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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县地处贵州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是个历史悠

久，山川奇秀，景色宜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资源丰

富的好地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汉、苗，布依等各族人民。由地

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资源所组成的自然环境，是人类

生息的场所，活动的舞台，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对这个自然环境

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使丰富的天然资源

得到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

1986年lOE，福泉县志编纂委员会决定编写《福泉县地理志》，

并建立了编写组。编写组的同志，广泛征集资料，查阅档案，充分利

用了“人口普查”、“地名普查”、 “农业区划”等资料成果，整理

撰稿，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现已编纂成书。全书由概述和建置沿

革、行政区划、县城及城厢镇、区乡简介、人口、地质、地貌、气候、

水文、土壤、生物资源1 1章组成，共约1 5；0-字，图片40余幅。以丰富

翔实的资料，全面地反映了福泉的地理面貌，突出了本县的地理特

点。这本《地理志》的出版问世，必将对福泉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

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美化，对“资治、存史、教化”，对福泉的建设

事业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可供广大读者了解、研究福泉作参考。

《地理志》编写中，得到贵州省档案馆、省地方志办公室资料

室、福泉县政府办公室、县区划办公室、县气象站、县统计局、县档

案馆、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县地名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提供了

大量的文字资料。福泉县志编纂委员会在1 988年4月27—28日于县城

召开了审稿会。县志编委常务副主任邵如松主持会议，黔南州史志办

主任李华、编辑程新华，州委宣传部科长谢从顺前来参加了会议；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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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琨、副县长扬正才、县人大主任潘再礼、县政协副主席邓明泉，县

外协办公室副主任叶朝甫，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赵久贤、县统计局局长

刘金宜、县档案局局长余国斌、县林业局副局长王高远、福泉中学教导

主任徐光祥和杨超、张祖祥、向文早、马尚沅、李模生、刘仕模、黄

正芳等同志及县志办的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同志们认真阅

稿，发表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本志的修改给予热情帮助。县委书记罗

成淮和县志编委委员赵久贤还分别对地质、地貌和气候三章进行了修

改订正。县人大副主任邵如松审定了志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地理志》是志书中最古老的一个门类。它和《大事记》在志书

中有其特殊地位。《大事记》综合古今，是志书之经；《地理志》通

观全境，是志书之纬。但是，在旧志中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内容比

较单薄，记述方法也不尽妥切。现在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来编写社会主

义的《地理志》还是一种尝试。再加上我们编辑水平有限，讹误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88年10月于福泉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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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福泉县地理志》是在中共福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县志编纂委员会的直接主持下，由地理志编写组负责编写的。

二、本志为《福泉县志》的一部专志。其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

则，皆按县志编纂方案的统一规定执行。在编写中，坚持实事求是，

注意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突出地方特点，立足为福泉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县内各级领导机关实行科学决策和各部门

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本着“立足当代，侧重近现代，因事而异地上溯古代”的原

则，本志上限不限，下限到1 985年。

四、按照《福泉县志》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分工，本志主要记述福

泉县的历史地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和自然地理，侧重反映这个自

然环境的构成条件和变化状况。关于矿产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生

产建设的成就等，另有专志记载，本志不述。

五、本志由概述和十一章组成。多数章下设节，节下分目，部分

章的内容较多，目下设子目，一般按三至四个层次记述。

六、本章以文、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图表分别插入各

章节。文体主要为语体文、记述体。每章开始设无题引言，概括全章

的基本内容和作必要的说明。

七、古地名按当时的习惯称呼，并用括号注明今名。今名一律以

地名普查所公布的名称为准。由于“平越”在文中出现频繁，不再加

注“福泉”宇样。

八、历史纪年依其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年代取双重记

法。即在其年代后加括号注明公元年代。



九，本志书写文字、标点符号，度量衡单位和数字使用，皆按国

家有关规定处理。

十．1 949#1 1月21日平越县人民政府在风山镇成立，贴出了第一

张布告，并开了群众大会以此作为平越县的解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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