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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县地名录》是一本介绍仁怀县地名的资料书。本书有我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

称，以及县．区、社，镇、大队，街道，重要自然村、重要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工建筑，

主要企事业单位、主要文物古迹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基本情况，有县．社，镇地名图和

古县城图，红军长征经我县路线示意图；有能反映我县风光概貌、工农业生产新貌、土持产

和文物古迹的照片二十八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

<仁怀县地名录》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汇编的。我县地名普查从一九八一年

七月开始，至一九八三年三月底止，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全县广大地名普查人员，在县委和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178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421条地名

(含新增地名1185条)进行了逐条核调，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对原图?上错音、错字

586条，错位41条地名作了纠正，并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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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对重名和。十年浩劫’中搞。一片红。命名的九个

公社，一百三十七骨生产大队、一条街道作了更名或重新命名。基本上做到了含义健康，读

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

‘仁怀县地名录》的出版，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存在的混乱状况，标志着我县地名向标

准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查阅地名录，不仅可以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

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和经济状况，分析和探索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

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为了便于查阅和正确使用本书的资料，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1．本书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黔发(1980)192号文件及地名普查的有关规

定编辑出版的。凡收录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具有法定意义，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

要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变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2．本书共收录各类地名4161条(约40万字)，占全县地名总数的95．8％。其中区，社、

镇、大队，街道、自然村地名全部照录，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业单位、文物古迹

地名只辑录了主要的和较著名的。
。

3．本书地名编排，以公社为单位，按县的贯用排列顺序排列，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自然

村名称，按隶属关系排列，其它地名，按同类集中编排。为区分大队和自然村，采用了不同

字体排印。

4．书中使用的各类数字，是一九八O年末的统计数(个别注明年限者除外)。总面积指

实管面积，距离一般为直线距离，高程是采用一九五六年黄海高程系。

5．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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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八三年三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中枢镇从中枢区划出建为区级镇，并将中枢公社
青桐园、狮子山大队划属中枢镇的部份生产队分别增建为陵园、北门两个大队。为与地普成

果一致，本书对此未作更动。

仁怀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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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县概况

仁怀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赤水河畔，东经105059 7—106 0357，北纬27033，一28 0107。四周

与金沙、遵义、桐梓、习水和四川古蔺县接壤。东西宽约30公里，南北长约lOO公里，总面积

1785平方公里，人口441．673人(一九八二年末数)，居住着汉、苗、布依、仡佬，水西，

南京，彝，壮，倮九个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3．1％。少数民族中苗族占68％，仡佬

族占25．3％，布依族占』4．4％，南京族占l％，其他占1．3％。县人民政府驻地中枢镇。

仁怀县具有悠久的历史。《贵州史专题考》和《贵州古代史》记s唐贞观十七年，置乐

源县，属珍州。元和二年，珍州废，属溱州。宋大观二年，于乐源县西边置仁怀县(在今县西

南)，。属滋州。宣和三年，降县为堡，属泸州泸川郡。南渡后，乐源县属播州，播州亦称乐

源郡。元置仁怀长官司，古磁长官司，均属播州安抚司。明为仁怀县(今赤水)辖地，属遵

义府。‘仁怀草志》记：清雍正五年(1727年)随府改属贵州布政司。雍正八年，移县治于

生界亭子坝(即今县治)，十一年知县杜诠领帑项一万五千零八十两建城，至十三年新城成。

周四百六十三丈，高一丈，厚五尺，枪眼九百零，将台一，设四门：东日朝阳，西日丰乐，

南日文明，北日永安，各建楼于上。城墙于解放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拆毁。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农历十月初七)解放军经我县进军川南时，建仁怀县临

时人民办事处，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独立大队到县，二十一日建仁怀县人民办事处，仁怀获得

解放。一九五O年元月二十日成立仁怀县人民政府，下设8个区，16个乡，2个镇。同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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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公里，八个区五十三个社(镇)中，除六个公社外，均有公路相通，通车大队达百分之

七十以上，公路通车总里程512公里。茅台河道常有木船行驶，县内航程达90公里以上。茅

台至合马50马力的机动客货轮，除枯流季节外，每日均按时通航。

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全县只有中学3所，联师l所，小学135所，在校中小

学生4360人。现在完中4所，中师1所，初中1所，公、民办小学401所(其中：附设初中班

完小49所)，在校高中生752人，中专生147人，初中生8550人，小学生62683人，比一九四

九年增长16．5倍j全县有县级医院1所，防疫站1所，妇幼保健站1所，床位120张，医务人员

399人，大队赤脚医生314人，县城内有电影院、广播站、文化馆、书店、电视差转台。农村

有文化站8个，电影放映队(院)18个，广播站37个。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进入我县长干(岗)山后，为了牵制，阻击国民党匪军追击，保证

红军主力部队于茅台三渡赤水河，一军团由长干山经云安到摩天岭，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周浑

元部相遇，战斗激烈，经两天一夜浴血苦战之后，主动撤出战斗，全军于三月十五日汇集茅

台镇，十六，十七日胜利渡过赤水河，进军川南。红军长征经过县内长岗、鲁班，中枢，三

合，大坝五个区，曾驻营长岗，鲁班、茅台等地，开仓济贫，镇压恶霸地主，宣传党的政策，

使当地群众受到革命教育，至今在人民群众中还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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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发施不断增加。解放三十多年来，全区人民在人民政府的支

持帮助下，修建了大小水库11座，总蓄水量1089万立方米，有效蓄水量835．3万立方米，可灌

面积17920亩，修筑干渠二十余条，提灌站四处，机灌设备各社均有，全区水稻旱涝保收面

积，一般年景可达两万亩以上。

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全区仅有小学15所，在校生1842人，现有中

学3所，小学80所，在校中学生3160人，小学生14儿1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卫生事

业；解放前缺医少药，现有区医院一间，公社(镇)卫生所11间，大队均建有医疗站，计有

医务人员146人。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现有农机站六个，煤厂二间，水泥厂一间，氟矿厂一

问，茶场一个，林场三个，水电站四座，计有职工一百八十余人，年产值十五万元。

．交通运输，解放前无公路，现除中华，渡口两公社外，其余九个社(镇)和占全区一半

以上的大队已有公路相通，一九五四年通车的遵(义)茅(台)公路，茅台设有客车站，每

天均有数次班车到达，赤水航运分局在茅台设有航管站，茅台河道常有木船来往，上可通鲁

班，茅坝，下达赤水，合江。茅台至合马的机动客货轮，除枯流季节外，每日均按时通航。

水陆运输方便。

中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清雍正十年仁怀县城迁区内中枢镇，一九五

三年迁茅台镇，一九六七年迁回中枢镇，迄今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自

遵义会议后，于茅台渡口。三渡赤水。，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外驰名的茅台酒，厂址坐落于

茅台镇，厂房新颖，规模宏伟。

、区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处，一是茅台镇彼岸的。茅台渡口”纪念碑，于一九八。

年为纪念工农红军。三渡赤水。所建，二是中枢城南郊的鹿喧塔，建于清光绪五年，历史悠

久，渊源深阔，有载于《增修仁怀厅志》。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处，即圣旨敕修的茅台贞洁

坊，建于清宣统元年，现整体完好，是一座透浮雕刻相结合的石建筑。中枢镇城郊建有烈士

陵园，安葬着为解放仁怀县而牺牲的数十名革命烈士，园内有纪念堂，塔、碑，坊等建筑。

茅台河贯通全境，流经区内五个社(镇)，十八个生产大队，长三十三公里，境内有人

渡十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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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镇概况

中枢镇为仁怀县县城．位于东经106。237—257，北纬27。487—497，四周均以中枢公社

为界，城廓面积南北长二公里，东西宽约一公里，平均海拔900公尺左右，气候温和，严寒

期短，年积温摄氏6474．6。，年均温15．7。，最低月温2．70，最高月温30．8。，年降雨量1038．9

毫米。镇人民政府和派出所驻人民街中部右侧，县人民政府驻和平街。

中枢镇属丘陵地区，地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云帱山(海拔1468．6米)，矗立于东

面约四公里，隔东门河河谷遥遥相望，俯瞰全城’珍珠山、钟山，鼓山(海拔均在1000公

尺左右)，紧靠城西北角约500公尺，居全镇制高点，为县城天然屏障。城内有葡萄井(位于

古县城墙南门口，故又名南门水井)一口，属天然地下泉水，流量o．01秒立方，供全镇机

关单位和居民饮用。《续编遵义府志》记述：鹿鸣塔，葡萄井，陪风阁、云帱山，钟山、鼓

山，珍珠山，玉屏寺为县城八大名景。除陪风阁毁于民国末年外，余均存。该镇为仁怀县交

通枢纽，与贵阳、遵义，习水、赤水等地和县内各区之间都有班车行驶，交通堪称方便。

中枢，历史悠久，从清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三年)以来，均为仁怀县县城(解放后一九

五三年迁茅台镇，一九六七年迁回中枢镇)，迄今已250余年。《仁怀草志》记：雍正十年

移县治于生介亭子坝(即今县治)，十一年，知县杜诠领帑项一万五千零八十两建城，至十

三年新城成。周四百六十三丈，高一丈，厚五尺，枪眼九百零，将台一，设四门：东日朝

阳、西日丰乐，南日文明，北日永安，各建楼于上。《贵州史专题考》记：咸丰五年，知县

江炳琳增高，六年，李里八甲庠生郭正联捐修东北(南)隅炮台二。同治元年，知县沈浚筑

月城，六年知县刘应陛缮葺。光绪五年，知县吴光麟(銮)毁月城J九年，知县许国荣捐改

建(城墙建筑毁于建国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建县城后，相继修建了文庙，

武庙，禹王宫、城隍庙，观音庙，玉屏寺，川会馆、马公祠、陪风阁等，建筑规模庞大，

宏伟壮观。现除城隍庙、禹王宫，观音庙，玉屏寺，川会馆、马公祠的部份建筑物或遗址尚

存外，余已拆毁。据可考史料，中枢在清雍正十年以前名亭子坝，建县城后，因地处全县中

心，为南北交通枢纽，故更名中枢，相沿至今。

中枢镇，解放前无街道名称，由二十多个小地名组成。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名解放村，

一九五三年成立镇人民政府，划设和平、民主，自由、建设四条街道。一九五八年与前进，

和平乡合并为上游人民公社，继名中枢国营农场。一九六五年恢复镇人民政府，建立派出

所，更动了部份街道名称和区划。即，和平更名反修，民主更名人民，自由更名东风，从建

设街分出增设胜利街。一九八一年，反修街复名和平街，建设街再次分建增设新街。现为六

条街道，分设六个居委会，十八个居民小组，1455户，5952人，居住汉、苗、仡佬，布依，

壮，彝，水西等族(其中。苗族35人，仡佬族11人，布依族14人，壮族2人，彝族3人，水西

族1人)。

全镇分新、老城两大片区。老城有东风、人民，和平、胜利街，街房矮小，多系木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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