⋯⋯⋯⋯⋯⋯⋯⋯⋯⋯⋯⋯⋯⋯⋯⋯⋯⋯⋯⋯⋯⋯⋯⋯⋯⋯(126)

临江公社

临江公社地名图

临江公社概况⋯⋯⋯⋯⋯⋯⋯⋯⋯⋯⋯⋯⋯⋯⋯⋯⋯⋯⋯⋯⋯⋯⋯⋯⋯⋯⋯⋯(127)

临江公社属大队概况⋯⋯⋯⋯⋯⋯⋯⋯⋯⋯⋯⋯⋯⋯⋯⋯⋯⋯⋯⋯⋯⋯⋯⋯⋯(128)

源丰水库⋯⋯⋯⋯⋯⋯⋯⋯⋯⋯⋯⋯⋯⋯⋯⋯⋯⋯⋯⋯⋯⋯⋯⋯⋯⋯⋯⋯⋯⋯(129)

临江公社地名表⋯⋯⋯⋯⋯⋯⋯⋯⋯⋯⋯⋯⋯⋯⋯⋯⋯⋯⋯⋯⋯⋯⋯⋯⋯⋯⋯(130)

谷扬公社．

谷扬公社地名图

谷扬公社概况⋯⋯⋯⋯⋯⋯⋯⋯⋯⋯⋯⋯⋯⋯⋯⋯⋯⋯⋯⋯⋯⋯⋯⋯⋯⋯⋯⋯(133)

谷扬公社属大队概况⋯⋯⋯⋯⋯⋯⋯⋯⋯⋯⋯⋯⋯⋯⋯⋯⋯⋯⋯⋯⋯⋯⋯⋯⋯(134)

唐代扬威将军墓⋯⋯⋯⋯⋯⋯⋯⋯⋯⋯⋯⋯⋯⋯⋯⋯⋯⋯⋯⋯⋯⋯⋯⋯⋯⋯⋯(135)

大塘口电站⋯⋯⋯⋯⋯⋯⋯⋯⋯⋯⋯⋯⋯⋯⋯⋯⋯⋯⋯⋯⋯⋯⋯⋯⋯⋯⋯⋯⋯(136)

谷扬公社地名表⋯⋯⋯⋯⋯⋯⋯⋯⋯⋯⋯⋯⋯⋯⋯⋯⋯⋯⋯⋯⋯⋯⋯⋯⋯⋯⋯f 137)

黄木公社

黄木公社地名图

黄木公社概况⋯⋯⋯⋯⋯⋯⋯⋯⋯⋯⋯⋯⋯⋯⋯⋯⋯⋯⋯⋯⋯⋯⋯⋯⋯⋯⋯⋯(】．41)

黄木公社属大队概况⋯⋯⋯⋯⋯⋯⋯⋯⋯⋯⋯⋯⋯⋯⋯⋯⋯⋯⋯⋯⋯⋯⋯⋯⋯(】42)

楠木渡⋯⋯⋯⋯⋯⋯⋯⋯⋯⋯⋯⋯⋯⋯⋯⋯⋯⋯⋯⋯⋯⋯⋯⋯⋯⋯⋯⋯⋯⋯⋯(】43)

黄木公社地名表⋯⋯⋯⋯⋯⋯⋯⋯⋯⋯⋯⋯⋯⋯⋯⋯⋯a m a g⋯⋯⋯⋯⋯⋯⋯⋯(J44)

新凤公社

新凤公社地名图 ．

新凤公社概况⋯⋯⋯⋯⋯⋯⋯⋯⋯⋯⋯⋯⋯⋯⋯⋯⋯⋯⋯⋯⋯⋯⋯⋯⋯⋯⋯··(147)

新风公社属大队慨况⋯⋯⋯⋯⋯⋯⋯⋯⋯⋯⋯⋯⋯⋯⋯⋯⋯⋯⋯⋯⋯⋯⋯⋯⋯(148)

新凤公社地名表⋯⋯⋯⋯⋯⋯⋯⋯⋯⋯⋯⋯⋯⋯⋯⋯⋯⋯⋯⋯⋯⋯⋯⋯⋯⋯⋯(149)

宅吉公社

宅吉公社地名图

宅吉公社概况⋯⋯⋯⋯⋯⋯⋯⋯⋯⋯⋯⋯⋯⋯⋯⋯⋯⋯⋯⋯⋯⋯⋯⋯⋯⋯⋯⋯(155)

宅吉公社属大队概况⋯⋯⋯⋯⋯⋯⋯⋯⋯⋯⋯⋯⋯⋯⋯⋯⋯⋯⋯⋯⋯⋯⋯⋯⋯(156)

曙云洞⋯⋯⋯⋯⋯⋯⋯⋯⋯⋯⋯⋯⋯⋯⋯⋯⋯⋯⋯⋯⋯⋯⋯⋯⋯⋯⋯⋯⋯⋯⋯(157)

宅吉公社地名表⋯⋯⋯⋯⋯⋯⋯⋯⋯⋯⋯⋯⋯⋯⋯⋯⋯⋯⋯⋯⋯⋯⋯⋯⋯⋯⋯(158)

宝星公社

宝星公社地名图

宝星公社概况⋯⋯⋯⋯⋯⋯⋯⋯⋯⋯⋯⋯⋯⋯⋯⋯⋯⋯⋯⋯⋯⋯⋯⋯⋯⋯⋯⋯(163)

宝星公社属大队概况⋯⋯⋯⋯⋯⋯⋯⋯⋯⋯⋯⋯⋯⋯⋯⋯⋯⋯⋯⋯⋯⋯⋯⋯⋯(164)

宝星公社地名表⋯⋯⋯⋯⋯⋯⋯⋯⋯⋯⋯⋯⋯⋯⋯⋯⋯⋯⋯⋯⋯⋯⋯⋯⋯⋯⋯(165)

4



花梨区概况⋯⋯⋯⋯⋯⋯⋯⋯⋯⋯⋯⋯⋯⋯⋯⋯⋯⋯⋯⋯⋯⋯⋯⋯⋯⋯⋯⋯⋯⋯⋯(168)

花梨公社 ，

，花梨公社地名图
’

花梨公社概况⋯⋯⋯⋯⋯⋯⋯⋯⋯⋯⋯⋯⋯⋯⋯⋯⋯⋯⋯⋯⋯⋯⋯⋯⋯⋯⋯⋯(171)

花梨公社属大队概况⋯⋯⋯⋯⋯⋯⋯⋯⋯⋯⋯⋯⋯⋯⋯⋯⋯⋯⋯⋯⋯⋯⋯⋯⋯(173)

轿顶山⋯⋯⋯⋯⋯⋯⋯⋯⋯⋯⋯⋯⋯⋯⋯⋯⋯⋯⋯⋯⋯⋯⋯⋯⋯⋯⋯⋯⋯⋯⋯(175)

麒麟大队与“麒麟”⋯⋯⋯⋯⋯⋯⋯⋯⋯⋯⋯⋯⋯⋯⋯⋯⋯⋯⋯⋯⋯⋯⋯⋯⋯(176)

． 花梨公社地名表⋯⋯⋯⋯⋯⋯⋯⋯⋯⋯⋯⋯⋯⋯⋯⋯⋯⋯⋯⋯⋯⋯⋯⋯⋯⋯⋯(177)

新山公社

新山公社地名图

新山公社概况⋯⋯⋯⋯⋯⋯⋯⋯⋯⋯⋯⋯⋯⋯⋯⋯⋯⋯⋯⋯⋯⋯⋯⋯⋯⋯⋯⋯(185)

新山公社属大队概况⋯⋯⋯⋯⋯⋯⋯⋯⋯⋯⋯⋯⋯⋯⋯⋯⋯⋯⋯⋯⋯⋯⋯⋯⋯(186)

新山公社地名表⋯⋯⋯⋯⋯⋯⋯⋯⋯⋯⋯⋯⋯⋯⋯⋯⋯⋯⋯⋯⋯⋯⋯⋯⋯⋯⋯(187)

米坪公社

米坪公社地名图

米坪公社概况⋯⋯⋯⋯⋯⋯⋯⋯⋯⋯⋯⋯⋯⋯⋯⋯⋯⋯⋯⋯⋯⋯⋯⋯⋯⋯⋯⋯(191)

米坪公社属大队概况⋯⋯⋯⋯⋯⋯⋯⋯⋯⋯⋯⋯⋯⋯⋯⋯⋯⋯⋯⋯⋯⋯⋯⋯⋯(192)

“麻娘洞"之探察⋯⋯⋯⋯⋯⋯⋯⋯⋯⋯⋯⋯⋯⋯⋯⋯⋯⋯⋯⋯⋯⋯⋯⋯⋯⋯(193)

米坪公社地名表⋯⋯⋯⋯⋯⋯⋯⋯⋯⋯⋯⋯⋯⋯⋯⋯⋯⋯⋯⋯⋯⋯⋯⋯⋯⋯⋯(194)

龙水公社

龙水公社地名图

龙水公社概况⋯⋯⋯⋯⋯⋯⋯⋯⋯⋯⋯⋯⋯⋯⋯⋯⋯⋯⋯⋯⋯⋯⋯⋯⋯⋯⋯⋯(197)

龙水公社属大队概况⋯⋯⋯⋯⋯⋯⋯⋯⋯⋯⋯⋯⋯⋯⋯⋯⋯⋯⋯⋯⋯⋯⋯⋯⋯(199)

龙水公社地名表⋯⋯⋯⋯⋯⋯⋯⋯⋯⋯⋯⋯⋯⋯⋯⋯⋯⋯⋯⋯⋯⋯⋯⋯⋯⋯⋯(200)

新坪公社

新坪公社地名图

新坪公社概况⋯⋯⋯⋯⋯⋯⋯⋯⋯⋯⋯⋯⋯⋯⋯⋯⋯⋯⋯⋯⋯⋯⋯⋯⋯⋯⋯⋯(205)

新坪公社属大队概况⋯⋯⋯⋯⋯⋯⋯⋯⋯⋯⋯⋯⋯⋯⋯⋯⋯⋯⋯⋯⋯⋯⋯⋯⋯(206)

新坪公社地名表⋯⋯⋯⋯⋯⋯⋯⋯⋯⋯⋯⋯⋯⋯⋯⋯⋯⋯⋯⋯⋯⋯⋯⋯⋯⋯⋯(207)

翁昭公社

翁昭公社地名图

翁昭公社概况⋯⋯⋯⋯⋯⋯⋯⋯⋯⋯⋯⋯⋯⋯⋯⋯⋯⋯⋯⋯⋯⋯⋯⋯⋯⋯⋯⋯(209)

翁昭公社属大队概况⋯⋯⋯⋯⋯⋯⋯⋯⋯⋯⋯⋯⋯⋯⋯⋯⋯⋯⋯⋯⋯⋯⋯⋯⋯(211)

乐旺河大桥⋯⋯⋯⋯⋯⋯⋯⋯⋯⋯⋯⋯⋯⋯⋯⋯⋯⋯⋯⋯⋯⋯⋯⋯⋯⋯⋯⋯⋯(212)

“乐旺河"的来历⋯⋯i 0 0 0 0 0 B O OO g⋯⋯⋯⋯⋯⋯⋯⋯⋯⋯⋯⋯⋯⋯⋯⋯⋯⋯⋯⋯(213)

翁昭公社地名表⋯⋯⋯⋯⋯⋯⋯⋯⋯⋯⋯⋯⋯⋯⋯⋯⋯⋯⋯⋯⋯⋯⋯⋯⋯⋯⋯(214)

5

f l



中桥公社

中桥公社地名图

中桥公社概况⋯⋯⋯⋯⋯⋯⋯⋯⋯⋯⋯⋯⋯⋯⋯⋯⋯⋯⋯⋯⋯⋯⋯⋯⋯⋯⋯⋯(219)

中桥公社属大队概况⋯⋯⋯⋯⋯⋯⋯⋯⋯⋯⋯⋯⋯⋯⋯⋯⋯⋯⋯⋯⋯⋯⋯⋯⋯(220)

新桥水库⋯⋯⋯⋯⋯⋯⋯⋯⋯⋯⋯⋯⋯⋯⋯⋯⋯⋯⋯⋯⋯⋯⋯⋯⋯⋯⋯⋯⋯⋯(221)

中桥公社地名表⋯⋯⋯⋯⋯⋯⋯⋯⋯⋯⋯⋯⋯⋯⋯⋯⋯⋯⋯⋯⋯⋯⋯⋯⋯⋯⋯(222)．

清河区概况⋯⋯⋯⋯⋯⋯⋯⋯⋯⋯⋯⋯⋯⋯⋯⋯⋯⋯⋯⋯⋯⋯⋯⋯⋯⋯⋯⋯⋯⋯⋯(227)

禾丰公社 ．

禾丰公社地名图

禾丰公社概况⋯⋯⋯⋯⋯⋯⋯⋯⋯⋯⋯⋯⋯⋯⋯⋯⋯⋯⋯⋯⋯⋯⋯⋯⋯⋯⋯⋯(229)

禾丰公社属大队概况⋯⋯⋯⋯⋯⋯⋯⋯⋯⋯⋯⋯⋯⋯⋯⋯⋯⋯⋯⋯⋯⋯⋯⋯⋯(231)

禾丰公社地名表⋯⋯⋯⋯⋯⋯⋯⋯⋯⋯⋯⋯⋯⋯⋯⋯⋯⋯⋯⋯⋯⋯⋯⋯⋯⋯⋯(232)

龙广公社
‘

龙广公社地名图

龙广公社概况⋯⋯⋯⋯⋯⋯⋯⋯⋯⋯⋯⋯⋯⋯⋯⋯⋯⋯⋯⋯⋯⋯⋯⋯⋯⋯⋯⋯(237)

龙广公社属大队概况⋯⋯⋯⋯⋯⋯⋯⋯⋯⋯⋯⋯⋯⋯⋯⋯⋯⋯⋯⋯⋯⋯⋯⋯⋯(238)

地名诗一首⋯⋯⋯⋯⋯⋯⋯⋯⋯⋯⋯⋯⋯$O O O O$⋯⋯⋯⋯⋯⋯⋯⋯⋯⋯⋯⋯⋯(239)

龙广公社地名表⋯⋯⋯⋯⋯⋯⋯⋯⋯⋯⋯⋯⋯⋯⋯⋯⋯⋯⋯⋯⋯⋯⋯⋯⋯⋯⋯(2 40)

穿洞公社

穿洞公社地名图

穿洞公社概况⋯⋯⋯⋯⋯O OOg o$O⋯⋯⋯⋯⋯⋯⋯⋯⋯⋯⋯⋯⋯⋯⋯⋯⋯⋯⋯⋯(245)

穿洞公社属大队概况⋯$O D O OOO O O O⋯⋯⋯⋯⋯⋯⋯⋯⋯⋯⋯⋯⋯⋯⋯⋯⋯⋯(246)

穿洞公社地名表⋯⋯⋯⋯⋯⋯⋯⋯⋯⋯⋯⋯⋯⋯⋯⋯⋯⋯⋯⋯⋯⋯⋯⋯⋯⋯⋯(2 47)

哨上公社

哨上公社地名图

哨上公社概况⋯⋯⋯⋯⋯⋯⋯⋯⋯⋯⋯⋯⋯⋯⋯⋯⋯⋯⋯⋯⋯⋯⋯⋯⋯⋯⋯⋯(251)

哨上公社属大队概况⋯⋯⋯⋯⋯⋯⋯⋯⋯⋯⋯⋯⋯⋯⋯⋯⋯⋯⋯⋯⋯⋯⋯⋯⋯(252)

哨上公社地名表⋯⋯⋯⋯⋯⋯⋯⋯⋯⋯⋯⋯⋯⋯⋯⋯⋯⋯⋯⋯⋯⋯⋯⋯⋯⋯⋯(253)

羊场区概况⋯⋯⋯⋯⋯⋯⋯⋯⋯⋯⋯⋯⋯⋯⋯⋯⋯⋯⋯⋯⋯⋯⋯⋯⋯⋯O
OI OOOI gO OO O(258)

龙岗镇地名图

龙岗镇概况⋯⋯⋯⋯⋯⋯⋯⋯⋯⋯⋯⋯⋯⋯⋯⋯⋯⋯⋯⋯⋯⋯⋯⋯⋯⋯⋯⋯⋯(261)

龙岗镇属大队概况⋯⋯⋯⋯⋯⋯⋯⋯⋯⋯⋯⋯⋯⋯⋯⋯⋯⋯⋯⋯⋯⋯⋯⋯⋯⋯(262)

龙岗镇地名表⋯⋯⋯⋯⋯⋯⋯⋯⋯⋯⋯⋯⋯⋯⋯⋯⋯⋯⋯⋯⋯⋯⋯⋯⋯⋯⋯⋯(263)

水口公社

水口公社地名图’

水口公社概况⋯⋯⋯⋯⋯⋯⋯⋯⋯⋯⋯⋯⋯⋯⋯⋯⋯⋯⋯⋯⋯⋯⋯⋯⋯⋯⋯⋯(265)

6



水口公社属大队概况⋯⋯⋯⋯⋯⋯⋯⋯⋯⋯⋯⋯⋯⋯⋯⋯⋯⋯⋯⋯⋯⋯⋯⋯⋯(267)

十三寸水库⋯⋯⋯⋯⋯⋯⋯⋯⋯⋯⋯⋯⋯⋯⋯⋯⋯⋯⋯⋯⋯⋯⋯⋯⋯⋯⋯⋯⋯(269)

拐二水库⋯⋯⋯⋯⋯⋯⋯⋯⋯⋯⋯⋯⋯⋯⋯⋯⋯⋯⋯⋯⋯⋯⋯⋯⋯⋯⋯⋯⋯⋯(270)

水口公社地名表⋯⋯⋯⋯⋯⋯⋯⋯⋯⋯⋯⋯⋯⋯⋯⋯⋯⋯⋯⋯⋯⋯⋯⋯··(271)
坝子公社

坝子公社地名图

坝子公社概况⋯⋯⋯⋯⋯⋯⋯⋯⋯⋯⋯⋯⋯⋯⋯⋯⋯⋯⋯⋯⋯⋯⋯⋯⋯⋯⋯·(281)
坝子公社属大队概况⋯⋯⋯⋯⋯⋯⋯⋯⋯⋯⋯⋯⋯⋯⋯⋯⋯⋯⋯⋯⋯⋯⋯⋯⋯(282)

坝子公社地名表⋯⋯⋯⋯⋯⋯⋯⋯⋯⋯⋯⋯⋯⋯⋯⋯⋯⋯⋯⋯⋯⋯⋯⋯⋯⋯⋯(283)

杠寨公社

杠寨公社地名图

杠寨公社概况⋯⋯⋯⋯⋯⋯⋯⋯⋯⋯⋯⋯⋯⋯⋯⋯⋯⋯⋯⋯⋯⋯⋯⋯⋯⋯⋯⋯(287)

杠寨公社属大队概况⋯⋯⋯⋯⋯⋯⋯⋯⋯⋯⋯⋯⋯⋯⋯⋯⋯⋯⋯⋯⋯⋯⋯⋯⋯(288)

杠寨林场⋯⋯⋯⋯⋯⋯⋯⋯⋯⋯⋯⋯⋯⋯⋯⋯⋯⋯⋯⋯⋯⋯⋯⋯⋯⋯⋯⋯⋯⋯(289)

杠寨公社地名表⋯⋯⋯⋯⋯⋯⋯⋯⋯⋯⋯⋯⋯⋯⋯⋯⋯⋯⋯⋯⋯⋯⋯⋯⋯⋯⋯(290)

立京公社

立京公社地名图

立京公社概况⋯⋯⋯⋯⋯⋯⋯⋯⋯⋯⋯⋯⋯⋯⋯⋯⋯⋯⋯⋯⋯⋯⋯⋯⋯⋯⋯⋯(295)

立京公社属大队概况⋯⋯⋯⋯⋯⋯⋯⋯⋯⋯⋯⋯⋯⋯⋯⋯⋯⋯⋯⋯⋯⋯⋯⋯⋯(296)

立京公社地名表⋯⋯⋯⋯⋯⋯⋯⋯⋯⋯⋯⋯⋯⋯⋯⋯⋯⋯⋯⋯⋯⋯⋯⋯⋯⋯⋯(297)

毛云公社

毛云公社地名图

毛云公社概况⋯⋯⋯⋯⋯⋯⋯⋯⋯⋯⋯⋯⋯⋯⋯⋯⋯⋯⋯⋯⋯⋯⋯⋯⋯⋯⋯“(301)

毛云公社属大队概况⋯⋯⋯⋯⋯⋯⋯⋯⋯⋯⋯⋯⋯⋯⋯⋯⋯⋯⋯⋯⋯⋯⋯⋯⋯(303)

毛云公社地名表⋯⋯⋯⋯⋯⋯⋯⋯⋯⋯⋯⋯⋯⋯⋯⋯⋯⋯⋯⋯⋯⋯⋯⋯⋯⋯-·(304)

久场坝公社

久场坝公社地名图

久场坝公社概况⋯⋯⋯⋯⋯⋯⋯⋯⋯⋯⋯⋯⋯⋯⋯⋯⋯⋯⋯⋯⋯⋯⋯⋯⋯⋯⋯(313)

久场坝公社属大队概况⋯⋯⋯⋯⋯⋯⋯⋯⋯⋯⋯⋯⋯⋯⋯⋯⋯⋯⋯⋯⋯⋯⋯⋯(314)

久场坝公社地名表⋯⋯⋯⋯⋯⋯⋯⋯⋯⋯⋯⋯⋯⋯⋯⋯⋯⋯⋯⋯⋯⋯⋯⋯⋯⋯(315)

平寨公社

平寨公社地名图

平寨公社概况⋯⋯⋯⋯⋯⋯⋯⋯⋯⋯⋯⋯⋯⋯⋯⋯⋯⋯⋯⋯⋯⋯⋯⋯⋯⋯⋯⋯(323)

平寨公社属大队概况⋯⋯⋯⋯⋯⋯⋯⋯⋯⋯⋯⋯⋯⋯⋯⋯⋯⋯⋯⋯⋯⋯⋯⋯⋯(325)

平寨公社地名表⋯⋯⋯⋯⋯⋯⋯⋯⋯⋯⋯⋯⋯⋯⋯⋯⋯⋯⋯⋯⋯⋯⋯⋯⋯⋯⋯(326)

开阳县名胜古迹、纪念地及游览胜地名称表⋯⋯⋯⋯⋯⋯⋯⋯⋯⋯⋯⋯⋯⋯⋯⋯⋯(329)

开阳县企，事业单位名称表⋯⋯⋯⋯⋯⋯⋯⋯⋯⋯⋯⋯⋯⋯⋯⋯⋯⋯⋯⋯⋯⋯⋯⋯(330)

开阳县山峰，山隘、地片、洞穴名称表⋯⋯⋯⋯⋯⋯⋯⋯⋯⋯⋯⋯⋯⋯⋯⋯⋯⋯⋯(335)

1

厂乙



开阳县河流、瀑布名称表⋯⋯⋯⋯⋯⋯⋯⋯⋯⋯⋯⋯⋯⋯⋯⋯⋯⋯⋯⋯⋯⋯⋯⋯⋯(348)

开阳县水库、沟渠名称表⋯⋯⋯⋯⋯⋯⋯⋯⋯⋯⋯⋯⋯⋯⋯⋯⋯⋯⋯⋯⋯⋯⋯⋯⋯(352)

开阳县井、泉，桥梁，渡口名称表⋯⋯⋯⋯⋯⋯⋯⋯⋯⋯⋯⋯⋯⋯⋯⋯⋯⋯⋯⋯⋯(355)

开阳县新旧地名对照表⋯⋯⋯⋯⋯⋯⋯⋯⋯⋯⋯⋯⋯⋯⋯⋯⋯⋯⋯⋯⋯⋯⋯⋯⋯⋯(358)

开阳县废村名称表⋯⋯⋯⋯⋯⋯⋯⋯⋯⋯⋯⋯⋯⋯⋯⋯⋯⋯⋯⋯⋯⋯⋯⋯⋯⋯⋯⋯(435)

第三部份附 录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的通知⋯⋯⋯⋯⋯⋯⋯(445)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召开全县地名普查会议的通知⋯⋯⋯⋯⋯⋯⋯⋯⋯⋯⋯⋯⋯⋯(446)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更改地名的决定⋯⋯⋯⋯⋯⋯⋯⋯⋯⋯⋯⋯⋯⋯⋯⋯⋯⋯⋯⋯(449)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我县新场公社重新命名的报告⋯⋯⋯⋯⋯⋯⋯⋯⋯⋯⋯⋯⋯⋯(457)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我县久场公社重新命名的报告⋯⋯⋯⋯⋯⋯⋯⋯⋯⋯⋯⋯⋯⋯(458)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开阳县地名办公室的通知⋯⋯⋯⋯⋯⋯⋯⋯⋯⋯⋯⋯⋯⋯(459)

开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抽调人员完成地名工作的通知⋯⋯⋯⋯⋯⋯⋯⋯⋯⋯⋯(460)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关镇升格为区级镇及区划变更决定的通知⋯⋯⋯⋯⋯⋯⋯⋯(461)

开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金中镇、顶兆、顶方，鱼上乡和建立平寨等七个民族乡及

部分区域变更的通知⋯⋯m on ol⋯⋯⋯⋯⋯⋯⋯⋯⋯⋯⋯⋯⋯⋯⋯⋯⋯⋯⋯⋯⋯(462)

开阳县社改乡后行政区划名称变动表⋯⋯⋯⋯⋯⋯⋯⋯⋯⋯⋯⋯⋯⋯⋯⋯⋯⋯⋯⋯(463)

城关镇区划变更地名图

鱼上乡区划变更地名图

顶兆乡区划变更地名图

项方乡区划变更地名图

开阳县社改乡后人口对照表⋯⋯⋯⋯⋯⋯⋯⋯⋯⋯⋯⋯⋯⋯⋯⋯⋯⋯⋯⋯⋯⋯⋯⋯(465)

淡谈我县的地名一开阳县地名浅析⋯⋯⋯⋯⋯⋯⋯⋯⋯⋯⋯⋯⋯⋯⋯⋯⋯⋯⋯⋯(468)
关于地名普查工作报告⋯⋯⋯⋯⋯⋯⋯⋯⋯⋯⋯⋯⋯⋯⋯⋯⋯⋯⋯⋯⋯⋯⋯⋯⋯⋯(473 j
后 记⋯⋯⋯⋯⋯⋯⋯⋯⋯⋯⋯⋯⋯⋯⋯⋯⋯⋯⋯⋯⋯⋯⋯⋯⋯⋯⋯⋯⋯⋯⋯⋯(476)

8



第一部份前
—_】L·

I=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J-

刖 声

在我们生活、工作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城、镇，街，巷、厂、场、矿、站，不论是

乡，村、庄、寨，山、洞、沟、溪，无不有其指称和名字。这些自然地物和人工地物的名字

和称呼，就叫“地名，，。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人

们共同约定的一种特定的指示区划范围和方位特征的语言代号及标记文字。对地名字音的称

呼是否统一，对地名字形，字体的书写是否规范，也就是对地名的使用是否正确、合符标准，

这不仅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与各个领域的工作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根据国务院、国家地名委员会的规定，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及安顺地区行署的有关指示

和要求，我们对县内的地名进行了普查登记。为了巩固普查的成果，逐步地健全地名管理工

作，特此编辑出版《开阳县地名录》。古语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册比较标准，经过规

范了的地名录，对我县的各行各业或许有些裨益。

《开阳县地名录》记载、刊录了开阳县各种地物的名称，它是一本资料性的工具书。

口录"中采择登记了我县各种地名4075条。其中：生产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312条，人

工地物的名称3434条，自然地物名称329条。此外，消失的废村名称210条(其名称、字形均

按原图抄录)以备忘。还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更名的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戈!『名称

79处(其中公社名2条、大队名77条)也收录其中。

列入地名录中之地名是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意义。凡使用开阳县的地名名称，应以此为

准。今后更改地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及省人民政府黔发(1980)192号文件

规定办理。

开阳县人民政府

1982年12月



凡 例

一．《开阳县地名录》(以下简称“地名录’’)共有四个组成部份：卷首有前言，凡

例，目录，正文有县、社(镇)地名图，地名表，和县、区、社(镇)，大队地名概况(包

括地名考证、解释、故事，地名命名规律，地名对照)，以及地物照片l卷末有后记，勘误

表，附录有县政府关于地名工作的文件，地名普查工作报告。在编排系列上，则按开阳的习

惯顺序以公社行政区划为单位，将有关内容掺插其间。

二、“地名录”中的地物记载和所有数据，系实地调查和有关单位、部门所提供，时间

截止1981年12月。

三、搿地名录"中全部收录了自然村名称，自然地物名称只收录其重要部份，人工地物

及企事业单位名称，则按上级有关规定而取舍。

四、“地名录，，中的地名图(历史地名图除外)之图内名称、位置均已核实，地域区划范

围以国家测绘总局l：5万的地形图为底本，城关镇地名图系按1：5万的地形图自行放大，县露

历史地名图，则参照1940年及1950年之旧地图重新绘制。今昔对照，可窥开阳地名演变之一

斑。

五，搿地名录"中的文字部份，以录尽详实，意在陈述。除名胜古迹部份外，行文少有

藻饰夸张，概以事实为要。

六，“地名录"中的盔开阳新旧地名对照表黟系参照民国二十九年(1940)编《开阳县

志’，并与此次普查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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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县概况

开阳——黔之腹地，古之汞城。地处贵州省中部偏北，位置北纬26。477——27。2 17，东

经106。447—107。167。南北长约64公里，东西宽约53公里，面积2026平方公里。其区划一
面屏山，三方临水。北和东北界乌江为遵义，瓮安，东越清水江抵福泉，南跨脚渡河达龙

里，西障狼鸡岭接息烽，西南与修文，贵阳之乌当连壤相依。县人民玫府驻地城关镇西街，

地踞贵阳市东北面90公里。

“开阳黟本开州之别名，其称源于嘉庆十五年(18i0年)之“开阳书院’’。是时，时人

吕柱石重建州书院，改名为“开阳书院"。知州胡璧有释日： 搿开阳者，益欲开阳明之学

也’’(载《开阳县志’)。意慕明朝著名理学家王守仁(号阳明)，夙愿人才辈出，昌盛地

方。遂于1930年正式将“开阳黟定称为县名。 ．⋯j
· 古代之开阳，在夏时为梁州江外南域，后属荆州之西裔及雍州之南境；战国年代属且阑

国地之一部，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为且阑县西北境，晋代太安元年(302年)

属万寿县辖l南北朝时为晋乐县隶，隋代又划作群舸县地；至唐季方置蛮州、光州(其州治

设于今之双流区白马公社同知衙及光洞河附近，时土著夷语称此日： “大万谷落”)县域地

称巴江(巴香)。在宋心，开阳又隶属縻州之境，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改称“新添葛

蛮安抚司"之“顺元路"，至大四年(1311年)更称为厶乖西军民府"，明初改称为“宣慰

同知’’之“乖西马头打，至明崇祯三年(1630年)始定为“开州"(时辖十里二司)。直到

民国初年(1912年)，废厅、州、府制，因直隶(今河北省一部)有开州，四川有开县而改

称为紫江县，民国十九年(1930年)改紫江为开阳。自此，县名再未变更。

开阳于1949年11月15日获得解放，同年1iY]25日建立人民政府。初属贵定专区，1954年

改属安顺专区，1958年直隶贵阳市辖，1963年又划入遵义专区，1965年复归安顺专区至今。

现辖38个社镇，266个大队，2512个生产队，3163个自然村，62371户，323172人(包括省属

企业)，计有汉，苗，布依、水、仡佬等十一个民族。

我县地形比较复杂。整个地势西南高于东北，系斜倾的典型中山区地貌。境内西北及南

部山岭属苗岭山脉分支，清水江东面属武陵山脉余绪。县域内山峦重迭，其势绵亘，起伏蜿

蜒，依江靠河之地，蜂岭苍翠、瞧岩陡峭、嵯峨多姿，丛山耸岳之间，冲谷纵横，沟槽交

错，众峦环伺之处，坪岗坦坝，坑窝洼地，大小间布，喀斯特溶洞散见各地’阴河伏流多处

可见。境南有顺岩河(脚渡河、纸厂河)，县北有乌江，东南有乐旺河(清水江)，中部有

南贡河(清河，南江河)，另有众多山溪遍及全境。水势或急或缓，水流有多有少。趵突

泉(俗称潮水)和温泉(俗称热水)亦有几处。境内最高地为双流区之狼鸡岭，海拔1702

米，最低处花梨区龙水公社小河口，海拔506．5米。全县相对高差近1200米，一般海拔在

1000——1200米之间。常年平】均气温13．3℃，最高．气温35。8℃，最低气温一9．5℃，日

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80％保证率)时，有效积温在3383℃至3841℃之间。无霜期2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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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年降雨量在1190毫米上下。惟春迟、夏短、秋早，冬长， “冬春多雨雾、少严寒，夏季频

干旱，无酷暑，，为全县气象、气候之主要特征。但各地之气温、雨量及霜期，皆由于地势高

低有异而不尽一致，故农作物在同一年间亦随地区不同有早迟丰歉之别。

开阳地下矿藏十分丰富，已查明有磷，汞，煤、水晶、重晶石、铝矾土等．尤其是磷矿

和汞矿蕴藏量大。磷矿石以其品位高，产量大享名中外，省办开阳磷矿在国内素有“三阳开

泰，，之一的美誉，为祖国三大磷都之一。汞矿的开采历史悠久，早负盛名。有文字记载的远

至唐代，始于现白马洞、用沙坝一带挖掘冶炼。煤炭资源则分布全县各地，其中穿洞公社主

产生活用煤(俗称糠煤)，水口、毛云，久场坝，南龙等公社主产工业用煤(俗称油煤)o

其产量之大，除供本县工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冠要外，每年均有数万吨销往外县及贵阳，所

炼之焦炭曾远销外省。水晶石则零星布及各区，以双流、羊场两地为多。解放后，群众曾大

量采集交售国家。目前，在双流区开采的重晶石矿，将为国家石油开发和发展国防事业作出

贡献。此外，哨上，南龙公社的褐铁矿，宅吉、谷扬公社的硫磺矿，坝子、高云公社的陶

土，以及遍及各地的石灰石和硝，自古以来，便有开采和出产。

我县属湿润副热带山区，动植物品种繁多。现花梨公社有珍贵的鬃羚，哨上公社及坝子

公社有稀少的华南虎，南江河沿岸多有广西猴，而香獐、山羊，野猪、狐狸则遍及各地。目

前，天麻、杜仲等药用植物，仍是开阳之名产。 ·

在历史上，开阳的文化比较发达。特别是古蛮州，光州之州治设在今双流区地，加之朱

砂、水银的开采冶炼，曾几何时，人丁兴旺，商旅频繁。一百年前，县境寺庙官阁林立，计

有百余处之多。仅县城附近，直至解放前夕仍有十余座。历代也造就出一些土司、武举和文

人。今之双流区曾有“十里三翰林"之说，省内著名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先驱者“辛亥革命十

大烈士"之一的钟昌祚先生，即是现双流区人。如今，县内原有的文化、宗教旧址，除个别

尚留遗迹外，均已荡然无存。

县境正北端系古时黔省北境，界临的乌江昔为川黔两省之疆河，历属征战之地，亦系黔

北古道之要津。今马场区谷扬公社内，有“唐代钦敕扬威将军"之墓及明代阵亡于乌江河畔

的人马合冢。1934年冬至1935年春，中国工农红军一，三军团曾分多路三次途经我县，足迹

遍及全境。红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人民大众欢欣鼓舞。至今，县内流传着不少

红军的故事和传说。现羊场、马场两区都还有红军的遗物及标语墨迹。

解放三十二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解放前，开阳全无

工业，仅有几个小手工作坊。现巳建有磷肥厂、氮肥厂、水泥厂，农机厂，砖瓦厂、医疗器

械厂、印刷厂、皮鞋厂、酒厂等地方工业和轻工业企业。另建有冒井、南龙两个县级煤矿。

各区、社、大队也都有自己的社办小企业。加之省属大中型工矿单位，开阳已具一定的工业

规模。

在农业方面，今也改变了昔日的落后面貌。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效可观，历年来改

土造田数万亩。并建有9座百万方以上的水库，2l座十万方至百万方的水库，总蓄水量达2529

万方，有效灌溉面积108500亩，保证灌溉面积71500亩。此外还建有电灌站67处，从而保证

了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正常年景全县粮食总产在1．8亿斤左右，最高年产可达2亿斤。由于

水利事业的发展，电力也随之发展起来。目前，新竣工的三万五千伏变电站，可供城关、双

流、冯三、马场，羊场等区的用电，县内另有100豇以上的电站8处，100豇以下的电站4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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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总容量2587碰，发电量达332万度，从而便利了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我县有耕J也381263亩，其中田137521亩(未包括原划自留地)主产包谷、水稻，兼产豆

类、杂粮。而烤烟、油菜素以优质、高产闻名。冯三区的烤烟品质特佳，还引起了外商的注

视。1981年全县收烤烟1921万斤，油菜子1951万斤(各占全地区烤烟，菜子总产的半数和四

成)。此外茶叶年产均在5200担以上。国营双流茶场的红茶，历来是传统外销之佳品。而双

流区的洋芋及其加工品，羊场区平寨公社的生姜，大蒜，也都是县内著名特产，均曾供外贸

出口。我县的水果丰富，尤以桃，李、筛、梨、橙，柑产量较高，年均可收50000多担，其

中引种外地的密桔产量近3000担。土产以桐、栳，漆、樯为多，特别是掩子产量可观，年可

产万担左右。

县内的森林资源，历来为安顺地区之冠，昔日森林复盖面积达到loo多万亩，可惜因连年乱

砍滥伐，现老林古树已留存无几。五十年心始，县内先后育苗造林，陆续营造了松、杉，柏

等用材林lO多万亩(保存面积)。目前，垒县尽管只有疏林地40万亩，但仍是全地区林丰之

首。

我县畜牧业也有发展，现有牛5i889头，骡马3405匹，生猪(存栏数)约130000头，还

建办了鱼种场，为全县的山塘水库不断提供鱼苗，此外花梨，羊场，马场等区养羊(山羊)

业发展很快，现有山羊6000多只，家禽的饲养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总之，与解放前比较，

当是天渊之别。 ，

在交通事业方面，昔日人背马驮，交通梗阻的状况己大为改观。如今县内公路四通八

达，乡村简易公路有如蛛网，个个公社均通汽车，百分之九十的大队及百分之七十的生产队

也都指行车运偷。这对促进城乡交流，发展工农业生产，便利人民生活，都起着重要的作

用。

在文卫事业方面，县内已建有县立中，小学各二所，中等师范学校一所，另有87所区、

社办中小学，l 85所社队办小学。其数量为解放前的十倍。1981年底，全县共有教师2423人

(其中公办教师1185人)，在校中学生9307人(其中高中生712人)，为解放前的四十六倍；

在校小学生66476人，为解放前的二十五倍，合计在校学生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

一，基本上普及了文化教育。近几年来，县内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高考生及中专技校考生

的考试成绩，在安顺地区县级中学里，可算名列前茅。目前，县内有县、区医院8所(不包括

矿区医院)，拥有206张病床，县城内还设有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各公社均有卫生所，

另有48个大队级医疗站。全县有专职医护人员526人(其中公社级171人)，乡村卫生员162

人。县医院对“流行性出血热"的医治已颇有成效，使该病的死亡率大大减少了。近年来，

有关帛门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较好地控制了全县人口的自然增长。此外，还大力开展

了防疫、保健业务，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建康。
。

县政府驻地城关镇，是全县政治、商业、金融、交通、邮电、文化的中心。目前，城镇

建设业经规划，街道已经整治，面貌焕然一新。旧时龌龊的窄街狭巷，皆新铺成水泥或沥青

路面，街道两旁楼房排列有序，并安装了氩气路灯。机关单位全部用上了自动电话。近两年

来，又新修了不少职工宿舍。若登米阳坡顶，眺望县城，但见幢幢楼房栉次鳞比，电视天线

林立屋顶t白昼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I夜晚灯火辉耀，廊前舍内，笑语声喧，别

是一番欣欣向荣：jj升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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