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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贵州省地名普查实施细则》的通

知，我县于l 9 8 1年5月开始对全县地名进行普查，历经一年的时间，现已基本结

束。为进一步巩固地名普查的成果，搞好地名工作的管理，在普查的基础上编写((余庆

县地名录》，这对于我县地名的统一称呼和书写是很重要的。

《地名录》分作公社地名表、地名图、公社概况三部份和县的地名图与概况。地名

表包括了全县的自然村寨、片村主要山峰、洞穴、河流、水库，大型桥梁和农、林、

渔、菜场以及部分厂(矿)企事业的称谓等，共有2 4 0 l条。根据《规定》以1：5

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图中地名进行了核凋，对新增、消失、标错、漏登、重名和不

利民族团结的地名，进行了增，改和命名。凡列入地名录之地名，都是经过各区、社普

查核实并为当地群众所习惯之称呼的名称，经县人民政府批准为标准化地名。

地名是人类交往的工具之一，地名的称呼与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对新闻，外交、

军事、邮电、交通、测绘、文化等都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凡今后使用余庆县地名时，

一律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凡因特殊原因需要更改的或新建村寨、厂(场)矿、企

事业单位需要命名的，一律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有效。

概况中所引用的工农业生产等项数据，均按一九八。年上报数据为准。地名普查、

编写是一项新工作，因内容繁多、技术性强，又由于我们编绘人员的水平有限，经验不

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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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庆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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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庆县概况，(图、文)⋯⋯⋯⋯⋯．．．⋯⋯⋯⋯⋯⋯⋯⋯⋯⋯⋯⋯⋯⋯⋯⋯(2>

2，白泥区概况⋯⋯⋯⋯⋯⋯⋯⋯⋯⋯⋯⋯⋯⋯⋯⋯⋯”?⋯⋯⋯⋯⋯⋯⋯⋯⋯⋯(6>

3、白泥镇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_(8>

4、明星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一⋯(11)

5，满溪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8>

6、新寨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21>

7，民同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一．⋯“(24)

8，大龙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27>

9，哨溪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31)

l O，小腮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35)

1 l，中关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39)

l 2，龙溪区概况⋯⋯⋯⋯⋯⋯⋯⋯⋯⋯⋯⋯⋯⋯⋯·：⋯．⋯⋯⋯⋯⋯⋯一Y⋯⋯⋯(43)

l 3，龙溪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45>

l 4，平寨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48>

l 5、苏羊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C52)

1 6，芝州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55>

l 7、凉风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59)

“8、新场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62)

l 9，关塘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65>

2 O、岩门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68>

2 l、马龙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7l>

2 2，平场公社图、氲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一1．⋯：⋯⋯。(74>
2 3，太平匠概况⋯⋯⋯⋯⋯⋯⋯⋯⋯⋯⋯⋯⋯⋯⋯⋯⋯⋯⋯⋯⋯⋯i⋯⋯⋯⋯“(77>

2 4、太平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i⋯⋯’(79>

2 5，高坡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82>

2 6、三星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86>

2 7，洞水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一⋯⋯⋯(89>

2 8，英武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i⋯：·Y⋯·：⋯⋯⋯⋯．．‘：。(92>

2 9，花山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移·：·：”．⋯一⋯．?：⋯·’：。，⋯⋯。⋯⋯．．．¨(95)
· l ·

』

；l重雪鼍曙甍

h{w
3

毒钆“0，Ⅵ落I量誓髯器疆疆1-iI
。



3 0，高寨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99)

3 l、齐坡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02)

3 2、瓮脚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05)

3 3、葛旁公社图、文、行政区剜：居民点名穆⋯⋯⋯⋯⋯⋯⋯⋯⋯。?⋯⋯⋯。(109)

3 4、回坝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12)

3 5、敖溪区概况⋯⋯⋯⋯⋯⋯⋯⋯⋯⋯⋯⋯⋯⋯⋯⋯⋯⋯⋯⋯⋯⋯⋯⋯⋯⋯(115)

3 6、敖溪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17)

3 7，十字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22)

3 8、指挥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25)

3 9，’银坝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28)

4 0’、箐口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32)

4 l、柏林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35)

4 2，坪桃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36)

4 3、龙家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41)

4 4、松烟区概况、⋯⋯⋯⋯⋯⋯⋯⋯⋯⋯⋯⋯⋯⋯⋯⋯⋯⋯⋯⋯⋯⋯⋯⋯⋯(148)

4 5，松烟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50)

4 6，二龙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_⋯⋯⋯⋯⋯⋯⋯⋯(156)

4 7、觉林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80)

4 8、友礼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64)

4 g、中乐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68)

5 O、沙堆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72)

5 l-关兴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77)

5 2、狮子埸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183)

5 3、新台公社图、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一4(189)

54，、埸(站)企事业单位⋯⋯⋯⋯⋯⋯⋯⋯⋯⋯_⋯⋯⋯⋯⋯⋯⋯⋯⋯⋯⋯(194)

5弓二名胜古迹⋯⋯⋯⋯⋯⋯⋯⋯⋯⋯⋯⋯⋯⋯⋯⋯⋯⋯⋯⋯⋯⋯⋯⋯⋯⋯⋯(2a1)

5 6，’水库⋯⋯一⋯⋯⋯⋯⋯⋯⋯⋯⋯。“⋯⋯⋯⋯⋯⋯“厶⋯⋯⋯⋯⋯。⋯⋯⋯⋯(204)

5 7、桥梁⋯⋯⋯⋯⋯⋯⋯⋯⋯⋯⋯⋯⋯⋯⋯．．⋯⋯⋯⋯⋯一^⋯⋯⋯⋯⋯“⋯‘(215)

5 8，渡口⋯⋯⋯⋯⋯⋯⋯⋯⋯⋯⋯⋯⋯⋯⋯⋯⋯⋯⋯⋯⋯⋯⋯⋯⋯⋯⋯⋯⋯(223)

5 9、山峰⋯⋯⋯⋯⋯⋯⋯⋯⋯⋯⋯⋯⋯⋯⋯j⋯⋯：⋯⋯⋯⋯··j：⋯⋯⋯⋯⋯⋯；(224)

6 0、洞穴⋯⋯⋯⋯⋯⋯⋯⋯⋯⋯⋯⋯⋯⋯⋯⋯⋯⋯⋯⋯⋯⋯⋯⋯⋯⋯⋯⋯⋯(226)

6 l、河流⋯⋯⋯⋯⋯⋯⋯⋯⋯⋯⋯⋯⋯⋯⋯⋯⋯⋯⋯⋯⋯⋯⋯⋯矗⋯⋯“⋯·(228)

‘6 2、地片⋯⋯⋯⋯⋯⋯⋯⋯⋯⋯⋯⋯⋯⋯‘⋯二⋯⋯⋯⋯厶⋯⋯。⋯⋯⋯⋯⋯⋯(230)

6 3、废村⋯⋯⋯⋯⋯⋯⋯⋯⋯⋯⋯⋯⋯⋯⋯⋯⋯^⋯⋯⋯⋯⋯“⋯⋯⋯⋯⋯·(241)

6 4、重名公社、大队更名表⋯⋯⋯⋯⋯⋯一⋯⋯。⋯⋯⋯一小⋯⋯⋯⋯“⋯‘(242)

6 5．余府通(1 9 8 1)l 8号⋯⋯⋯⋯．．．j_．．．⋯⋯⋯⋯⋯⋯⋯“⋯⋯“““(243)

6 6，编后⋯⋯⋯⋯⋯⋯⋯⋯⋯⋯⋯⋯⋯⋯．．．⋯·_；．·：⋯⋯：⋯⋯·⋯⋯⋯⋯⋯“’‘(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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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庆 县 概

余庆县位于黔中东北部，东经l 0 7。2 4 7 5 4∥至l 0 8。2 7 2 5一，北纬

2 7。3 7 3廖至2 7。4 1 t 2 1∥。地处乌江中游，横跨乌江两岸。西、北与湄潭、凤

冈两县为邻，东与石阡县交界，东南与施秉县接壤，南与黄平县相连，西南与瓮安县相

毗邻。县域南北长6 l公里，东西宽6 2公里，总面积l 6 3 7、7 6平方公里。

余庆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时期为荆梁南郡之地，殷代为鬼方，周朝为巴

濮之地。秦朝为黔中郡地，汉朝为觯；l可郡地，唐朝乾符三年(即公元8 7 6年)唐僖宗

以平蛮功授毛巴为余庆土知州世袭正长官司忠诩校尉，白泥为付长官司忠诩校尉，隶属

播州，元朝初年，改校尉为长官司，元朝至正末年改余庆，白泥长官司为余庆、自泥

州，明朝洪武l 7年又把余庆州改为余庆长官司，白泥州改为白泥长官司，明万历2 8

年平播后，2 9年(公元1 6 0 1年)春合两司立为一县，县名由当时巡抚郭予章为安

帮治黔之由将余庆长官司(即现在的敖溪区住地)、白泥长官司合并后，取名为余泥

县，题请神宗批示。神宗特旨令为余庆县，隶属平越府管辖，改余庆长官司为土县丞，

白泥长官司为土主薄，县府定在白泥司·县制沿革至今，县属更迭多次。民国2 5年

(即公元1 9 3 6年)划归镇远专署管辖。解放后，．，l 9 5 6年冬季将余庆县划属遵义

专区，1 9 5 9年元月，余庆、湄潭，风冈三县合并为湄潭县，l 9 6 1年5月，三县

又恢复原县建制，至今未变。余庆全县辖白泥、龙溪、太平、敖溪、松烟五个区，四十

六个公社，一个镇(白泥镇)，一百六十八个大队，一个居委会，一千九百四十个生产

队，2 0 4 2个自然村，居住着汉、苗、彝、自、回、侗、高山、布依等民族

2 2 6 5 8 6人，耕地面积2 9 5 6 5 g亩，其中田l 7 2 7 0 4亩，土1 2 2 9 5 5“

亩，县府驻白泥镇。

县境地形，总属山区，山峦起伏，景象万千，山谷、河流、坝子穿插其间。山地约

占百分之七十四，丘陵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二，坝子约占百分之四。总观地貌，西北高，东

南低，最高海拔(新寨公社的老寺院)l 3 8 6·5公尺，最低海拔(狮子场公社万千大队的

人渡——口水)4 0 0公尺。乌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我县，将全县拦腰分割两半，故有江

南、江北之分。江北地势走向自东向西，东部狮子埸、猴子十二山、龙塘山一线，山势成

连绵状，海拔l 3 0 O公尺，横担山海拔g 0 O——l 1 0 O公尺，松烟、敖溪一线，地

势开阔，成不连续状的丘陵地带，海拔多在9 O 0米左右，西部台上、小坝一线，地势

多在8 0 O米左右，形成河谷阶地。由于地势等级差异，江北形成阶梯状地势特征。江南

地势走向自北西向东南，太平的万丈岩、尖锋山、高洞山，地势多为l l 0 0公尺左右，最

高点l 3 7 2·9公尺向南小乌江流域的小河、苏羊．哨溪一线多为河谷阶地，地势在

7 0 0——9 0 O公尺左右，白泥镇周围山丘环绕，形成山间河谷盆地——名为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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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

余庆县河流较多，总属乌江水系，乌江干流由西南流向东北斜穿县境中部，境内流

长3 2公里。由于受山脉走向的控制，江南、江北河流又自成水系。江北觉林河发源于

湄潭兴隆区麻坝，流长5 5·8 7公里，接纳支流1 l条，经凤冈流入乌江。敖溪河，

跳蹬河斜贯敖溪区中部，由西北向东南流入乌江。江南余庆河，发源于瓮安县老坟咀．

流长4 4 7·5公里，自南向北纵贯县境南部，接纳小乌江等支流2 l条，经石阡县流

入乌江，太平区的赵溪河、两岔河，由西南向东北纵贯太平中部流入乌江。全县河流多

属于雨源性山区河流，洪枯流量变化大，水位暴起暴落现象明显。由于多河谷，多狭

窄、深切，河床坡度大，虽不利于航运，但河床比降大，给农业水利化、电气化以有秘

条件。 ：

余庆县属亚热带湿润季节风气候，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阴雨多于晴天，气候温

和、四季不甚分明的特点。年均气温l 5。c左右，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

5-5。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 6·3。e。极高气温3 8·l。c，极低气温

零下6·4 4c，全年无霜期2 8 O多天。县内雨水较为充沛，积2 0年的平均降雨量

为l l 5 8·4 m m，降雨量最多年的l 9 6 7年达l 4 6 2·l In m}最少年

l 9 8 1年仅7 l l m m。该年从5月5日至8月l 4日未下雨(百日无雨)，是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大旱。最大暴雨量是1 9 7 5年6月5日，四小时降雨l 3 2m m，雨量

最多月是六月，降雨鼍达2 0 0 m rll，最少月是元月，仅l 7·4 m m。由于气候、雨

水变化无常，往往也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灾害性的天气。诸如春季常出现倒春寒、夏

早、秋风、冰雹灾害等情况，造成部份农业减产。

l 9 4 9年l 1月3日余庆解放。3 1年来，金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成就，工农业生产总产值比解放初期的l 9 4 9年增长l 0倍。

农业生产方面，自明朝开始实行屯垦至1 9 4 9年底解放，3 4 O多年来，由于受历

代封建土地制的束缚，加之科学技术不发达，农业的丰欠完全受天时地理的控制，遇洪

则涝，无雨则旱，偏僻山区，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仍很普遍，粮食产量一直不高。风凋

雨顺的l 9 4 9年，全县粮食产量6 3 3 8·7万斤，平均亩产2 5 0斤。农业总产值

1 3 6 O万元，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饥寒交困的生活。解放后，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从封建土地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消灭了剥酗涮度，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大搞

农瞰基本建设，改革了耕作技术，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l 9 8 0年农业总产值

4 8 5 5·4 8万元，比解放初期增长3 3·6 4倍，粮食总产量增长了l·7倍，人

垮口粮增长2 O 2斤。农业经济作物也有很大发展，油菜籽l 9 8 0年比解放初期的

l 9 4 9年的5 8万斤增长了l l·6倍，烤烟比4 9年的2 3。万斤增长了l 9倍。畜

牧业也有发展，生猪存栏数比4 9年增长3 5·8倍，大牧畜增长了l·8倍。社队企

业从无到有，1 9 8 0年总产值达l垂0·2 7万元，全县4 6个公社一个镇社社有企

业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 ，·

! ：j
’

。 全县林业资源丰富，共宜林地面积l 2 9·2 5万多商，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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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六，现有林地3 3万亩．山林多为松柏树，其次是杂木和经济林木，主要分布全

县各土石山区。桐、茶，漆，椿、棕等，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全县计有l 2 0 0 0多

窗。如花山公社的大小木漆树种，是全国稀有的优良漆树种，其中有一株漆树王，年产

生漆3 0多斤。 ·

～

． 解放3 1年来，为国家提供商品木材l 6·5万多立米。

全县由于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主的农业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为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l 9 8 O年统计：全县共兴建山塘水库3 8 1个，正常库容量6

1 2 6万方水，有效灌溉面积l l 5 3 0 3·5亩，占总田数的百分之六十六。水电由

解放前的无电县，发展到装机容最4 0 6 8·5配发电量为5 4 6·8万度，农业机械

的发展更为显著，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 9 6 5 8马力，机耕面积(7 6年计)达

3·2 3万亩，占可机耕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化肥每亩4 8·4斤。由于农业机

械的迅猛发展，减轻了农业生产的沉重体力劳动，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

。，工业方面；解放前，全县工业是个空白，解放后3 1年来，发展了采煤、农机修

造、酿洒i陶瓷、缝纫、建筑、印{60等工业，，1 9 8 O年总产值在7 l 7万元以上，仅

酿酒全县年产白酒达l l O O多吨。 ，

矿藏资源：经勘察，现有煤、铁、铀、磷、雄黄，瓷土、陶土、硅砂、汞、铅、石

膏等，除煤有少量开采外，其余矿藏资源均因资金、技术所限未能开采。

交通事业：解放初期，县内只有3 O公里的公路还不能通车。解放3 1年来，交通

事业大大发展，现有公路干支线3 3条，通车里程3 9 6·l公里，全县4 6个公社，

社社通公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大队通汽车。全县拥有载重汽车8 3辆，以及若干拖拉

机和畜力运输，大大地改变了交通运输紧缺状况。
’

邮电企业：解放前，县、区都不通电话，现在区区有总机，社社通电话，邮件传

递有机动传递和乡邮员传递，从而保证了邮电畅通，方便了群众。
。

商业发展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地处偏僻山区，解放前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官僚、

地主的压榨，商业发展也极为缓慢。那时，主要以农付产品和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在

集市上进行交易，食盐，煤油、洋布(平布)等工业品被官商控制，价钱昂贵，俗有

"4-米斤盐"之称。解放后，商业发展很快，国家迅速建立了国营商业网点，·5 3年

“兰大’’改造时，对工商业户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商业发展较快。在“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1 9 5 8年，商业，供销网点发展到社队(区有供销社，

社、队有供销点)，不仅大大地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增加了贸易额，而且促进了生

产，方便了群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

存"的政策，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互相促进，市埸繁荣，

购销两旺，贸易额大大增长。l 9 8 O年销售总额达4 8 4 9万元，收购总值达1829万

元o 。。“’‘ ’

·．． -．。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懈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中学，6所完小，l 7所保国民

学校。入学儿童l 8 4 4人，占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二。解放后，全县发展了6所中学一

所巾师，2 2 3所小学，其中有1 4 7所小学附设有初中班，入学儿童4 l 5 8 1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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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中学生)，占儿童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教师队伍增长了2 l倍。

解放前，．余庆是个缺医少药的地方，基本上是巫婆、鬼师统治着。解放后，县．

区，社都建立了人民医院。县建有防疫站、保健站和中、西医药公司。对危害人体严重

的虐疾，天花、丝虫病、购端螺旋体病，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得到了根治。县

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医务人员不断壮大，对危、重伤、病员均能做到住院检查，综合诊

断，对症治疗，及时地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从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县有文化馆，

电影管理站、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书店，区有电影队，并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丰富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t
‘

．

余庆是个边远偏僻之县，名胜古迹较少，自元，明以后，遗编不多，有些寺院庙

塔，长年失修已毁，有的改做他用，现根据考察所得，实有价值列为县的名胜古迹的主

要有他山，文峰塔、龙家万丈坑红军烈士墓、回龙埸渡口等四处。他山——位于松烟公社

蒲村生产队，明朝末年巡抚，著名学者钱帮芑避乱隐居此山为僧，在此山山石上铸刻

“他山’’两个大字，其它石处，均刻有象征景物之意的大字，芑文志记载有文人著文

“他山赋”等。文蜂塔——位于县城东五里官山顶上，塔为石头砌成，清朝光绪八年(188Z

年)捐修未竣，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提款增修完工，至今完整。官山，是明朝巡

抚郭子章捐款买此山为侨寓窀穸之所，故名为官山，山上之一石塔，塔上写有上齐天生

桥，下齐沙子均，左右齐河。红军墓——位于龙家公社横担山万丈坑处。l 9 3 5年元旦

前夕，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挺进黔北，部份伤病员，因与部队失掉联系，6 0余名红

军战士，被国民党地方兵杀害于万丈坑，为悼念红军烈士，当地人民在此收骨建墓、立．

碑。回龙埸渡口——是工农红军长征抢渡乌江的险要渡口，位于岩门公社红渡大队。1 9

3 5年元旦前夕，红军第九军团和一军团的师，分别从老渡口和新渡口(回龙桥)处抢

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堵，进军黔北，北上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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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泥 区 概 况

白泥区位于余庆县境东南面，地处余庆河两岸，东与施秉县马溪、黄平县的五七公

社接壤，西与黄平县的纸房公社交界，西北与本县龙溪区为邻，北与石阡县的聚凤公社

相毗邻，全区总面积3 8 0·6 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 3 2 0 5亩，其中田35000亩。，

全区辅明星、新寨、满溪、民同、大龙、哨溪、小腮，中关八个公社一个白泥镇，3 8

个大队，3 7 9个生产队，3 6 7个自然村。居住汉，布依、回，壮，满，彝、土、哈

尼。白、苗、纳西、仡佬、傣、侗，高山等民族，8 9 8 7户，5 1 8 3 5人，区公所

驻白泥镇。

区境山脉走向：由东北向西南，东部新寨公社的老寺院离县城约四十余里，海拔

1 3 8 6-5米，是全县最高点，东北面的牛峰，水坝崖、天鹅抱蛋山以南又有低山区

类型，平均高度在8 0 0米左右。区公所周围，低山丘环绕，中间形成河谷盆地，名日

自泥大坝。区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l 5·7度，年降雨量为l l 7 0

毫米左右，年日照时数达l 2 0 O个小时左右，土地肥沃，适宜于粮、油、薯类等农作

物生产，是县内主产水稻、油菜、麦子、苞谷，水果的产区之一。

白泥之称，据传说，驻地因有白色土质，粘性大而得名。白泥区历史悠久，历朝建

政于此。据有史以来唐喜宗乾符三年(公元8 7 6年)在此设有白泥土官封为校尉，元

初改为自泥司，明洪武l 7年改为白泥州，明万历2 8年六月总督李化龙率师讨平播州

杨应龙之叛乱，巡抚郭子章为安帮治理本土之由，将前白泥司和余庆司(现敖溪区)合

并立为一县，清朝改为白泥里，民国时期改为区，白泥为第一区，解放后名为白泥区．

白泥区是县城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事业发展较快。农业生产，在国家的

扶持下，全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先后修起了康寨，丰收、干溪、满溪等堰和后

坝、石羊，利门沟、岩长河，团结等水库，总畜水量l 9 6 O多万方，使全区百分之五

十的水田早涝保收，改变了过去“山间河水顺沟流，坝田干裂农民愁，，的状况，成了

“堰塘水库威力大，左右干渠顺山下，旱涝粮油保丰收，丰衣足食笑哈哈。’’使粮油由

懈放初期年产粮8 9 9 6 0 0 0斤，l 9 8 0年增至至B年产粮3 5 4 2万斤，增长了

3-6倍，油菜l 8 l 3 5 O 0斤，比解放前增长了1 O倍，生猪、耕牛等畜牧业都比

懈放前增长了儿倍。黄果、柑桔，桃、李等水果，都有很大发展，每年产量几十万斤·

蔬菜四季常青，每年睾产几十万斤。这对繁荣市埸，改善人民生活，支援工业生产都起

了积极作用。

3 0年来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4 9年以前)仅有一条从黄

3 0公里的毛坯公路，未能通车，现在全区八个公社一一个镇3 1个大队有了

汽车，拖拉机。全区拥有运输力，中型拖拉机2 5台，手扶拖拉机5 6台，

·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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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商品和征购粮油的运输问题，改变了过去肩挑背磨的重体力运输。

水电的发展从无到有，除县办团结电站(1 O 0 0酲)外，还有小腮和中关联办两

河口电站，装机6 0 0珏，大队办电站6个，小队办1个，每年发电量达2 6·9万

度，使农村百分之三十生产队农户照上了电灯和农付产品加工。

随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很大，现在社社有供销社，信用

社，大队有代购代销点，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促进生产发展均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改变了解放前吃盐贵(斗米斤盐)，穿衣难(有钱买块裹脚布，无钱烤

起火斑斑)的状况。现在是吃穿不发愁，种田乐悠悠。 ·

，

；+全区有中、小学4 9所，入学儿童7 9 6 4人，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社社有医院，加强全民的卫生宣传教育，对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基本上做到了

小病不出社，同时加强了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宣传、教育、结扎手术等。 ，

回顾过去成绩大，展望未来千劲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人民同心同德，。

决心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勇前进。

自泥区公所

·7·



。 自 泥 镘 概 况
●

余庆县自泥镇是县政府所在地，东南面与本县明星公社相连，西面与本县中关公社

毗邻，北与本县明星公社草坪大队相连，属山中盆地，全镇总面积为6平方公里，最高

点紫营山海拔616公尺，最低点大坝河边海拔568·6公尺，平均海拔为5 0 2公尺左右，屉

亚热带气温，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等气温为摄氏15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毫米

左右，土地肥沃，是全县主要产粮、产油地区之一。

自泥镇(原为白泥司)，因镇城内外白泥巴土质而得名：明朝末年间命名白泥司，

后改为白泥镇，4 9年解放后为自泥乡政府，6 5年建镇为自泥镇至今。在明清时代，

白泥镇以防苗侵，将自泥迁往大坝，并建有文庙、武庙，观音阁、吉寺亭等古代建筑

物，这些建筑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充分体现了我县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但因长

时问失修，有的自毁倒塌，有的因公拆修为县党政机关使用。

l 9 4 9年解放后，余庆分为六个区，白泥镇第一区，当时Bq白泥镇人民政府，
l 9 5 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白泥镇为自泥管理区，1 9 6 2年冬改为城关人民公社，

l 9 6 5年恢复为白泥镇至今。

自泥镇所管辖环城、子营两个大队，3 4个生产队，一个居民委员会，共2 O 9 8

户，l 2 8 1 5人，有g个自然村，有农业人口5 8 4 4人，非农业人口5 9 7 1人，

有汉，苗，侗、壮、布依、满、彝、回，水、纳西，土，仡佬等民族。

1 9 4 9年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泥镇政治、经济都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现在全镇有总耕地面积3 3 8 8亩，其中田2 6 8 8亩，土7 0 0亩，主产水稻、

小麦、玉米、油菜、蔬菜等农作物，正常年产量达3 O 0万斤以上，比解放前增加l倍

多。水利建设是从无到有，抽水站3处，装机3台，电灌一处，l 5酲电机一台，小型

水库2处，小山塘5个，总储水5万立方米，加工机械十台，有长达4公里的水库干渠

一条，河堰一处，总计灌溉面积3 O 0 0余亩，早涝保收。

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白泥镇为黔东南的交通主要干线，并直到遵义、瓮安至

贵阳各地，还可通向铜仁地区。白泥镇是余庆县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县政

府机关所在地，商业、粮食、外贸、供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水利电力、轻工都有

明显提高，镇内建有县医院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三所，文教卫生人员达几百人，有学

生2 0 0 6人，生猪栏数2 0 0 0多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全镇人民正以振兴中

华的革命精神，决心把白泥镇建设得更加美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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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泥镇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人口 民族 别名 备注
。．

f●

自泥镇 Bai ni zhan 10951 一 驻中街

环城大队HudnChang Dadui 6177 ，汉、苗 j

概况：大队以环绕城周，命名环城，

得名。辖18个生产队，2个蔬菜队，一个自然村，居住1114户，6177人，其

中：苗族3人，水族3人，其余汉族。耕地面积2116亩，其中；田1660亩，土

55亩，主产水稻，小麦，油菜。

菜园子 Ca7 yudn Zi 6177 汉，苗

。 注：1965年建镇，规划农业种粮食，蔬菜专业而得名．

子营大队 zfyfng Dddul． 1667 汉，苗

概况。紫营山脚有母城子城之分得名，辖1B个生产队，4个自然村，局住337户，1667

人，其中：苗族7人，仡佬族1人，其余是汉族。耕地面积1248亩，其中。田

997亩，土25l亩。主产水稻、小麦、油菜。

坡老(脑) P6 I百o 303 汉

西羊寨Xi ydng Zhdi 1180 汉

后坝 H6u bo 106 汉，苗

石羊 Shf ydng 78 汉

自泥镇居民委员会Bat nf zh吾n jo min w苦T 3107 其中t苗族44人，侗族
yOanhui

28人，壮族26人，布依族3人，满族4人，彝族5人，回族2人，水族6人，纳西族

5人，土族1人，其余是汉族。

东街Dong ji否

注t自大桥、防疫站，中药材公司，白泥区工商所至自泥区供销社门市部(子童

角)

南街 N dn ji荟

注s自中学大门口、水电物资站至上里．
。

西街XTji百

注。自县医院住院部、农具厂职工宿舍，畜牧局至印刷厂．

：Il：街 B吾i ji百

注一自草灯|幻、林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外贸站，交通局、粮食局至老车站，白

泥区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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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街 Zh6ng ji专

注；自老车站、白泥镇、新华书店，文化馆、农行、税务局，轻工局至余中门口。

三元巷 San y们n Xidng

注：自防疫站左侧水沟至县农行门口巷道口。

环城东路Hudn Ch6ng Dang IO

注：自老车站，百货公司职工宿舍至大桥。

环城西路Huan Ch6ng Xi IO

注·自老车站、自泥区，印刷厂，建筑公司，大会埸 自泥小学农业局、教育

局，县医院门诊部至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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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公社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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