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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六盘水市地名录》下册为水城特区部分，是在地名普查基础上整理编辑的。水城特

区地名普查工作予1981年7月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市、特党委，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正式

开展，1982年2月完成普查任务。 ．

《六盘水市地名录》水城特区部分，包括地名图，概况、地名表、照片四大部分。共

收集大队以上行政机构地名778条，自然村寨地名3863条，中央、省属在市企事业单位名称

122条，纪念地，名胜古迹11条，山峰、洞穴，山隘，地片名称1127条，水库，沟渠、井，

桥、渡口、瀑布28条，更名，新命地名1302条，地图111幅，照片16张，废村名107条。

参加编辑的主要人员有：史贵良，陈甫平，周寿南，谭文熙，曲贵州，刘洪远，张国

宝等，⋯⋯由于经验和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水城特区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政区、地名变更情况的说明

《六盘水市地名录》下册和982年底编纂的。根据中央和省、市的安排，1984年进行
乡，社分设和小城镇的建设工作，水城特区区、社管理体制有所变动。现将变动后的情况

补充说明如下：

水城特区现辖5个镇(系区级镇)、8个区、88个乡和24个管理区。

原城关镇改建为水城镇，辖城关、麒麟、凤凰，德坞四个管理区。

新建杨柳镇、辖场坝(原城关公社的官厅、钟山、新生、菜园等四个大队和麒麟公社

的双坝，三块田，杨柳三个大队)。教场(原城关镇教场公社和原滥坝区双水公社双水大

队)、月照(原滥坝区的月照公社)三个管理区。

在原滥坝区的基础上改建为滥坝镇，辖双水、以朵、白腻、尖山、万全、中坝，冷

坝、阿佐八个管理区和茨冲、董地、陡箐三个民族乡。

比德区辖立火、比德、牛场、猫场，化乐、吹聋六个乡。

南开区辖保华、南开、坞铅、田坝，金盆、连山乡和土角、干河、义忠、蒿枝、青

林、双营民族乡。

在原大河区的基础上改建为大河镇，辖以德，煤厂、艺奇，纳福、木果、平坝六个管

理区和发箐、盘雄、双戛三个民族乡。

玉舍区辖玉舍，笔架、俄脚、箐马，勺米、鱼塘、坪寨，木科乡和夹沟、舍戛、纸

厂，甘塘、海坪民族乡。

发耳区辖发耳、梓椅、马龙，龙井、安居乡和鸡场，妥倮、湾子、营街、垭口、都格

民族乡。

龙场区辖哈青，发堤，麻窝、兰花乡和者卡、营盘(因重名拟改为营盘山)、龙场

(因重名拟改为龙场坝)、九归、磋播、顺场、法德，花戛民族乡。

杨梅区辖杨梅，炭山、野钟乡和台沙、白牛，新街、常明，永姑、高石，发射、罗盘

民族乡。

米箩区辖阿戛、仲河、马场、盐井、箐口(因重名拟改为箐上)和倮摩、俄戛、米

箩、铜厂民族乡。

蟠龙区辖蟠龙、木城、法那、塘上，布寨乡和落邦、肖坪，猴场、红岩民族乡。

在原大湾区的基础上改建为大湾镇，辖三合、二塘两个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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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特区概况

水城特区位于贵州省西部，北接赫章，南靠盘县、睛隆和普安，东与纳雍、六枝毗

邻，西与威宁，宣威相连。地处北纬26。33，至55，，东经104。34'至105。15'之问。总面积

约4071平方公里，南北最长125公里，东西最宽75公里。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群山连绵，高耸入云。全区海拔2000米

以上的山峰1500余崖。平均海拔最高的台沙公社，在87．8平方公里的面积上，2100米以上

的山峰就有60余座，可谓“群山之乡"。全区著名的山峰有180余座，其中海拔在2500米

以上的山峰有1l座，如韭菜坪、公鸡山、纸厂梁子、牛棚主峰、甘屋基大I山、关关大山

等。其中韭菜坪海拔2900．3米，是贵州省境内的最高峰。

境内江河沟渠纵横交错，位于北部的大河，在双戛公社入境，经艺奇、保华，立火等

十三个公社，流长约74公里，主要支流有连山河、阿勒河和水城河。位于西南部的北盘

江，在坪寨公社入境，经箐马、湾子，肖坪等二十四／卜公社，流艮约95公里，主要支流有

巴朗河、通仲河，在东南部边缘地区7L入北盘江。

水城特区地肜十分复杂，高差悬殊，最高海拔2900．3米，皱低海拔仪为630米(北盘江在

肖坪公社的出口处)。境内江河两岸多为悬崖徒坡，其相对高差有的达1300米，这在贵州及全

国也是罕见的。出于地褒广布着深厚的石次岩，经过亿万年的地壳变迁，流水溶蚀，在群山之

． 问形成许多大小彳：同的山问盆地，俗称“坝子"。如城关坝子，发耳盆地、倮摩坝子，法泥坝

子、法那坝子等。陷穴、石林、溶洞、落水洞、地下河、天生桥等典型的岩溶地貌极为发育，

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规，许多名胜古迹因此而得。如双戛公社的天生湖、麒麟公社的

剑齿象洞，艺奇公社的硝灰洞，水城钢铁厂的1号、2号洞、凤凰公社的清华洞等。硝犯

洞曾于1967年挖掘出古人类牙齿化石、石器等，经考证，为“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剑齿

象洞是1975年从洞中掘出完整的剑齿象化石而得名，鉴定为“新生代第四纪之剑齿象，，。

这些发现，对研究水城地区地质构造，地壳变迁和占人类活动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水城特区属于高寒山区，气温低，阴雨多，全年阴天日数183天，其中阴雨日数148．

天，全年雾日33犬。随着地势高度的变化，全区气候可分成温热，温和与高寒三种类型。

温热(又称亚热)地区：海拔在1500米以下，主要分布在南部和东南部。代表性公社有都

格、保摩、红岩等，约占全区面积的19％。年平均气温17"-'-'19 oC，年极端最高气温41。C，

· 1 ·



年极端最低气温一5。C，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干旱较为严重，无霜期约305天。温

和(又称一般)地区：海拔在1509A一1990米之间，约占全区面积的60％，年平均气温12～

14。C，年极端最高气温32。C，年极端最低气温一12。C，年降雨量1200毫米，无霜期235天。

高寒地区；海拔在1900米以上，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中部，约占全区面积的2l％。代表性公社

有台沙，干河等。年平均温度lo。C左右，年极端最高气温30。C，年极端最低气温一15。C，

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多雾，无霜期约195天。

概括水城的地形、地势和气候，可渭“乌蒙苗岭亘其中，高寒多雨雾艨朦，江流沟壑

纵横错，洞异山奇云绕峰’’。

水城是贵州古城之一。秦朝为夜郎国所辖，西汉为犍为郡所辖，东汉为犍为属国所辖，

三国和西晋时为朱提部所辖，隋朝为昆明府所辖，唐朝为戏州所辖，北宋和南宋时为罗氏

所辖，元朝为八番顺元宣慰司所辖，明朝为贵州宣慰司(水西)所辖，清朝为大定府所辖，

并于雍正年间建为“大定腑分驻水城理苗府"，辛亥革命后改为水城县。(注1)

水城县城(现称老城)，始建雍正年问。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改建石城。乾隆

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完工。县城四面群山环抱，每遇夏季，河水横溢，盆地积水，如

同沧海，城池飘立水中，犹如荷叶在池，故亦名荷城，城内又有七座小山，似北斗七屋，

衬荷叶映美景，如荷盘戏珠。(注2)。

解放后，这里一直是水城县政府驻地，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1971年经中央批准，

将水城县与水城特区(原矿区)合并建为县级特区，驻地迁至城西约五公里处的黄土坡。

昔日的黄土坡荆棘丛生，而今已兴建为六盘水市中心区，市政府亦设于此地，是市，特两

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解放前，这里民不聊生，各族人民为反对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而多次举行起义。

在“大定府分驻水城理苗府”统治的二百年间，农民起义数次。咸丰十一年(1861年)，

农民黄金印率领起义军响应贵阳起义领袖岩大伍的反清运动，屡次攻城与清兵作战，这次起

义运动，延续至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前后达14年之久。1920年，杨义清兄妹以花灯教

为旗号，在娘娘山一带(杨梅、发耳、龙场)率领万余人发动起义，号召“打倒贪官，统一天

下!"，这个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波及到普安、郎岱、盘县、晴隆，起义队伍发展到二十余万人，

并曾占领了几个县城，使安顺、贵阳等地的反动统治者惊恐万状，纠合军阀力量，重兵镇压。

1930年，南开青林j宙族农民杨正安、杨炳安等人组织暴动，杀死了杨焕南等八名恶霸地主。

水城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水城，红军第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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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军部分队伍于四月十--FI至十四日从立火入境，经茨冲、阿佐、法那，阿戛、米箩，常

明(法泥)、野钟，顺场、麻窝进入盘县。茨冲至今留有“一等之人欠我钱，二等之人别

管闲，三等之人是兄弟，丢下庄稼干几年”的歌谣。米箩亦有。t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

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的歌谣。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

人翻身和北上抗日的意义，在群众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红军走后，农民起义更为频

繁。1938年，龙场区的农民起义延续了三，四年之久。米箩区巴朗河流域的农民也于1940

年发动起义。1947年，杨梅、发耳，龙场普遍燃起了反统治、反剥削的烈火，直到解放为

止。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解放了水城，建立了人民的政权，

揭开了幸福生活的新篇章。(注3)

1952年，水城县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并开始走上互助合作化道路，这一年建有互助组

2056个，1954年已发展到6198个，并成立初级社60个，1957年全县建成高级社471个，参加

农户占总农户的99．4％。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126个人民公社，辖422个大队，1902个

生产队，入社农户73297户，336400人。1961年改建为65个大公社(下秸管理区)，1963年分

社将管理区恢复为公社，定为119个。从1964年至今，公社的行政区划和数字变化不大，

到1979年，为12个区(镇)，111个公社，571个大队，3118个生产队(注4)。1980年贯

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调整了部分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据这次地名普查统

计，实有12个区(镇)，6个筹备镇，111个公社，653个大队，5576个生产队，3870个自然

村。此外，城区有十条主要的街道。按照地名普查的规定，这次将与外县重名的箐口、龙

场、营盘三社分别改名为箐上、龙场坝、营盘山公社，将特区内重名的250个大队进行了

更名；在1：50000地图上，核调了自然村3980个，其中新增了581个，改正了609个，因人

户搬迁诸原因而注消了107个。核调了自然地理实体827处，其中山峰396座，增或重新命

名的山峰有191座，改正了55座。重要的名胜古迹也核调了25个。从而，为掌握全区的地

名情况提供了依据。

水域特区198；)年共有14 3 919户，735933人，其中非农业22125户，137933人。有汉、

彝、苗、布依、回、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4％。

水城特区193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8∞多万元，比1049年增长37倍，其中工业总产值

1754万元，增长13倍j农业总产值5124万元，增长近3倍。解放初，水城县的工业寥寥无

几，现在建起了煤炭、冶金、电力、建材、化工、机械、食品、缝纫、造纸，文教用品等

各种工业企业187个。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1446．5万元。32年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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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建设投资约3500万元。全区荒山多，土地少，现有耕地60多万亩，占总面积的9．74％

<注5)，其中田约9．9万亩。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洋芋、养子、豆类等。

1￡49年粮食总产量为9863万斤，1980年粮食总产量为26182万斤，比1949年增长1．65倍。

夏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9％。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核桃、茶叶、漆树等。温热

地区产黄果、甘庶、花生、油桐。

水城特区宜林宜牧，全区宜林荒山130万亩，现有森林面积71．1万亩，森林覆盖面积

占3．4％。除全民植树造林外，全区现有国营林场两个，采育队一个，社队办林场56个

(1981年落实为32个)。十年动乱期间，毁林开荒严重，大片原始森林基本砍光，破坏了自

然生态平衡。据草原普查统计，宜牧面积约100万亩，利于发展牛、马、猪、羊。1980年

底，大牲畜的存栏数为35．8万头。

解放初，这里基本上是刀耕火种，人背马驮，十分落后。现在全区拥有农用加工、运

输、耕作、排灌、收获机械2．4万余台。社队企、_1k1980年总产值为1083．4万元，仅小煤窑就

有31个，年产原煤14万吨，焦炭6万吨，总产值392万元。此外，养殖业的发展，重晶石

的开采等，都使农民增加了收入。

特区境内有较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1980年农用电为283．5万度。社队办有水电站60个，

发电能力为2023碰。现有lO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儿个，加强了抗旱排涝能力，使旱涝保收

的农田增加到13．5万卣。

解放前，这里的文教、卫生事业很不发达。群众住茅房，盖秧被。天花、痢疾、回归

热、百目咳、麻疹，伤寒、疟疾流行。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改善了医疗卫生条

件，上述流行病已基本根除。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工矿企业的增加，在全区境内形

成了一个较大的医疗网。主要的医院有六盘水市医院，水城矿务局所属的汪家寨巾：心医

院，老鹰山医浣，二塘医院，水城铁路医院，水钢医院，水城特区医院。全特区十二个区

镇都有自己的医院，各公社都办起了卫生院(所)，不少大队有卫生员，极大地提高了人民

的健康水平。1950年水城县仅有小学4所，在校生812人，初中1所，在校生94人，中小学

教职3238人。1980年，全区有公办小学275所，在校生近5万人J中学8所，在校生1．3万

人；中小学教职12160人。解放以来小学增加70倍，学生增加60倍，中学增加8倍，学生

增加134倍；教职工增加23倍。

特区境f勺地下资源}：富，尤以煤炭藏量大、质量好。从1964年丌始至今，国家先后在

此建成投产的大型煤矿有汪家寨、老鹰山、大河、木冲沟、红旗、顶拉、小河等七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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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钢铁厂，水城水泥厂、水城发电厂等也相继建成投产。

现在，特区境内交通方便。贵昆铁路横贯全区，并有公路与邻近县、市相通，86％的

公社已通汽车。

附注l

注1：《贵州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贵州省气象局资料室编．

注2：崔水城县志》《铁水钢花映水城》中共水喊县委编写；

注3：《铁水钢花映水城》．

注4：《农业历史资料》1949一1979年。1980年。水城特区计委编．

注5：现有耕地面积是习惯亩．经±壤普查．耕地面积已超过6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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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特区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水城老城)位于东经104。527，北纬26 0347。地处水城盆地(坝子)中部，

海拔1785米。城池始建于清雍正年问，乾隆二十八年改建石城，乾隆四十二年建成完工，

距今已有二百年之久。从清朝到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历届县级政府及其机关均设置于

此，是原水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70年水城特区建立后，政府机关迁至黄土坡，

故将此地称为老城。

老城四周群山环抱，山形多姿，有的象麒麟、有的似凤凰，有的如同马鞍，由此而得

其山名。老城与场坝之间的下钟山，平地拔起，形如“扑地金钟"，山上原建有寺庙(已

毁)。它与黄土坡附近的上钟山如同孪生兄弟，东西对脖，成为水城一大名胜。

城内有光明、民主、和平、胜利、解放、建设等六条街道纵横串通。城池虽小，但房

屋、人口稠密。近年来街道翻修成水泥路面，市容也在改观。特区建立后，政府机关大部

分已迁至黄土坡，但法院、工商局，轻工局、畜牧局、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等单位仍

驻老城，其城区之繁荣仍不减当年。

场坝，距老城仅一里之遥，是城乡人民赶场——进行物资交流的地方。解放前及解放

初期，场坝与老城均由城场镇管辖，现属城关镇所辖，是原水城县商业中心。原县商业局

及其镇所属公司、粮食局、供销社、百货大偻等财贸系统都建于场坝。三线建设以来，从

中央级到地方级工厂在场坝周围建成投产。如水城钢铁厂、．水城水泥厂、市供电局等。贵

昆铁路，威(宁)水、水安(顺)、水纳(雍)等公路均从场坝经过，水城铁路东站就位于场坝

东部。因此，场坝虽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威水路、钟山路，但交通方便，市场繁荣，

购销两旺。它是邻近县(区)、市如六枝、安顺，贵阳、威宁、纳雍，宣威等地物资的集数

地。每逢赶场天，赶场人数达二、三万左右，其商品销售额均在十万元以上，仍是水城特

区的商业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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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特区城关镇地名表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窑囊鸯LiOp6nshuT shi zh6ngf5

水城特区 ShuTch6ng t的已
人民政府 R6nmlnZhengf／i

民 族 人 口 别名 备 注

驻水城钟山

汉彝苗布依等765966 驻钟 山

城关镇 Ch吾nggu石nzh吾n 汉 36484

蒙訾蘧ZhSngs胁孵dao B6nsh、椭

蠢訾囊L敝h6ngJ剐a。晰sh、c晡
解
居

民

居

光
居

Ji否f6ng 10 JOw否i hui

MinzhSI O JOw荟i hui

Gu6ngming 1 0 J0w吾i hui

蒙訾蠢Ch6ngbaj剐a。嘶sh、ch凶
墼祟翼Zh5n h0 10 JOwgshonI JOw百⋯i hu—i居委会 n

譬銮塑一百ishullW Id J6w否ihui居 委 会
e‘5h u Juwe‘hu。

东訾蠢shuv棚ij渤Bansh、洲
钟山大街

朝阳大街

威水路

钟 山 路

光明路

和平路

解放路

自 由路

建设路

民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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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5ngshon D6j i百

Ch60y6ng Ddj i百

W否iShui Id

ZhSngshSnlO

GudngminlO

H印inglB

Ji吾f6nglB

Zly6u10

Jions瞻lO

Minzh0IO

11015

5108

3137

2770

5663

1887

3776

现已改为水城镇
(驻老城)

驻钟山无居民

驻老城

驻场坝

驻芽心桊尢居民
●

新建大街驻机关

新建大街驻机关

5873 门牌21一--5747：
2899 门牌三一w2455：
1675辅tt-J El门牌三一--1144：

1642书院街门牌三--一77：

2594西街门牌主--一1144吾

2514关圣殿门牌三--一1122：

1059沙田街门牌三w—lllli

1675大街上门牌三一--1144：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路会路会路会放委主委明委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汉



城关公社概况

城关镇城关公社是一个蔬菜公社，位于水城特区城区东部，驻地距城5公里。东南与教

场公社相依，西南与凤凰公社接壤，北面与麒麟公社为邻。公社驻地官厅，东经104。527，

j卜纬26。347，海拔1785米。这个公社的行政区划不完全在一起，玉民、上钟山大队在德坞

公社境内，土桥，马鞍大队在凤凰公社境内，还有一个生产队在教场公社境内。公社属坝

子地区，境内有遥遥相对的两个钟山。上钟山(在德坞公社境内)海拔1940．5米，下钟山海

拔1915．3米，东北角还有一个洗马塘大坡，海拔2011．1米。水城河流经境内3．5公里。该

公社系原水城县县城驻地，人户居住集中，机关单位多。现在的市人民政府、水城特区人

民政府均设在这个公社的黄土坡。

城关公社，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均为城场镇管辖，后划给城关区、城关镇管辖。为了保

证厂矿，城镇蔬菜供应，予1979年元月建立城关公社。因驻城关而得名。

全社辖9个大队，66个生产队，25个自然村。共2031户，9292人，居住汉、彝，苗等族，

其中汉族占90％。总面积7平方公里(未包括在外公社境内的大队)，耕地面积3153亩，其

中蔬菜生产面积2327亩，年产蔬菜1163万多斤。为了促进蔬菜生产的发展，设有提水泵站

4个，喷灌机56台，喷灌面积756亩，即使大早之年，也能获得蔬菜增产。除了蔬菜生产

之外，社队企业也有所发展，经营有建筑、运输等。生产水平较高，群众生活比较富裕。

该社由于地处城郊，交通十分方便。贵昆铁路通过公社驻地。公路四通八达，个个大

队能通汽车，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9‘

：+

，0．“。#；“

学∞．自{

簟

：：

．；．

翳器％日穿眷．

-

§

霉i镕

t~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