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舄晴 面

·。。：《思南县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文件和中国

地名委员会的指示精神以及贵州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编纂的。．它是

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也是思南县第一部地名资料汇编。

地名，是人们为识别周围地理环境中不同位置的场地而共同约定

的语言代号或指称，是人类发展到二定阶段的产物，并随历史，社会

的发展变化而变更。地名的来历和演交涉及到历史、地理，民族等方

面的原因。地名的处理是否恰当，’称说是否准确，书写是否统一，与

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族团结及人

民日常生活和交往、四化建设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名的处理工

作，。历为各朝，各国所重视，r。成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不可缺少的日常

工作之一。

根据中央指示和贵州省《地名普查实施细则》规定，以1：，5万航

测地形图为基础，于一九八一年在我县全面的开展了地名普查。通过

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方法，基本查清了全县地名的历史沿革和现

状。，我县近二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

“破四旧”、 “大搞一片红”的情况下，将原来群众喜爱而且习惯了

的许多地名胡乱更改成所谓具有“政治意义”的新名称。因此造成金县

重名的大队占百分之三十七，与全地区重名的区社占百分之八点八；

因传讹变音，用字不妥、。书写错误所造成的音译不准、含义不清的占



地名总数百分之三十；一地多名造成称说不一、名实不符的占地名总

数百分之二十八。由此表明，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极为严重。地名普

查工作中，各级普查干部亲临现场，广泛收集了文字记载和散失在群

众中的史料。通过调查研究，与群众协商，尤其在内业资料整理中经

过三次大的反复考证、核实，分别情况进行了命名，更名。做到了在

全地区内无重名区社，县内无重名大队。按《细则》规定，以《新华

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为标准，’对全县5442条各类地名进行了逐

条核对。对已查清了名称来历及含义的地名，均作了用字标准化、书

写规范化的处理。”基本做到名称来历，含义与用字相吻合，并标注了

汉语拼音。最后，经思南县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核定了标

准名称，妥善地改正了过去的混乱现象。 ．：

。5- 《思南县地名录》收录了：‘农村大队、城镇街道以上的政区和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和地片、’具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主要工程建

筑、名胜古迹和纪念地等五大类地名；公社以上行政区域地名图；公

社以上行政区域和主要工程建筑、名胜古迹、历史名人的文字概况及

部份图片。 ，

．《思南县地名录》收录的资料及数字，凡未注明年份的，均为一

九八一年现状和年报数；文字概况中的距离，均为直线公里；方位

(东，南，西、北)以l：5万航测地形图为准；．地名名称来历及含

义、建制沿革，来源于《思南府志》、《思南府续志》， 《思南县

志》、省县其它有关资料，以及各区、社，镇送来的资料、部份知情

老人提供的情况。名胜古迹和纪念地，仅收录了一九八一年底止尚存

的遗迹部分。地名图( )内的地名是政区驻地名称，政区驻地名称与

政区名称相同者只标注政区名称；对未查清来历的名称，仍保留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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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称。

，《思南县地名录》所收录的地名名称，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都是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性质。一九八四年，虽然政区已经

改革(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有的区辖地域也有调整，部份较大

l 的公社分成了几个小乡)，但是作为地名，仍然以本录为准。今后，

} 各行各业各部门必须加强标准地名的法律观念。所使用的地名称说和

书写，一律以《思南县地名录》为准。凡需重新命名、更名的地名，

必须遵照国务院国发(1 979)3 0 5号及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发(1980)

’192号文件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报经上级批准方能生效。。

《思南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工作向标准化、规范

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为我县各行各业各部门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

，t料，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的。对于将来查证思南解

放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变革等方面的情况，将提供有力的历史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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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县城鸟瞰(彩色照片)

思南县地名图。

思南府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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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县概况

思南县 位于黔东北，距省城贵阳市21 5公里的乌江两岸。东接

印江，南邻石阡，西界凤冈，北连德江。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 j，

据《思南府志》记载：思南，古代贬称蛮夷之地，秦汉至宋均未

设治。今日思南，汉属武陵郡之涪陵县，汉末属永宁县，后改属万宁

县。南北朝时属费州。隋属涪川县，唐复属费州，后改属涪川郡。南

宋至元代属思州。思州宣抚司治设务川，后迁坪清江城(今岑巩)，

领一县二十二长官司，其中水特姜长官司即今思南。明初将思州之南

部地区划出置思南宣慰司，治所设龙泉坪(今凤冈)。明洪武二十一

年(1 388)，治所迁镇远。洪武二十三年(1 390)，思南宣慰司治所

迁水特姜，至今已五百九十多年(洪武二十八年改水特姜为水德江)

明永乐十一年(1 413)设思南府。辖务川县、水德江长官司，思邛江

(今印江)长官司，沿河估溪长官司，蛮夷长官司。清光绪八年(1 8

82年)，府领三县，即务川、印江、安化(原水德江迁至大堡～今德

江县城)。民国三年(1 9 1 4)撤府，改安化县为思南县。德江、务

川、印江随之脱离府治。民国二十四年(193s)贵州省第六行政区督

察专员公署驻思南，辖思南、石阡、印江、德江、沿河、 后坪、，务

川、凤冈、湄潭、余庆十县，民国二十五年迁驻铜仁，思南属之。 、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思南县解放。一九五。年二月成立县

人民政府。将旧政权的二镇十七乡划为十个区：一区辖思唐镇，河清

碍，：：{}，，．。麓一1ll霎．【矿I，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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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二区辖震武乡、和睦乡；三区辖龙泉乡、天山乡；四区辖禧惠

乡、思穆乡；五区辖庆德乡、鹤龄乡；六区辖唐乔镇、沿尧乡；七区

辖四维乡、六合乡：八区辖崇圣乡、隆宾乡；九区辖允文乡、永安

乡；十区辖济同乡。一九五三年建政时撤大乡建小乡，将思唐镇划归

河清乡，和睦乡划出一部设城关区，思唐镇改为城关镇，保留唐乔

镇。金县共1 1个区，1 40个乡(镇)，一九五八年以乡建公社，不久

又合并，即以区为大公社，乡为管理区。一九六一年恢复区，管理区

为人民公社。为便于管理合并了部分小公社。一九七九年底为11个

区，1个社级镇，78个人民公社，556个大队，3769个生产队，1980年

底人口总计1067 1 22，47 i 1 1 7k。．．“ ，．

思南县地处梵净山西部乌江中游，六条间断弧形山脉自东南西向

北延伸。乌江由西南向东北经江口转北，将县境切割成两大片。东岸

4个区39个公社，西岸7个区39个公社和1个镇。多数地区的海拔高在

550至850之间。千米以上山峰39座，最高点在县城东南30公里的青橱

园公社境内，高码头的主峰海拔1428米，獐子岩的主峰海拔1363米。

最低点在仙坝公社的乌江岸边，海拔354米。全境山区约占80％，丘

陵约占1 5％，平坝极少，仅塘头区的塘头、尧民、芭蕉和许家坝区的

三溪、枫坝、双坝6个公社的一部分，总共不过40平方公里。

．主要河流有乌江，发源于我省西部乌蒙山东麓的威宁草海，由我

县西南六井公社的沙堵入境，至鹦鹉公社的埋鞋溪入德江。流经境内

76公里。最大流量是一九五四年的15600m 3／秒，最枯流量是一九六三

年的1 26m 3／秒。有九个区的25个公社分布在乌江沿岸。龙底江(又名

塘头河，石阡河)，源发石阡包溪。由兴隆场公社的赵家河入境，流

经大坝场、塘头区的八个公社，长约37公里，于尧民公社的两江口入

_≠√轧ll最I●，，．．．-1



乌江。岩头河(侯家坡公社下寨为界，上游名“六池河圩)。源于凤

岗，于杨家坳西北边缘和亭子坝公社的姚桃坪之间入境，流经县境4l

公里，于瓦窑公社的桶口汇入乌江。在岩头河上的河坡建有我县最大

的东方红水电站。天侨河，于印江县的缠溪入境，流经我县的天桥、

孙家坝、赵家坝公社，长约139里，于小河口入乌江，在天桥河冉司

塘处建有天桥水电站。

全县森林面积389700亩，覆盖率11．67％。近40种林木中， 以松

柏杉为主的用材林约30万亩，经济林约5万亩，，竹林1万余亩，经济林

有油桐、乌桕，棕片，其中油桐、乌桕是我省主要产区之一。宜林荒

山荒地约50万亩。解放后至一九八O年，金县造林累计面积78万亩，

其中飞播32万亩。今保存造林面积24．6万亩。

矿产，有煤、硫铁、石英、铜、重晶石、雄磺等。其中煤矿分布

较广，主要分布在枫园、双坝、大岩、香坝、三星、六井等公社。

思南属亚热带温润气候区，雨量较充沛。温度，年平均l 7．2。C。

最低的一月5．9。C，最高的七月27．9。C，极端高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二

十七日的40．7。C。雨量，年平均1 I 64'：3毫米，最多是一九五四年的

1765．5毫米，最少是一九六六年的720．8毫米。日照，年平均12 62小

时。无霜期295天。这是我县农林牧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是每年十

-4至次年二月的冬凝，二至三月的倒春寒，五至六月的暴雨，七月

的夏旱，部分区社的冰雹、大风，是危害农业生产的灾害性气候。

经济以农业为主，总耕地499395亩，约占总面积的i 3％，其中田

271495亩、土167900亩。主产水稻、．玉米、红薯、小麦、油莱等。解

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改革耕作制度，实行精耕细

作，大力推广良种，使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初步得到改



善。一九八O年粮食产量达到287．3万担，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点二

倍。农业总产值8175万元。 ：

．三十余年来，共兴建小一型，小二型水库67座，蓄水54820万立

方米；+引水工程1 21处；电力提灌站7 l座；农机81台，容量28 19．5聪；

机灌j 5个站，动力3 28匹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89 61 5亩。’共建大小水

电站51座，装机600珏，年发电954万度。其中县属东方红和天桥电站

共装机5台，年发电651万度。农村机械动力达2．4万匹马力。‘打米、

磨面等农副产品加工实现了机械化。

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八O年存栏生猪25．677头，比一九五

。年的5．4万头增长近4倍。从五十年代起陆续从外地引进了苏白、长

白，内江、约克等良种，杂交猪约占70％而大大提高了出肉率。+耕牛

69919头，比一九五O年的43821头增长39％。

解放后，1工业发展较快。1980年总产值1406万元。全民所有制的

有省船舶修造厂和县属电厂，煤厂，水泥厂、农机厂、制药厂、化工

厂、、印刷厂、酒厂、酱菜厂，粮食加工厂等20个工企业，年产值935

万元。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轮胎皮革翻制，陶瓷．被服，文具、砖瓦等

50个厂、社，年产值47 1万元。县酒厂生产的“乌江酒”被评为全省

的中级名酒，年产48吨。 ，
．，

水陆交通较方便。解放后，乌江经过整治，上至余庆的回龙场，

下至四川涪陵，木船和机动船均可通航。』解放前只有通往遵义的一条

公路，解放后到一九八O年底止，县内公路发展到445．54里(其中

干线60公里)。已通车50个公社，县内有汽车1 30辆。全县十一个区

通客车。促进了城乡物资、文化交流，减轻了广大农民祖辈肩挑背驮

的痛苦。



教育事业：解放初，金县只有中学2所，学生1 50人； 小学21所

(其中民办lo所)，学生2050人；教职工121人。现有：师范1所，学

生400人(一九六四年建校至一九八O年，平均每年约有1305学生

毕业任教)；完中5所(其中包括省重点中学1所)，初级中学50所，

有学生16482人；完zI、258所，办学点219个，有学生70786人，入学率

达83．9％。全县共有教职_T-4203人。由于教育质量逐年提高，升学率

．大幅度上升。最近五年来平均每年向省内外大专院校输送420名学生。

另有幼儿园1 2个班，入园幼)L4395。

文化事业：县文化馆每年组织2至3次较大型的文艺活动和街头美

展；县图书馆每日都开放；县城和唐乔镇电影院每日放映2至3场；区

有10个放映队，18个公社配有小型放映机，常年深入社队巡回放映；

县广播站长期坚持了每日早、中，晚三次播音；县电视转播台于一九

八O年建成后，城乡均能收看各种电视节目。从而丰富了人民的文化

生活。
、

。

思南人民历来喜爱自己的花灯歌舞、这是思南的特色之一。每逢

新春佳节，城乡人民都自发地组织起上百个小型花灯队伍，走乡串

寨，甚至到一家一户去表演，预祝人们在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入畜

兴旺。解放后，更是推陈出新，百花齐放。一九五八年，许家坝的花

灯歌舞“大红灯笼”曾出席了全省调演大会。此后，便有了“花灯之

乡一的誉称。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一所县医院，医务人员3人。现在，县医

院有门诊部和住院部，有防疫站、妇保站，各区有卫生院，公社有卫

生所。共有医护人员798人，病床623张。县还有制药厂、药品检验所

和5家中西药公司及药店。由于国家、地方逐年培训了大批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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