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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地名录》中册盘县特区部分，是在地名普查基础上整理编辑的。

盘县特区地名普查工作於1981年4月开始，在市、特两级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各区镇)、

社及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根据国务院有关地名普查的指示精神，对全特区15个区(镇)、

94个公社、725个大队、3615个自然村及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属於普查范围的企事业

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进行了全面核查，修正地名1085条，新增地名285条，消失地名

179条，更改重名公社2个、重名大队67个。

《六盘水市地名录》中册，包括地名图、文字概况、地名表和图片四部分，全书约

十九万字，编入文字材料124份、地名图96张、照片2l幅、地名5372条。

由於经验和水平所限，书中尚有不妥之处，望予批评指正。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_l，％．ena目aH目日日≈i

i{；黔，



关于政区、地名变更情况的说明

我区地名普查资料于一九八二年六月整理结束后，政区又有变更，因资料不便更动，

特作如下说明。

一九八二年九月经有人民政府批准，将原盘关区所辖的盘关、断江、关口公社划出设立

盘江镇，驻地盘关，猛者、清水、五一，土城公社仍属盘关区辖，并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将区

公所驻地迁驻土城。将原亦资区所辖的火铺公社划出，并以火铺公社行政区域设立火烧铺

镇，并恢复了老厂镇(辖区系老厂公社区域)，扩大了城关镇的行政区域，正式设立了洒

基镇。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起，我区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了政社分设，将全特区所有人民公社

改为乡建制，并根据宪法规定成立了乡人民政府·同时将全特区所有大队改为行政村，并

根据宪法规定建立村民委员会，将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t“撤销沙河、坪地、普田、猛者、保基、格所、

银山、普古、舍烹、文阁十个乡，并以这十个乡的行政区域分别建立沙河彝族乡、坪地彝

族乡、普田回族乡，猛者彝族水族乡、保基彝族苗族乡，格所苗族乡，·银山彝族乡、普古

彝族乡、舍烹苗族彝族乡、文阁彝族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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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特区概况

盘县特区地处云贵高原中部，贵州省西部。其范围在东经104。197至104。587、北纬

25。20 7至26。177之间。东连普安县，南抵兴义县，西与云南富源、宣威两县相依，北和水

城特区毗邻。南北最长110公里，东西最宽65公里，幅员4056平方公里。居住汉、彝、布

依、回、茁等民族共8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4万人，多分布于边远山区，非农业人口8．5

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7％和10．4％，为贵州省大县之一。

特区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山峦起伏，群山连绵，山峰河流纵横交错，峡谷

小溪多，丘陵平地少。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500米以上，较高的山有甘山屋基大山，牛棚梁

予、光山，轿子顶、八大山等。全区最高点甘山屋基大山海拔2857．6米，最低点格所河大

坪河谷820米。由于各地海拔高差较大，形成不同的气候，有高寒的山区，又有较炎热的

河谷。半山区和丘陵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我区农作物的主产地。年平均降雨量

约1400毫米，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7。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1至22。C，年平

均气温15．2。C。相对平均湿度76％，全年无霜期27l天(最长325天，最短234天)左右；

年平均日照时数1593．8小时，日照率36％，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春旱、霜灾、冷露低温、

冰雹灾、风灾等，其中霜灾和冷露低温往往是全局性的灾害。境内土壤多为酸性的小黄泥

土。地表水系较为发达，水利电力资源丰富，全特区大小河流百余条，主要有拖长江、格

所河、新桥河、楼下河四条。拖长江发源于亦资区沙陀公社境内，向北经盘关、坪地两区

十余个公社流入水城特区与可渡河汇入北盘江；格所河发源于水塘区水塘公社的木龙大队

境内，向东流经水塘、板桥、英武，与普安县交界于三板桥处，折向北沿羊场区东缘经格

所入水城特区；新桥河发源于乐民区乐民公社境内，向南流经威箐、响水、高山入兴义

县，楼下河发源于老厂区马依公社境内，向东沿鱼塘与雨那公社交界处流至普安县半个山

附近，折向南流经新民、白马公社东缘入兴义县。以上河流均为珠江水系。

矿产资源有煤、铁、钢、硫磺、汞、石膏等，以煤的锗量最为丰富，而且90％以上属

优质烟煤，是炼焦的好原料。

盘县特区党政机关驻特区境地中心城关镇，距贵阳345公里，东西有滇黔公路，南北

有盘水(城)、盘兴(义)公路组成交通骨干，加上区社公路，形成全特区政治、经济、交通、文

化中心。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因文化、交通不开化，称南夷之地。汉朝属群舸

郡漏江县地，三国时为兴古郡宛温县地，唐置盘州，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开置西平州，为羁

縻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更名盘州，辖州治附唐县(今兴义)、盘水县(在今盘县东北盘江

南岸)、平夷县(今云南富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东爨乌蛮以其地叛附南诏，自

号于矢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为普安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普安卫。

十六年升普安府为军民府。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普安卫始创城基，洪武二十五年(公

元1392年)由指挥使王威指挥筑城(现城关镇)。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为普安直隶州，

拨兴义县属之，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改为普安直隶厅。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

※盘县特区概况及其他文字资料的数字。凡未标明年代的．均系1980年底上报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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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因县属盘江区域，县城驻地四面环山，形态扁平如盘，故名盘县。解放前隶属伪兴

仁专员公署，解放后由兴仁专区领导，1952年专区驻地由兴仁迁至兴义，改为兴义专区。

1956年撤销兴义专区，盘县并入安顺专区。1965年复设兴义专区，仍将盘县划归兴义专区

所辖。1966年由盘县划出盘关区及亦资区的火铺，沙陀公社，坪地区的洒基公社，西冲区

两河公社中的两个大队和云南宣威的迭脉、白果，松树三个公社建立盘县特区，受西南煤

炭指挥部领导。1937年划归新设立的六盘水地区。1970年将兴义专区所辖的盘县撤销并入

盘县特区，隶属六盘水地区，1978年改为六盘水市领导至今。现辖13个区，两个镇，94个

人民公社，725个生产大队，5716个生产队，3615个自然村。．

盘县特区，自古为滇黔交通、军事要道。据史料记载，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时，由马

中率领的东路军及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派遣进攻云南的傅友德军等都曾取道盘县西入云

南。 ：

红军长征时，也曾两次经过盘县，特别是1936年3月，红军攻占盘县城后，二，六军

团总指挥部设在武营九天楼。军团首长曾在此开会，研究过新的行动计划，作出放弃在长

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继续北上抗日的决定。红军在盘县期间，扩充了七百多个战士，政治

影响极大。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盘县地区与周围组织了盘县游击队伍，队伍中的战士多来

自红军当年途经和活动过的地区。

滇黔公路通车后，盘县为贵州西部交通重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汽车运

输营曾驻扎于此。

1949年12月，盘县获得了解放。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游击队一起配合解放军一四

五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运动，巩固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1952年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后，开始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建有互助组6568个，1954年部

分互助组转为初级社，1956年初级社发展到6867个，到1957年全县建成高级农业社708个。

1958年建成13个人民公社，103个管理区，1961年部分管理区合并改为61个公社，1963年

调整为95个公社。到1935年煤炭工业开发以来，就由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县级建制变为以煤

炭工业为主，工农业并举的新兴煤炭工业基地。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特区人

民经过艰若努力，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都得到显著的发展。

农业方面：全特区有耕地624078亩，为总面积的lO．2％．其中水田127246亩，1981年粮

食总产量达三亿四千六百万斤，蔬莱三千万斤，粮食产量为1949年的2．4倍。主要农作物有

玉米、水稻、小麦，豆类、薯类等，经济作物有油菜、烟草、花生、生姜、茶叶、甘蔗等。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殳展，在科学种田，引种改制，提高复种指数，农田基本建

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历年农业总投资1361万元。兴建水库、电灌站、水轮泵等水

利工程200余处，蓄水总量达250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约20万亩(水田6万亩、旱地

14万亩)，兴建农村小型水电站“1个，装机容量5508跹。拥有各种农机具6419(台)辆。

畜牧业以牛、马、猪、羊为主，1958年就建有地方国营坡上牧场。1981年全区有大牲畜

136135头，生猪183263头，羊72564只，养鱼水面2100多亩，同时，我区木龙水库于一九

八一年十月第一次在贵州高原收产珍珠534克，平均每蚌收珠5．94克，质量良好，为我区

水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15个区(镇)，94个人民公社和部分生产大队都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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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共办养殖、种植、建筑、运输、修理、制陶、酿造、印刷、采煤、发

电、食品加工、饮食服务等企业400多个，从业职工一万余人，全年收入达2100万元，为

我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定资金。

林业方面：全区现有森林796，940亩，覆盖率12．7％，除老厂国营林场有森林三万多

亩外，大寨松柏、鲁楚、平关、联强、关平，普克等公社有小片森林，其余地区多为零

星树木或灌木林。森林以松、杉、揪、柏、桐为主，还有核桃、白果、板栗、茶、桃、梨、

柿子，苹果，杜仲、柑桔、棕树、生漆、竹子等经济林木果树。

土特产s特区境内，乐民和石桥等公社盛产白果，产量居全省第一。老厂竹林满山遍

野，素有“竹海”之称，历为造纸原料，毛边纸驰名中外，远销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

来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新西兰，越南、老挝等许多国家，竹林中产有竹荪，为

稀有珍贵食物。

工业生产日新月异，特别是1965年大规模开展三线建设以来，以煤炭为主的工业生产

发展很快。全特区煤炭保有储量为72．9亿吨，其中地质储量为34．96亿吨，子1966年兴建

盘江矿务局，下属四个矿(火铺、老屋基、山脚树、月亮田)，三个厂(六七一厂、水泥

厂、机电修配厂)，二个处(汽车运输管理处、建筑安装工程处)，累计投资65229万元，

形成固定资产51288万元，已建成矿井四处，设计能力315万吨／年，1981年工业总产值达

4631万元。另有土城等煤矿正在筹建中。地方工业发展也很快，现有小型企业62个，职工

一万八千人，工业净产值1207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4个，职工一万三千多人，净产值

为179万元。主要工业有化肥、制药、农机修造、电力、印刷，食品加工，酿酒、造纸、

纺织，缝纫、建材、建筑、轻手工业等。化肥厂和磷肥厂自1974年投产以来到1981年底

止，已为农业提供化肥六万八千多吨，其中氮肥三万一千多吨。

交通方面：境内有贵昆铁路2208支线由沾溢接轨，通达柏果(土城)。主要公路有滇

黔、盘水、盘兴、盘宣线等，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102公里增加到1046．6公里，其中干线

公路309公里，县、社公路58条737．6公里，15个区(镇)，94个人民公社和80％以上的

生产大队都通了公路。为促进我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除原

有盘县汽车站外，1974年又兴建了人民公共汽车站，共有客运汽车50余部。各区(镇)定

期通行班车。全特区现有各种机动车辆1425(台)辆，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人背马驮的落后

状况。

邮电通讯发展迅速，现有通讯线路1479公里，为1949年的10倍，电话用户由1949年的

19户发展到695户。

文化教育：1949年仅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250人，中师一所，在校学生350人，小学

85所，在校学生9600人，中小学教师383人，1981年初高中发展到23所，在校学生31690

人，中师一所，学生319人，技校二所，学生455人；小学1186所，在校学生117642人，中小

学教师6503人。

医药卫生s 1950年仅有医院一所，卫技人员4人。现医院发展到18所，防疫站、妇幼

保健站、公社卫生所等医疗机构123个，卫技人员1580人，其中中西医师251人，病床1053

张。

广播事业。15个区(镇)和大部分公社建有广播站，已建有线广播站7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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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古迹：盘县特区系古老山城，由于建城历史悠久，名胜古迹颇多，但因年久失修，

加之人为毁损，多处已残缺不全，所余部分有：北门古楼、书院、文庙、北门桥：碧云

洞(又名水洞)，武笔、革命遗址“九天楼黟，鹅毛寨“红军标语"、水塘“丹霞山”、

乐民温泉等二十余处，其中属于省市级保护的一处，特区级保护的三处。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盘县特区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全

区人民正同心同德，艰若创业，为建设“四化弦的新盘县特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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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县特区城关镇概况

特区党政机关驻地——城关镇，位于特区中心，距贵阳345公里，东与旧普公社接壤，

南以板桥公社为界，西接大庄公社，北抵大屯、刘官公社。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是全特

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有滇黔、盘兴(义)，盘水(城)、盘宣(威)公路

加上区、社公路勾通城乡，形成公路交通网。

全镇辖两个办事处、8条街、22条路、一个公社，居住汉、彝、回等民族7325户，30516

人，其中农业人口7儿9人，聚居在下营盘(现今人民东路)、管驿坡(现今人民北路)，

平街等地。

城关镇解放前为凤城、凤呜二镇，因城关有凤凰、凤鸣两山而得名，解放后，合并为

双凤镇，一九五五年改城关区(盘县一区)，为城关镇至今。

境内地形，四面环山，中间扁平似盘，前有东风笔架(即文、武笔山)，后有双凤朝

阳(即凤凰、风呜两山)，左有美女含羞(即美女山)，右有南台学府(即南台山)，加上

三一溪水(即西冲河、沙沟河、蚂蝗口，三流相汇合为一溪，注入水洞，古称三一溪)形

成“四山环抱、三溪水连，嘹望古城，扁平似盘"的天然美景。

城关镇地势除城关、大海两个地带似盆形外，其余大部份地区为荒山，坡地、梯田，

海拔在1474．6米至1880米之间。气候温和，最高气温34．3。C，最底气温一7．2。C，年平均

降雨量约1400毫米，年无霜期270天左右，除3—5月受西风环流影响较干燥外，因山形

与主导风向偶合，常年多西南风和东北风，气候温和。

街镇和社队企业，从无到有，解放前城里除了近千户织布为生的小手工业和几家汽车

修理店外，别无所有。解放后，轻手工业发展很快．特区政府驻此，相应建有粮食品加工、

饮食服务、机械修理、缝纫、印刷、酿造、运输等企业，有职工2500人，产值700余万元。

其中街镇、社队企业职工1200余人，产值160万元。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镇内有汽车

站2个，客运量每天达2000余人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文教卫生方面：有特区广播站、新华书店、文化馆，图书馆、电影管理站和两个电影

院；有中学四所，公、民办小学10所，师生8000余人；有特区人民医院，联合诊所、城关

医院，群众就医方便。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17军49师145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盘县和在剿匪、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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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光荣牺牲的韩光元、朱克温等224名烈士，在城东霸王山上，于一九五七年建“盘县革

命烈士纪念塔”一座。一九七四年，驻板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41部队，在此扩建烈士陵

园，一九七七年特区人民政府又拨款增建房屋、精修亭阁，命名为革命烈士纪念馆，先后

陈列展览对越自卫反击战壮烈牺牲的一等功臣王文厚、二等功臣蒋先昌等二十七名烈士的

遗像遗物和英雄事迹，每逢清明佳节，人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扫墓献花。

盘县特区城关，由于建城较早，文物古迹较多，城内有北门古楼，文庙、三楚宫、南极

观等古建筑物，目前复修的古刹水星寺，已塑佛像九尊，可供游人观赏，有一九三六年红

军长征路过时，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武营——“九天楼"革命旧址，有收藏明初的官防铜

印，及隆庆年问铸造的铜钟等诊贵文物，这些古迹和重要实物，是人民创造古盘州灿烂文

化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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