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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志总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

六盘水的历史和现状。
‘

二、本志各部分内容，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断至脱稿之日。

三、本志原则上以1988年六盘水市行政区划为记述空间，对历

史上的事件，也涉及曾经管理过的市境外企业。对市境内的中央直

属企业、省直属企业和非市属单位的情况，本志亦予以记述。
‘ 四、本志的各专业志定名为《六盘水市志·××志》。专业志内

设章、节、目几个层次，几个部门合写的专业志增设分志。本志志

首列《序言》、《总凡例》、《总述》、《大事记》，志末设《附录》。本

志以《总述》为纲，《大事记》为经，各类专业志为纬。其内容按先

自然，后社会；在社会类中按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顺序排列。

各专业志原则上不设序言。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求文

图并茂。根据内容需要划分门类，宜纵则纵，宜横则横，以横为主。

六、遵照详今略古、古为今用、详独略同和经世致用的原则，重

点记载’1965年六盘水大规模开发建设以来的历史，‘突出地方特点。

七、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设专章

记述，确需记述的内容，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业志中。

八、《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各专业志不设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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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九、《人物传》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在本地牺牲和本籍人在外地

牺牲的烈士，记入烈士英名录。备专业志不设《人物传》。

十、《附录》辑录有关文献、文件、图表、资料等。根据需要，

辑录的资料也可附于相应章、节之末。

十一、本志资料来源于历史文献、文书档案、图书报刊以及调

查采访、实物记载等，文内一般不注明出处。各种数据以统计部门

的为准．统计部门未掌握的．以主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十二、本志除摘引少部分文言文原文外，一律用规范化语体文

记述。力求简、严、核、雅。

十三、行文规范化。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计量单

位等，一律遵循国家公布的有关规定。1949年12月以前的各类钱

币，均按各个历史时期的金融币制、币值记写；1949年12月至1954

年的币值，按1955年新人民币值换算后记写。

十四、纪年记时。夏历及清代以前的时记，用朝代年号汉字记

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38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1949年1 0月1日为准；建国以后，一

律用公元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六盘水境区解放，郎岱县以1950

年1月1 4日、盘县以1949年12月19日、水城县以1949年12月

1 8日为准。

十五、专项事物名称，一律用今名。涉及史实上的地名、山名、

河名、单位、部门名称或其他专有名称，一律用当时名称，必要时

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六、本志备专业志、分志，在不悖本《总凡例》的前提下，设

《编辑说明》，对有关问题作出规定。



编辑说明

-．-k《六盘水市志·蔬菜水产志》设6章21节及概述、附录，全

书约9万字，照片24张。

二、本志的编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点

记述1965年矿区(特区)政府成立后，蔬菜、水产生产的发展状况。

记述采用横排竖写，以时为序。

三、本志上限时间为明代，下限至1988年，个别条目延至1989

年。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农业厅水产处，省蔬菜水产饮食服务公

司，六盘水市、特区档案馆，六盘水市、特区蔬菜水产局(公司)的

调查采访及口碑材料。

五、个别词采用专业术语。如“二线菜地’’，即专业商品蔬菜基

地为一线，其他邻近城郊的区、乡发展的菜地为二线季节性菜地。

“春淡、秋淡"系分别指2—5月、9—10月缺菜时间。

六、地名采用《六盘水市地名录》规范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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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六盘水境内蔬菜种植，据民国25年(1936年)葛泳谷等人编纂

的《郎岱县访稿》记载推断，始于明朝土司年代，由汉人迁居入黔，

带进蔬菜栽培技术。蔬菜种植自清代后才逐步推广。据盘县小河村

张胜华老人追溯，盘县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始商品蔬菜种

植。水城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建水城厅后，据水城场坝江

西和尚萧一韦的墓碑记载，种商品菜时间是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以前，当时有30多户人家种菜，面积50余亩。解放前，由于

郎岱(今六枝)、盘县、水城均为贵州边远贫困县，城小人少，有数

十户人家种菜，足以供给县城需要。农村仅以白菜、洋芋、豆汤酸

菜为肴。解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人口的

不断增加．非农业人口吃菜问题显得突出。1958年，郎岱县、水城

县在新开发的煤矿区附近农村新辟了部分菜地。1964年，随着贵昆

铁路的修建和六枝、盘县、水城工矿区的大力开发，铁路民工和矿

区职工的吃菜问题更加紧迫，始在矿区附近大面积种植蔬菜。1966

年，六盘水矿区发展专业蔬菜队118个，面积11050亩，产菜1629

万公斤。为了抓好产销工作，1965w1968年，各特区、县先后建立

蔬菜水产公司，下设蔬菜商店及门市部．开展蔬菜、水产品经营．并

派出技术干部负责发展蔬菜生产。为使农户尽快掌握种菜技术，先

后从安顺、贵阳、昆明、杭州、成都、山东等地聘请菜农师傅传授

种菜技术。从整地、开厢、播种、温床育苗、整枝搭架、病虫防治

叫＼l 0



到蔬菜良种引进、增加花色品种等方面，实行科学管理，使蔬菜亩

产从1000公斤提高到2000公斤左右，蔬菜生产初具规模。

60年代到70年代，在蔬菜生产上，着重抓菜地基本建设及推广

科学种菜。此间修建水利设施26处，兴修中小型蓄水池644个，抽

水站9个，喷灌设施132台，灌溉菜地面积4750亩，建防洪堤坝5

处，使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菜地面积达2262亩，占全区总菜地面积

的19．8％。同时大力推广科学种菜，推广优良主栽品种93个，推广

的先进技术有温床育苗、温室育苗、塑料大、中棚栽培、塑料小拱

棚栽培，新农药及植物激素2．4二D、乙烯利的使用，还进行了电热

温床育苗试验等。这些新技术的推广，使全区蔬菜产量逐年提高，品

质不断改善，高产品种亩产达5000公斤以上。1978年，全市有商品

菜地面积14345亩，总产蔬菜3517．15万公斤，国营蔬菜公司收购

鲜菜2443．5万公斤，厂矿与生产队直接挂钩供应及菜农自销量达

1073．65万公斤。人均日吃菜0．3公斤。这段时间是全市蔬菜生产发

展最好时期。

1980年以后，由于城镇工矿扩建征地和私人建房占地、挖煤、炼

焦及水淹、污染等占用了部分菜地，使蔬菜面积逐步减少，蔬菜生

产呈下降趋势。据1987年统计，全市仅有商品菜地11421亩，与最

高的1978年相比，净减2924亩，蔬菜总产2786万公斤，比1978年

减少731．15万公斤，城市与工矿吃菜难的状况显得突出。为此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曾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已有商品菜地面积，提

高单产，大力推广科学种菜。1981一1988年，全市取得蔬菜方面市

级科技成果奖12项，并在城郊农业乡、村发展季节性菜地。1989年，

全市发展季节性菜地2900亩，产菜435万公斤，其中在低热河谷地

带水城的发耳、六枝的毛口等地发展二线早熟蔬菜基地1026亩，产

菜247．2万公斤，缓解了早春缺菜的困难。每逢节日和春、秋淡季，

还从省内外组织调运部分蔬菜，以增加花色品种，供应市场，平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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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价。根据市内工矿发展远景规划及对蔬菜的需求，尚需大力发展

近郊和远郊季节性蔬菜基地，扩大部分专业商品菜地，努力提高现

有菜地单产和增加花色品种。

六盘水市所辖水域面积82027亩，其中库塘水面10525．7亩，可

养鱼塘库水面7853．8亩(水库5324．9亩、池塘2528．9亩)。1959

年以前，由于生态环境基本处于平衡状态，江河水面养鱼仍属天然

饲养、自然增殖、自捕自食。60年代以后，随着工矿建设的发展，工

业污染日趋严重，江河污染长达329．8公里，天然鱼类濒于灭绝。

为发展全市养鱼事业，70年代中期，盘县、水城、六枝特区采

取队办公助，先后兴办3个集体鱼种场繁殖鱼苗，并推广家鱼池塘

饲养、山塘、水库饲养、稻田饲养。池塘养鱼首先在蔬菜队得到发

展。因本市水产养殖起步较晚，加之海拔高、气温低，缺乏养鱼技

术等原因．一般养鱼产量较低(1987年池塘养鱼平均亩产48．7公

斤)。‘养鱼事业发展缓慢。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水产品市场7

逐步放开，养鱼农户也不断增多，池塘、稻田养鱼得以发展。水产

技术干部深入农户，举办养鱼培训班，传授养鱼技术及鱼病防治方

法，进行巡趔指导，协助农户挖塘养鱼，并进行网箱养鱼、牛蛙养

殖、养蚌育珠试验。1987年。全市养鱼水面4518亩，产鱼14．64万

公斤，其中池塘养鱼2275亩，产鱼11．08万公斤；水库养鱼2243亩，

产鱼2．95万公斤；稻田养鱼302．2亩，产鱼0．61万公斤。1988年

4月，六盘水市成立渔政管理站(-ff市水产站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配备渔政管理人员11人，其中市4人、六枝2人、盘县3人、水城

县2人，逐步实行以法治渔、以法养鱼，使养鱼事业迅速发展。



第一章 自然概况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下辖钟山区、水城县、六枝特区、盘

县特区，地处东经104。18，20’～105。42，50Ⅳ、北纬25。19 7 447，L26。55，

33，，之间。东连织金、普定、镇宁、关岭，西邻云南省宣威、富源，南

界兴义、普安、晴隆，北接威宁、纳雍、赫章，南北长177．2公里，

东西宽142公里。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63％。

全市海拔多在1400一1900米，相对高差在300一700米。最高

海拔为钟山区二塘乡韭菜坪，海拔2900．3米；最低海拔在六枝毛口

乡北盘江河谷水面，海拔609．5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除

六枝东南部比较平坦外，绝大部分地区地势高，起伏大，地貌类型

复杂多样。

本市地貌类型主要有山地、丘陵、高原、山原、盆谷、台地等

类型。蔬菜基地主要分布在海拔1200--1800米的河谷、盆谷、缓坡

地带。六枝菜地主要分布在海拔1200一1400米；盘县菜地分布在

1450一1670米；钟山区菜地分布在1600--1850米。北盘江流域河谷

地区，海拔650—1 300米．梵风效应显著，热作条件优越，宜于发

展早熟蔬菜生产。

第一节 气 候

六盘水市绝大部分地区属北亚热带高原山地季风湿润气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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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充沛，光照较多，冬干夏湿，

雨热同季，为蔬菜生长发育和水产养殖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

境。

一、温 度

菜区所处地理位置、海拔高度不同．气温亦不相同。年、季、月

平均气温总的趋势是南高北低、东高西低。河谷地区的热量资源

(如六枝毛口、水城发耳)比高海拔地区丰富。年平均气温，盘县较

高，为15．2"C，六枝次之，为1 4．5"C，水城较低，为12．3"C。各地

气温虽有差异，但各类蔬菜能正常生长、开花结果。对半耐寒蔬菜

如萝卜、胡萝卜、甘蓝类、莴笋、豌豆、胡豆等冬季能露地生长，而

且是主要生长季节。水城气温较低，对大白菜生长较适宜，一年四

季都可种植半包心和包心白菜。夏季气温也能满足喜温蔬菜番茄、茄

子、辣椒、黄瓜等正常生长。在蔬菜生产上．可排开播种，四季常

青。本市气温也宜温带鱼类正常生长(见表1一1)。

六盘水市气温表

表1—1 单位。℃

地 名 六枝 盘县 水城 六技毛口乡 水城湾子乡

年平均温度 14．5 15．2 12．3 18．4 14—17

一月份平均温度 4．8 6．3 3．1 8．9 7．2

七月份平均温度 2I．9 2I．8 19．8 25．7 23．4

． ≥IOV积温 4258．7 449I．3 3200—4000 d856．6

无耩期(天) 294 27l 220一260 350 260—310

极端最高温 3一．1 37 30一32 38．6 37．0

11I乏端晨低温 ．5．6 —7．9 ．1I．2 ．5．0

二、光 照

全市年日照时数，绝大部分地区在1200--1600小时之间，总的

趋势是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减。六枝日照偏少，年平均日照1252．8
．‘．5．．



小时，日照率29％，盘县年平均日照为1614．9小时，日照率36％，

水城1553．1小时，日照率35％。盘县、水城均属省内光能高值区。

市内各地日照的季节分配：冬季(12—2月)常是阴雨密布或绵绵细

雨，日照时数，绝大部分地区在200一300小时；春季(3—5月)绝

大部分地区在350—500小时之间；夏季(6—8月)多数地区在430一

480小时之间，日照地域差异较小；秋季(9一11月)多数地区日照

时数在270一340小时之间。从各季的日照时数来看，蔬菜生长发育

中，需较长光照的品种如白菜、甘兰、萝卜、胡萝卜、芹菜、菠菜

等和需较短光照的品种，如大豆、豇豆、刀豆⋯⋯等均能满足需要

而开花结实。对界于二者之间的中光性和近中光性的种类如菜豆、黄

瓜、番茄、辣椒等，适应光照长短范围很大，在较长、较短光照条

件下，都能开花结实。由此，全市光照条件均能满足各类蔬菜生长

发育和水产养殖。

三、雨 量
’

’全市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夏季多雨、冬春干旱较多。雨量分

布总的趋势是南部多、北部少，东部多、西部少。六枝是全省的多

雨中心区之一，年均降雨量1476．5毫米。但年际变化大，个别年份

相对变率达50％。水城年均降雨量1222．9毫米；盘县年均降雨量

1390．8毫米，降雨量的相对变率较小，一般在13—15％之间。全市

降雨量分配不均，降雨多集中在5—9月，常有暴雨发生。10一4月

降雨量较少，特别是12—2月，降雨量一般为50—70毫米，占年降

雨量的4—5％。冬春干旱缺水，给蔬菜育苗造成一定的困难。9一11

月雨量虽少，但雨日多，形成秋雨绵期．使进入结球期的大白菜和

其他菜类病害严重。六枝毛口乡，水城湾子、法那地处河谷，年降

雨量在800—1100毫米，是干旱少雨区，春旱严重。

四、灾害性天气

(一)倒春寒：除低热河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在3—4月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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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入侵，出现日均温小于10。C的连续低温天气，每年均发生2—

3次，每次持续4—5天，有时可达一周。六枝在1976年3月3日，

冷空气入侵，日平均气温下降到0．6℃；1970年低温天气从3月21

日一直持续到26日，果菜幼苗受害，损失严重。1982年4月4日水

城城关出现霜冻，4月11日降小雪．露地种植的瓜、豆、辣椒、茄

子，大部分冻死，造成重大损失，而钢架大棚和小拱棚内种植的黄

瓜、番茄却安然无恙。

(二)春旱：春旱是本市主要灾害性天气．每年都有发生，而且

重旱年比中早年多，平均每10年只有1—2年发生轻旱，其余年份

都是重早或中旱。从1957--1987年中的25年气象资料看，水城和

盘县的重早年是17—18年，水城中旱年较少；六枝较多，是11年

(重旱12年)。春早常使蔬菜育苗和定植受不利影响，缺水的地方会

延迟育苗和定植，推迟上市季节。

(三)冰雹：每年均有发生，4—5月常见。三个特区均有不同程

度的雹灾，每年大约2—3次。1983年，六枝连续三次雹灾，仅4月

就发生两次，春菜定植苗损失巨大，10月份又一次发生，打毁大面

积结球白菜。水城特区艺奇、纳福两乡菜地处于冰雹线上，常遭雹

灾，蔬菜损失严重。其它菜区亦遭间歇性雹灾。

(四)暴雨：全市暴雨多集中在6—8月，危害极大。六枝特区

全年平均达4．8次，1983年多达1 1次，是年5月25日降雨206．9

毫米，7月31日一8月3日连续4天暴雨，雨量320．8毫米，低洼

菜地一片汪洋，洪水冲坏菜地．秋菜连续播种2—3次。水城特区全

年大雨22天、中雨37天．特大暴雨隔3—5年出现一次。1968年8

月23日降雨171．6毫米，淹没公路及大片菜地。

(五)秋季绵雨：本市海拔较高菜区，气温低，雨日多，空气湿

度大，相对湿度90％以上。9一儿月间，秋雨连绵，低温寡照，影

响大白菜结球和根菜类生长，致病害重，菜质差、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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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 壤

本市土地资源丰富，农耕地量算有效面积5098026亩，‘蔬菜专

业菜地面积11918亩(1985年统计)，占农耕地0．23％。据市综合

农业区划资料统计，全市土壤共有8个土类、24个亚类、74个土属、

141个土种。蔬菜地土壤分属黄壤土类的黄壤亚类、黄泥土亚类；水

稻土类；潮土类、紫色土土类等，共有18个土种。

黄泥土亚类

黄泥土是黄壤经过旱耕熟化培肥而成的一类旱作土。主要分布

在海拔1900米以下的坡地、坝地、丘陵中下部，是全市菜地的主要

土壤类型之一，水城、盘县、六枝大部分菜地均属此种土壤．其中．

六枝特区菜地小黄泥土种面积1174亩，占该区菜地面积的44．2％。

该土壤经过多年精耕细作，熟化培肥，土层深，耕层深20厘米以上，

保水保肥力强，质地轻粘壤，宜种性广，适宜多种蔬菜的种植，如

叶菜类、果菜类、葱蒜类等，且大部分菜地已成丰产菜地。

水稻土

水稻土是本市主要的人工水成土。根据灌溉水分动态及由此而

产生的剖面特征及断层特征，水稻土分为潴育、潜育、侧渗、淹育、

沼泽、矿毒6类。本市菜地属潴育型水稻土，多分布在灌溉方便的

坝区及槽谷、坡麓地段。盘县城关、水城城关的部分菜地属潴育型

水稻土．该土壤厚度大于60厘米，土壤肥沃，耕性良好．保水保肥．

适宜种植叶菜类、水生菜类、根菜类、绿叶菜类等多种蔬菜．是高

产稳产的菜园坝子．绝大多数菜地亩产万斤以上。

潮土类

潮土类是发育于近代河流冲积物母质并经过人为垦殖、耕作、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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