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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县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东兰县地名志》的通知

兰政发(1988)0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东兰县地名志》是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基础编辑而成的一本

比较完整的历史、地理资料汇编，它既有现实的使用价值，又起到

地名工具书的作用，同时，也是县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县人民政

府批准已印刷发行。今后凡使用我县地名时，一律以《东兰县地名志》

为准。

东兰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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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地理实体(行政区划．村庄，街道、山川、名胜古迹、纪念地，建筑物及企业，

事业单位等)的称谓，是人们用以指称各个不同方位，形状和特征的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

代号。

自古以来，地名一直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活动，以

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消除地名的混乱现象，大力推进地名标准化，是促进各方面工作

的当务之急．因此，我办遵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 《关于地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普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在1982年地名普查资料的

基础上，吸收近几年来地名工作的成果，以截至1987年七月底止我县行政区划、街道、村

庄以及其它地名的全部名称编纂成册，铅印出版，内部发行。全册共收入标准地名4234条，

其中村公所级以上行政区划165条，自然村屯3185条，企、事业单位61条，纪念地、古迹

及人工建筑物120条。自然及其它地理实体561条。

本书地名按隶属关系编排。即县行政区划居首，然后是各乡，镇、村、自然屯以及境

内的纪念地，古迹、人工建筑、专业部门、自然地理实体．

书中所收入地名有文字简介，并附有各自的地名图；较为重要的地名，还附有彩色

照片．

书中所采用的各种数字，均按1986年底统计数。地名距离均以方位直线距离为准．书

末编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表》，以便迅速查找有关地名。

本书是一本法定地名工具书，是各项工作在使用地名时必须遵循的依据。根据国务院

《地名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今后，无论是城乡管理、规划和建设，还是公安、民政、

交通、测绘、邮电通讯、文教卫生、新闻宣传及广告等，凡使用我县地名，均应以本书记

截的标准地名为准，不得再使用非标准地名．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加强法制观

念，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履行申报、审批手续。

本书是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名资料，在编者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因业务水平有

限，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清读者指正。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自治区，地区地名办和有关单位及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谨此致谢!

东兰县地名办公室

198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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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县概况

东兰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东靠河池市，西邻凤山县，南接巴马和都安瑶族

自治县，北连天峨、南丹县。东西宽65公里，南北长68公里．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

辖14个乡(含两个瑶族乡)，2个镇，147个村公所，1个街公所，3183个自然屯，50071户．

人口264956人，其中壮族226696人，汉族25454人，其它民族710人．县人民政府设在东兰

镇(东经107。39 7—107。42 7，北纬24。13 7—24。15 7)，距自治区首府(南宁市)210公里。
。

汉朝至五代时期，原称木兰峒，属定周县(今宜山)。宋统一全国后，置羁縻兰州。

宋皇裙四年(1052年)设安抚可署，州治都彝．宋徽崇宁五年(1106年)兰州和文州(今

巴马县境)合并，称文兰州，州治坡豪圩，隶属庆远府辖。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又

分为东兰、西兰两州，后并为东兰州，不久即废。至明洪武十二年(1579年)复置东兰州。

明成化十年(1474年)，东兰土知州治改在今武篆镇旧州屯，至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复

设州洽在东兰。清朝雍正八年(1730)，改土归流，设东兰州，州治今东兰县城，从东兰

州外六哨另置风山土分州，归东兰承审。1912年废除州制，改称东兰县。下辖十二哨(内

六哨：东院、武篆、兰泗、隘洞、都彝、长江。外六哨：本农、汉芝山、土芝山、厘拉、

长里、泗苟)，兼管那地，风山两个土州。1919年划外六哨置凤山县，那地土州划归河池

县(1931年拨入南丹县)．1933年设木兰，都爱两个区，至1938年废除，又成立南、北两

区，1941年撤销区，全县辖18个乡，169个村。1949年12月成立东兰县人民政府，属宜山

地区管辖，同年5月拨归百色地区，县辖6个区。1951年万岗县(今巴马县)撤销，其所属

西山，’定马、凤凰三区划归东兰。1952年大同区分出部分乡，设第十区(即长乐区)，全县共

辖10个区。1956年巴马和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凤凰、西山、定马三个区复归巴马县，大同

区撤销，其所辖的板坡等15个乡划归都安瑶族自治县，其余各乡并入长乐区，县辖6个区。

1958年秋区改称人民公社，一区为城厢公社，二区为隘洞公社，四区为三石公社、五区为

武篆公社、六区为大畴公社、十区为长乐公社。同年，大畴公社分为长江、金谷两个公

社，县辖8个公社，1961年下半年将原8个公社分为22个公社。1962年上半年又复合为8个公

社。1965年8月县归河池地区。1972年5月，从城厢公社分出伦界、那亨、城厢3个大队成

立城关镇。即为8个公社，1个镇，148个大队。1984年政社分开，建立乡政权，把原公社改

为乡，大队改称为村。同年10月经自治区批准，隘洞公社分为切学，坡拉、隘洞三个乡。

三石公社分为太平，四合，五联三个乡(五联为瑶族乡)．长乐公社分为长乐乡和三弄瑶

族乡。大同公社分为大同，坡峨两个乡。城厢公社分为泗孟乡、东兰镇。武篆公社分为武篆

镇，弄占乡．长江、金谷两个公社分别改称长江乡，金谷乡。1987年统一将147个村民委

员会改称为村公所，1个街道居民委员会改称为街公所。

东兰地处云贵高原边缘，地势高峻，山岭连绵，河谷深切，土石山交错分布。西北部

属东风岭山系，东北部属凤凰山系，西南部属都阳山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境内最高地是长乐乡的大乐村，海拔900米，最低处是大同乡平勇村板黑河口，海拔176

米．最高山峰是金谷乡隆通村的莫中山，主峰海拔1214米．在重峦叠蟑之中，只有中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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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兰木，玩石、和龙，兰阳．板龙，坡拉、切学等较大的谷地，其余为山沟，鼻场，

故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称．

河流均属红水河水系．红水河自北入境，向南流经8个乡，1个镇，26个村．过境流程

92公里。境内还有大小河流共250条(其中较大的有板老河等29条，总长340．9公里)，均流

入红水河。

全境位于低纬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

量充沛，严寒酷暑时间短。年平均气温16．8。C至2l 4C，一月份平均气温11．2。C，七月份平

均气温27．3。C，最高极端气温39．2。C，最低极端气温一2．4℃，年平均无霜期340天，年平

均日照时数1522．5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至1700毫米。

境内属石炭系、三迭系、二迭系、泥盆系地层。

矿产资源主要有：煤、水晶矿，黄铁矿，褐铁矿，锑矿、铝土矿，硫磺矿、大理石和

石灰石等。野生药物资源有：金银花、淮山，首乌，鸡血藤、黄精、百合、水槟榔等。野

生动物有：麝、果子狸、龟、穿山甲、水獭、蛤蚧、马鬃蛇、毛鸡等。

198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932万元(当年现行价，下同)，其中农业总产值6587万

元，工业总产值1714万元．

全县有耕地面积20．58万亩，其中水田9．54万亩，旱地11．04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

稻、玉米、黄豆等，1986年总产量9471万斤。

全县宜林面积148万亩，有林面积75万亩，其中用材林49万亩，主种杉、松、红椎、

香椿等木，蓄积量53万多立方米。经济林25万亩，主要林产品有桐油、茶油、八角、板栗

等，1986年林业总产值762万元。

1986年全县年末生猪存栏135110头，水黄牛6400头，马6800匹，羊32378只，总产值

2148万元。

土特产有：八角，品质优良，是自治区八角生产基地之一，1986年共收3036担；板栗

品质好，1986年产量3808担；火麻，是油料植物，鼻场广为种植，产量高，可入中药，年

产1229担；腊月橙，味清甜，每年挂果至春节，可在果类淡季供应市场，年产量952担；墨

米，属糯米类，营养丰富，年收购量7万多斤。

建国前，全县无水利设施，灌溉无保证，石山地区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建国后，

全县共建成大小水库12座，总库容860．6万立方米(其中较大的江板水库，库容330万立方

米)；电灌站80处，装机85台，总容量1284．5千瓦；机灌29处，29台，384马力；水轮泵

站19处，56台；建水柜1228处，总库容19．15万立方米；全县有水力发电站4处，装机8台，

总装机容量2085千瓦，年发电量648万度。

1950年前，县内无工厂。至1986年止，县内有了制药、铝制品、水泥、建材、酿造、

食品、印刷、化工、电力、机械、综合加工，汽车修理，森工等国营企业，职工6257人。

乡镇企业发展到1060个，其中乡镇办64个，村办30个，户办，联户办966个，从业人员

3925人。

县内交通运输有陆路和水路两种。1950年前，县内仅有过境的河(池)田(阳)公路一条，

全长78公里．建国后，交通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到1986年止，以县城为中心，共兴修13条

公路，全长414．2公里。已有13个乡镇，61个村，150个自然屯通车．县际公路有：县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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