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市西秀区
011290
——————一



安顺市西秀区

轿子山镇：b
，D

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轿子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海洋周声浩

瑚 87221“0661她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轿子山镇志／《轿子山镇志》编委会编．一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2004．7

ISBN 7—221—06618—3

I．轿⋯ Ⅱ．轿⋯11I．乡镇一地方志—安顺市

Ⅳ．K29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0867号

轿子山镇志

《轿子山镇志》编纂委员会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照排

贵州煤田彩印厂印刷
787 X 1092毫米正16开30．875印张530千字8插页

2004年10月第l版 2004年lO月第1次印刷

印数：1一1000册

ISBN 7—221—06618—3／K·814 定价：168．00元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主 任

副主任

委 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轿子山镇志》编纂组。j

主 ’编

副 主 编

编纂7‘人‘员

：

?r’ ·j’．t

刘方芳 ，、，。，·；
√· ．：j

谢贵刚 ．’

⋯

。·-，i一 ‘：’，。o

’万世忠 杨少荣’吴尔祥 吴尔史 刘友祥

，杨德忠，张．帆“·张尔慧．余鸿

图片收录编辑葛达权

《轿子山镇志》市0区审稿人员名单

市级审稿人员 吴泽安 邹秀英 i：一 ?：7 ．．j

区级审稿人员 杨洪俊侯晏王传柳杨朝忠一，．．袁’。丰

j二 ， 一梅世松．‘’许志’吴开银陈学军 张庆平

·。。， ?‘。一戴瑜高 严 军毛凯东．周晓卫 田泽书

冯仕伦 张吉光7．管 燕’罗志才 熊邦礼

刘朝英 陈 方李显华



_《轿子山镇志》编纂组。j

主 ’编

副 主 编

编纂7‘人‘员

：

?r’ ·j’．t

刘方芳 ，、，。，·；
√· ．：j

谢贵刚 ．’

⋯

。·-，i一 ‘：’，。o

’万世忠 杨少荣’吴尔祥 吴尔史 刘友祥

，杨德忠，张．帆“·张尔慧．余鸿

图片收录编辑葛达权

《轿子山镇志》市0区审稿人员名单

市级审稿人员 吴泽安 邹秀英 i：一 ?：7 ．．j

区级审稿人员 杨洪俊侯晏王传柳杨朝忠一，．．袁’。丰

j二 ， 一梅世松．‘’许志’吴开银陈学军 张庆平

·。。， ?‘。一戴瑜高 严 军毛凯东．周晓卫 田泽书

冯仕伦 张吉光7．管 燕’罗志才 熊邦礼

刘朝英 陈 方李显华



目⋯录

目 录

概述⋯⋯⋯⋯⋯⋯⋯⋯⋯．．⋯一⋯⋯⋯⋯⋯⋯⋯⋯⋯⋯⋯⋯⋯．．．⋯⋯⋯·．(1

大事记⋯⋯⋯⋯⋯⋯⋯⋯⋯⋯．⋯⋯⋯⋯⋯⋯⋯⋯⋯⋯⋯⋯⋯⋯⋯⋯⋯⋯(6

第一章建制 。
．， ．

第一节 民国及民国以前建制⋯⋯⋯⋯⋯⋯⋯⋯⋯⋯·．⋯⋯⋯⋯．·(26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制，．-．⋯⋯⋯⋯⋯⋯⋯⋯⋯⋯⋯(26

第二章自然地理 。 一。 ⋯

：第一节地质地貌⋯．．．⋯⋯⋯⋯⋯⋯⋯⋯⋯⋯．．．⋯⋯⋯⋯⋯⋯⋯(35

第二节气候⋯⋯⋯⋯⋯⋯⋯⋯⋯⋯⋯⋯⋯⋯⋯⋯⋯⋯⋯⋯⋯(36

第三节水文⋯⋯⋯⋯⋯⋯⋯⋯⋯⋯⋯⋯⋯⋯⋯⋯⋯⋯⋯⋯⋯(39

第四节山峰洞穴⋯⋯⋯⋯⋯⋯⋯⋯⋯⋯⋯⋯⋯⋯⋯⋯⋯⋯⋯(41

第五节矿产⋯⋯⋯⋯⋯⋯⋯⋯⋯⋯⋯⋯⋯⋯⋯⋯⋯⋯⋯⋯⋯(43

第六节土地土壤⋯⋯⋯⋯⋯⋯⋯⋯⋯⋯⋯⋯⋯⋯⋯⋯⋯⋯一(44

；第七节植物动物⋯⋯⋯⋯⋯⋯⋯⋯⋯．．．⋯⋯⋯⋯⋯⋯⋯⋯⋯(49

第三章旅游 ·
+，

． ⋯ ，+

、f．

第一节旅游资源⋯⋯⋯⋯⋯⋯⋯⋯⋯⋯⋯⋯⋯⋯⋯⋯⋯⋯⋯⋯(51

第二节。景区景点：⋯⋯⋯⋯⋯⋯⋯⋯⋯⋯⋯⋯⋯⋯⋯⋯⋯⋯·-(52

第四章人口民族· 一

第一节人 口⋯⋯⋯⋯⋯⋯⋯⋯⋯⋯⋯⋯⋯⋯⋯⋯⋯⋯⋯⋯⋯(57

第二节民族⋯⋯⋯⋯⋯⋯⋯⋯⋯⋯⋯⋯⋯⋯⋯⋯⋯⋯⋯⋯⋯(80

第五章党派群团 一

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轿子山镇地方组织沿革⋯⋯⋯⋯⋯⋯⋯⋯⋯(105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轿子山镇代表大会⋯⋯⋯o⋯⋯⋯⋯⋯⋯⋯(10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轿子山镇基层组织⋯⋯⋯⋯⋯⋯⋯⋯⋯⋯⋯(107

一1一



轿子山镇志

第四节党 务⋯⋯⋯⋯⋯⋯⋯⋯⋯⋯⋯⋯⋯⋯⋯⋯⋯⋯

，第五节群众团体⋯⋯⋯⋯⋯⋯⋯⋯⋯⋯⋯⋯⋯⋯⋯⋯⋯⋯

第六章政权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民国时期政权机构⋯⋯⋯⋯⋯⋯⋯⋯⋯⋯⋯⋯⋯⋯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137)

人民政府⋯⋯⋯⋯⋯⋯⋯⋯⋯⋯⋯⋯⋯⋯⋯⋯⋯⋯⋯⋯(142)

政府工作纪略⋯⋯⋯⋯⋯⋯⋯⋯⋯⋯⋯⋯⋯⋯⋯⋯⋯⋯(175)

第七章军事

第一节军事机构⋯⋯⋯⋯⋯⋯⋯⋯⋯⋯⋯⋯⋯⋯⋯⋯⋯⋯⋯⋯(187)

+．第二节兵役⋯⋯⋯“⋯⋯⋯⋯⋯⋯⋯⋯⋯⋯⋯⋯⋯⋯⋯⋯⋯·(188)

第三节民兵⋯⋯⋯⋯⋯⋯⋯⋯⋯⋯⋯⋯⋯⋯⋯⋯⋯⋯⋯⋯⋯(190)

第八章公安司法
’

第一节‘机构设置⋯⋯⋯⋯⋯⋯⋯⋯⋯⋯⋯⋯⋯⋯⋯⋯⋯⋯⋯⋯(196)

第二节治安保卫⋯⋯⋯⋯⋯⋯⋯⋯⋯⋯⋯⋯⋯⋯⋯⋯⋯⋯⋯⋯(197)

第三节司法行政⋯⋯⋯⋯⋯⋯⋯⋯⋯⋯⋯⋯⋯⋯·j⋯⋯⋯⋯⋯·(201)

第九章劳动人事民政

第一节劳动工资⋯⋯⋯⋯⋯⋯⋯⋯⋯⋯⋯⋯⋯⋯⋯⋯⋯⋯⋯⋯(205)

第二节人 事⋯⋯⋯⋯⋯⋯⋯⋯⋯⋯⋯⋯⋯⋯⋯⋯⋯⋯⋯⋯(209)

一．第三节民1政⋯⋯⋯⋯⋯⋯⋯⋯⋯⋯⋯⋯⋯⋯⋯⋯⋯⋯⋯⋯(211)

第十章经济管理
‘

第一节国民经济计划⋯⋯⋯⋯⋯⋯⋯⋯⋯⋯⋯⋯⋯⋯⋯⋯⋯⋯(217)

第二节财政⋯⋯⋯⋯⋯⋯⋯⋯⋯⋯⋯⋯⋯⋯⋯⋯⋯⋯⋯⋯⋯(223)

第三节‘税务⋯⋯⋯⋯⋯⋯⋯⋯⋯⋯⋯⋯⋯⋯⋯⋯⋯⋯⋯⋯⋯(239)

6第四节+工商管理⋯⋯⋯⋯⋯⋯⋯⋯⋯⋯⋯⋯⋯⋯⋯⋯⋯⋯⋯⋯(266)

第五节金融⋯⋯⋯⋯⋯⋯⋯⋯⋯⋯⋯⋯⋯⋯⋯⋯⋯⋯⋯⋯⋯(269)

第十一章农业 ’’

·．第一节农业体制⋯⋯⋯⋯⋯⋯⋯⋯⋯⋯⋯⋯⋯⋯⋯⋯⋯⋯⋯⋯(273)

第二节农业结构⋯⋯⋯⋯⋯⋯⋯⋯⋯⋯⋯⋯⋯⋯⋯⋯⋯⋯⋯⋯(279)

第三节种植结构⋯⋯⋯⋯⋯⋯⋯⋯⋯⋯⋯⋯⋯⋯⋯⋯⋯⋯⋯⋯(282)

、第四节农作物种类⋯⋯⋯⋯⋯⋯⋯⋯⋯⋯⋯⋯⋯⋯⋯⋯⋯⋯⋯(286)

第五节土地利用与土地复垦⋯⋯⋯⋯⋯⋯⋯⋯⋯⋯⋯⋯⋯⋯⋯(293)

——2——



目 +录

···················-····-·························(294)

··················································(295)

第三节水产养殖⋯⋯⋯⋯⋯m⋯⋯⋯⋯一⋯⋯⋯⋯⋯⋯⋯⋯⋯(324)，

第四节品种改良⋯⋯⋯⋯⋯⋯⋯⋯⋯⋯⋯⋯⋯⋯⋯⋯⋯⋯⋯⋯(327)

·’第五节疫病防治⋯⋯⋯⋯⋯⋯⋯⋯．．-．⋯⋯⋯⋯⋯⋯⋯⋯⋯⋯⋯(328)

第十四章、水利一。
‘

，‘一【
j j·

第一节河 流⋯⋯⋯⋯⋯⋯⋯⋯⋯⋯⋯⋯⋯⋯⋯⋯⋯⋯⋯⋯(333)

第二节水资源开发与利用⋯⋯⋯⋯⋯⋯⋯⋯⋯⋯⋯⋯”⋯⋯⋯·(335)

第三节水土流失与治理‰⋯⋯⋯⋯⋯⋯⋯⋯⋯⋯⋯⋯⋯⋯⋯⋯(344)

一第四节水利资源管理⋯⋯⋯⋯一⋯⋯⋯⋯⋯⋯⋯⋯⋯⋯⋯⋯⋯(345)
’

第五节水利与生产发展⋯一⋯⋯⋯⋯⋯⋯⋯⋯⋯⋯⋯⋯一⋯⋯(347)

第十五章。工业
‘ ‘⋯j 。一 ‘⋯ ⋯。：

第一节驻镇工业⋯⋯⋯⋯⋯⋯⋯⋯⋯⋯⋯⋯⋯⋯⋯⋯⋯⋯⋯⋯(348)

第二节村镇工业⋯⋯⋯⋯⋯⋯⋯⋯⋯⋯⋯⋯⋯⋯⋯⋯⋯⋯⋯⋯(351)

第十六章交通邮电

第一节交 通⋯⋯⋯⋯⋯⋯⋯⋯⋯⋯⋯⋯⋯⋯⋯⋯⋯⋯⋯⋯(360)

第二节邮政电信⋯⋯⋯⋯⋯⋯⋯⋯⋯⋯⋯⋯⋯⋯⋯⋯⋯⋯⋯⋯(368)

第三节电 力⋯⋯⋯⋯⋯⋯⋯⋯⋯⋯⋯⋯⋯⋯⋯⋯⋯⋯⋯⋯(369)

第十七章镇村建设 ．

第一节镇区建设⋯⋯⋯⋯⋯⋯⋯⋯⋯⋯⋯⋯⋯⋯⋯⋯⋯⋯⋯⋯(372)

第二节村寨建设⋯⋯⋯⋯⋯⋯⋯⋯⋯⋯⋯⋯⋯⋯⋯⋯⋯⋯⋯⋯(375)

第十八章商贸

一3 l f，
f≥

、，、_、、，、，、，

，。、，、，

7

8

3

4

7

8

3

9

9

0

0

0

0

L

2

2

3

3

3

3

3

，k，L，I、，k，L

t，k，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轿子山镇志
-_l-l_I=目l_E==自=自目目I-●_目I目_I●___={t=E_lll目％=目__l___●l_E-I__-_

第一节个体商业⋯⋯⋯⋯⋯⋯⋯⋯⋯⋯⋯⋯⋯⋯⋯⋯⋯⋯⋯⋯(378)

第二节供销合作社⋯⋯⋯⋯⋯⋯⋯⋯⋯⋯⋯⋯⋯⋯⋯⋯⋯⋯⋯(380)

第三节粮油经营⋯⋯⋯⋯⋯⋯：⋯⋯⋯⋯⋯⋯⋯⋯⋯⋯：⋯⋯⋯。(383)

第四节食品购销⋯⋯⋯⋯⋯⋯⋯⋯⋯⋯⋯⋯⋯⋯⋯⋯⋯⋯⋯⋯(385)

，第五节市 场⋯⋯⋯⋯⋯．．．⋯⋯⋯⋯⋯⋯⋯⋯⋯⋯⋯．⋯⋯⋯(386)

第十九章教育卫生 。-一．

，第一节教育⋯⋯⋯⋯⋯⋯⋯⋯⋯⋯⋯⋯⋯⋯．．．j⋯⋯⋯⋯⋯“(388)

第二节卫生⋯⋯⋯⋯⋯⋯⋯⋯⋯⋯⋯⋯⋯⋯⋯⋯⋯⋯⋯⋯⋯(416)

第二十章文化科技体育。 ，，

一、
’．’

第一节文化⋯⋯⋯⋯⋯⋯⋯⋯⋯⋯⋯⋯⋯⋯⋯⋯⋯⋯⋯⋯⋯(421)

第二节科技⋯⋯⋯⋯⋯⋯⋯⋯⋯⋯⋯⋯⋯⋯⋯⋯⋯“j⋯⋯⋯(435)

第三节体育⋯⋯⋯⋯⋯⋯⋯⋯⋯⋯⋯⋯⋯⋯⋯⋯⋯．．．⋯⋯⋯(439)

第二十一章人民生活 一1 ’、 。7

第一节农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441)

第二节城镇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j⋯⋯⋯‘(446)

第二十二章民俗方言

．第一节民俗⋯⋯⋯⋯⋯⋯⋯⋯⋯⋯⋯⋯⋯⋯⋯⋯⋯⋯⋯⋯⋯(448)

，第二节方言⋯⋯⋯⋯⋯⋯⋯⋯⋯⋯⋯⋯⋯⋯⋯⋯⋯⋯⋯⋯⋯(452)

人物⋯⋯⋯⋯⋯⋯⋯⋯⋯⋯⋯⋯⋯⋯⋯⋯⋯⋯⋯⋯⋯⋯⋯⋯一．⋯⋯⋯。(460)

附录⋯⋯⋯⋯⋯⋯⋯⋯⋯⋯⋯⋯⋯⋯⋯⋯⋯⋯⋯⋯⋯一⋯⋯⋯j⋯⋯⋯(474)

编后记⋯⋯⋯⋯⋯⋯⋯⋯⋯⋯⋯⋯⋯’⋯⋯⋯⋯⋯⋯⋯⋯⋯⋯⋯⋯⋯⋯(481)

·-——4·-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痒

在党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

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作为西秀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又一力作的《轿子山镇志》，经过编纂组织者和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终于

编修成书，付梓问世之际，编者力邀作序。

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瑰宝，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世界

文化丛林中的奇葩。地方志“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功能，对于我们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o“当今世

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

出”，因此，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

明建设的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o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盛世，编修好地方志书，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

历史赋予的重任o 一
．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编修地方志，把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载‘

入青史，是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职责。同时，

还应当本着求修志之真，务科学的发展之实的要求，利用和发挥好地方志这样

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的重要作用，认真开展好读志用志、教化当代的活动。只

有这样，才符合党委、政府组织修志的主旨，才不负广大编修人员的艰辛努力。

世纪之初，《轿子山镇志》编修出版，此为轿子山镇先进文化建设之一件大

事。作此短文，以为祝贺。是为序。

中共安顺市委常委、西秀区委书记杨洪俊
‘

2004年3月26日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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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

序 二

，r

‘

’、 《轿子山镇志》即将付梓，邀我为之作序，盛情难却o

《轿子山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记述了轿子山镇

从自然到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编纂地方志，旨在资政、存史、教化。有了这部书，可以窥见轿子山镇历史

和现状的真实概貌，看到这里的先民和今人的艰苦奋斗精神，看到一方热土上

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成

就。同时。也可以看到轿子山镇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坎坷与曲折，从而探究各

种工作的得失，以便在西部大开发中进一步发挥轿子山镇的优势，聚集各方面

力量建设轿子山镇的美好家园o。 。

．

．《轿子山镇志》出版问世，它的意义重大深远，值得庆贺。我感谢编志人员

的辛勤劳动，为轿子山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于《轿子山镇

志》在方志中的地位，以及它的特色、优点等自有方家慧眼识之，又焉待余之赘

言。是为序o j
，

一2一

中共西秀区委副书记、西秀区人民政府区长侯晏

2004年3月28日

j

●



序 三

i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

的伟大进程中，《轿子山镇志》印刷出版了，这是轿子山镇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大事，是轿子山镇党委、政府对轿子山镇人民所作的历史贡献，值得庆贺!

。编修《轿子山镇志》旨在宣传轿子山镇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艰苦奋斗、奋发

强的精神，宣传轿子山镇境内各族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

20多年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通过《轿子

镇志》的出版发行和问世，让社会各界了解轿子山镇，使更多的仁人志士认

轿子山镇，宣传轿子山镇，振兴轿子山镇o “． ‘．。

《轿子山镇志》编纂始于2002年8月，历时一年有余，志书史料丰富翔实，

观地反映了千百年来轿子山镇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进程。在资金极为困难

情况下，镇党委、政府积极筹集资金，协调相关部门给予人力、物力支持。编

组的同志们，冒着严寒酷暑，走村串寨500余次，到档案馆查阅资料百余次，

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得《轿子山镇志》得以顺利完成o、

在组织编纂《轿子山镇志》工作中，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严格遵循

纂地方志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实事求是地记载、叙述轿子山镇境内自然、政

、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鲜明地突出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做到思想性、

学性、资料性相统一，使《轿子山镇志》成为一部进行镇情教育，爱国、爱党、

乡教育的乡土教材o ，

； ·-『

回首轿子山镇先民和今人所创建事业的艰辛与辉煌，这是轿子山镇人民

不懈追求、不断创造、奋发攻坚、开拓进取的执着写照。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

历史的任何成功与失败，都是作为我们今天所要借鉴和参考的宝贵财富，希望

通过《轿子山镇志》，达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目的。

r-r，

t’“

，

，． ．中共西秀区区委委员、轿子山镇党委书记李才荣

．一‘ 、 200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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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镇党委、政府积极调配人、财、物，为做好编纂工作提供后勤保

障，编纂组的同志们克服重重困难，走村入户，常常误餐，毫无怨言，其敬业精

神令人感动o ’

编纂地方志，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轿子山镇志》采用章节结构，略古详

今，脉络清晰，史料丰富，较系统地记述了轿子山镇的历史沿革、自然风物、政

权、军事、公安司法、经济管理、工业、农林水牧渔、文化、体育、卫生、人口民族、

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和历史变迁o

编修《轿子山镇志》，目的在于以史为鉴，教育后人，启迪未来，更在于抢救

活资料，挖掘境内文化，探明境内潜力，激发爱国、爱党、爱乡之情，为轿子山镇

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 。

抚今追昔，轿子山镇人民将以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进取力

量，使轿子山镇再创新的业绩、再铸新的辉煌。

中共轿子山镇委员会副书记、轿子山镇人民政府镇长 张忠

’， 2004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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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

述轿子山镇的历史，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主要记述轿子山镇人民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过程，记述的重点

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境内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翻天覆

地的巨大变化。

三、记事上溯至古代，下迄2002年。对2003年轿子山镇境内的人和事，

略述于志后。图片收录至出版前。

四、内容采用章节体例，节下设目，按概述、大事记、各章节、人物等排列，

人物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出生曾任副科级以上实职的领导干部、受

省级(含省级部f-j)以上表彰人员、1998年以来县人大代表以及境内出生取得

博士学位和正在就读的博士生排列。

五、纪年除专指外，均为20世纪和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实际计算从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顺，接收民国时期的县

政权始。历史地名用当时称谓并括注今名，现地名使用1980年地名普查核准

之名o

六、主要资料来源于西秀区档案局馆藏资料、《安顺县组织史》、《安顺市

志》、《安顺民族志》、本镇档案资料以及实地核查的口碑资料。文字材料经过

严格考证、鉴别、审定，除部分行文需随文作必要注明外，一律不注明出处o

七、统计数字以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未公布的，运用有关职能部门审核

提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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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

轿子山镇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部，总面积84．27平方公里，东临西

秀区蔡官镇，南靠西秀区东关办事处，西接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宋旗镇和普定

县自岩镇，北走普定县猫洞乡。镇政府所在地跳蹬场村，距安顺市中心10公

里o，全镇有耕地面积24383亩，非耕地面积7315亩o ，
，

2002年，全镇有37个村民委员会，212个村民组，119个自然村，1个居民

委员会。总户数11044户，总人口51458人，其中农业人口47533人，占总人

口的92％o境内居住着汉、苗、回、白、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有12864人，

占总人口的25％o 一．

．

今镇境，春秋时为群舸国辖地，战国为夜郎地，秦汉属象郡夜郎县。三国、

两晋时隶群舸郡，南朝隶属夜郎谈指县。唐武德元年(618)，初属彝族之播勒

部即普里部所属之罗甸国，至宋代仍属罗甸国，元至元十五年(1278)属云南行

省普定安顺州，元末属贵州宣慰司普定土府安顺州。元大德七年(1303)，隶属

普定府，明万历三十年(1602)，隶属安顺军民府。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隶

属安顺府。民国3年(1914)，改安顺府为安顺县，隶属安顺县o 1958年，置安

顺市，县、市分治至1990年，先后隶属安顺县、安顺市o 1991年至1999年，隶

属安顺市o 2000年撤市设区后，隶属西秀区。 ．一

．‘轿子山镇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的梯级状斜坡地带，地势以镇政府所在地跳

蹬场为中心，整体东北高，西北低，呈撮箕1：1状。南部马家冲一带为珠江水系

与长江水系分水岭，海拔1420米至1541米，高差121米。西北部轿子山山

脉海拔1240米至1646米，高差406米。山脉中间凸起，呈南北走向往南部

与北部延伸，至厦耳三岔河地带形成最低点，海拔1185米；西北部石人大坡

为安顺市最高点，海拔1694．8米。中部地势平坦，海拔1401米至1420米，

高差为19米o．南部马鞍山支流，中部青山河支流和东北部千峰河在西部汇

一l—

一『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