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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贞丰县地名录))现在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开创性，基

础性工作。很多部门和同志为本书的编纂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l

地名是区别不同地理位置、范围的标志和代号，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相互交往的一

种工具。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地名工作成为国家行政管理

和两个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是一项涉及子孙后代的事情，是人民政府

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强，涉及面广，

它与军事、外交、民政、邮电、交通、文教，新闻，出版、旅游、测绘和城乡建设等

方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地名的称呼，书写是否正确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

当，甚至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布署，我县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展了首次地名普查工

作。初步查清了全县地名的沿革和现状，并按规定处理了命名、更名、复名、无名、

俗名等方面的问题。纠正了地名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从而取得了比较完整的地名资

料。

贞丰县历史悠久，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山青水秀，石

奇洞特。贞丰的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等业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现在越来

越多的部门，团体和人士希望了解贞丰，《!}!丰县地名录》收录了行政区划、居民

地．自然地珲实体，人工建筑物，风景名胜地及具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的主要名称

和概况，将满足这方面的需要，为致力于开发贞丰资源，有志于“兴贞富民黟的人们

起到“向导’’的作用。

((贞丰县地名录》中规范处理的现行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质，不得随意更改。

今后各行各业各部门必须加强对标准地名的法律观念。有关命名，更名等事宜必须严

格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等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我们相信((贞丰县地名录》的问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互通信息，促进交

往和人民生活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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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说 明

《贞丰县地名录))是在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贵州省

人民政府有关地名管理的规定，进一步收集、整理、核定资料而编纂的。为了使我县

的地名称说正确、书写统一、加强管理，以利人民，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客观需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ffl促进交往，互通信息。在省，州人民政

府地名办公室的领导下编辑出版本书，以飨读者。

一、地名汉字书写，一律以国家颁布的通用标准汉字为准。繁体字，异体字以一

九六四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努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依据。如‘镡’，

‘¨， ‘埸，以通用字‘坛，、 ‘暗’， ‘场’为准。

二，汉语拼音注音，以普通话语音为准。如用于地名的“岜’’、“扒一、“夯刀

“平，，等布依语移音，仍保留习惯写法和方言读音，但拼写注音时则以普通话语音为

准。

三、多音异义字，地名读音如下。 “凹黟W石(洼)、“折"sh6(舌)、“跑’’

P60(刨)等。

四、非规范字如“孙"，“#"、“}沐’’字，用同音或同义字“啷万，矗迸打，

“咔’’字加以订正。

五、书写错误或失去原义的地名予以订正。如“头毛"订正为‘‘头猫"， 搿挽

南一订正为“挽澜"等。

六、同音同义字，如“冈修同“岗，，， “青}冈林刀同“青冈林刀通用。

七、同音异义字如“山垭口一不应写作“山丫I：I"，青冈林"不宜写“青杠

林’’。

八、重名大队按(81)贞府通字2l号文件更名订正。珉谷镇街道名称按(82)贞

府通字第3l号文件通知定名。

九、本录所列入I：1，面积，产量等各种数字均以1985年底统计数字为准，部分采

用整数。缺年度统计数的参考近期资料编写。

十、本书除列出百分比和数字的内容而外，一般以排列顺序表示构成的比重，前

多后少。

十一，距离的表示，县城与乡、镇等方位之间取直线距离，其他取交通里程。

十二、自然地理、历史，风景名胜等概述，尽量采用新资料、科学术语，其价值

一般不作评价和定论，仅供参考。风景名胜中选摘文章只标书名，未注作者。

十三、本录释文内容包括。地名、汉语拼音、经纬跨度、方位、四至、距离、面

积、人口、民族、隶属、辖境，行政区划，建制沿革地名来历或含义，地质、地貌、

水文，气象、土壤、生物、矿产、工农业，城乡建设、交通、文教卫生，风景名胜等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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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内容。

十四、由于时间仓促，所编内容欠详，缺点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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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贞丰县建制沿革略考

战国、秦属夜郎国地。汉初称西南夷。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群舸郡领县，

现贞丰县境西北部属谈指县，东南部属夜郎县地。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烊

舸为同亭郡，夜郎县为同亭县。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郡、县复原名。

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定“南中纾，析群舸为三郡，县地袭

属之。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地入魏禅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又析

群舸为三郡，县地属夜郎郡。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夜郎郡入置安州，八年废

入宁州。南朝宗复夜郎郡。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谈指县入琰州。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置羁縻明州，

县域隶之。开成元年(836年)阿佩内附。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封乌蛮别帅阿佩为

罗殿王，称罗殿国。五代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罗殿附楚王马希范，县地袭

属。

宗乾德五年内附，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改称罗蕃。宝味元年(1253年)置泗

城州，属之。元朝泗城州隶于湖广行省广西两江道宣慰司。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

置安隆长官司管辖。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升泗城为府。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析安顺府，

泗城府地置南笼府，割西隆州长坝地设永丰州，治长坝，归属南笼府。贞丰县地为永

车州直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移永丰州治于珉球(今贞丰县城)，别称珉

州。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九月更永丰为贞丰州，属兴义府。

辛亥革命后，1913年废州名贞丰县，属贵西道。1918年废道属兴仁行政督察区。

1937年改第三督察区领(驻安顺。1948年迁驻兴仁)1916年从安南、兴仁，关岭、册

亨县拨入插花地又划出少部归册亨。1940年析贞丰、罗甸县地设望谟县。自此贞丰县

域版图固定至今。

1949年12月24日贞丰县和平解放。1950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七团进驻

贞丰县。3月1日成立贞丰县人民政府。4月7日，成立兴仁专员公署，属之。1952

年12月4日移属兴义专区。1956年8月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8年12月撤贞

丰县并入兴仁县，属安顺专区。1961年8月复置贞丰县。1965年11YJ 13日成立贞丰布

依族苗族自治县，归兴义地区。1982年5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复称贞丰

县。

L■-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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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政区划概况和居民地名称

贞 丰 县 概 况

一、自 然 地 理

【位置】贞丰县位于贵州宇西南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匕部。北纬

25。7 7～25。447、东经105。257～105。56 7之间。东隔北盘江，清水江与镇宁、望谟相

耀，南与册亨、安龙接壤，西邻兴仁，北界关岭。南北长六十七公里，东西宽五十二

公里，面积一五O九平方公里。

【地貌】贞丰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属黔南山原、中低山峡

符区。本区受珠江向源侵蚀的影响，河谷深切，山陡流急，沟谷纵横，地貌多样。地

势由西北向东南降阶，形成多级台面，地形破碎，起伏较大。最高点为西部龙头山主

峰公龙山，海拔1966．8米，最低点为东南面的北盘江与大田河(此段习称洛凡河)交

会处，海拔324米。相对高差1642．8米，平均海拔一千米左右。西北部为中山山地，

海拔在1300米以上，山原突兀，分布一些溶蚀盆地，是县境主要水源区。中部为地势

平缓的低中山区，海拔110米左右，岩溶发商，奇峰林立，坝子洼地比较集中，是本

县重要农耕区。东、南部800米以下河谷地带‘为砂页岩侵蚀低山分布区，沟谷发育，

梁岗仲延，宜林宜牧，为本县亚热带果牧区。

本县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大小断层纵横交锵。地层较新，除部分第四纪红色牯土

沉积于河谷，槽坝、丘陵外，中生界三迭纪碳酸盐系和碎屑岩出露面积均占总面积的

85％，沉积厚度达五千四百米左右。岩性中碳酸盐系占60％，碎屑岩占40％。砂页岩

出露区多形成低山、丘陵和小型河谷盆地。石灰岩分布区多峰丛洼地，峰林谷地及石

nJ峡谷，伏流、溶洞，岩溶湖潭甚多，河谷中常见暗河泉j_；ij。全县山地l与69．46％，

丘陵占23．03％，坝子占6．50％，水面占1．01％。

【河流】河流属珠江流域北盘江水系。全县水资源总量二十多亿立了『米。北盘江

及主要支流大田河、那郎河、那么河、鲁贡河、清水江等十四条(段)河长390公里，

年均流量为487立方米／秒，迳流总量十五亿立方米。但季节分配很不平衡，丰枯期

十分明显，雨季(五至十月)占年总水量的85％。主要河段北盘江自西北环绕东南过

境十四个乡，流程93公里，落差159米。县境河流切割深，坡降大，水力蕴藏量十一

万千瓦。天然湖泊有这年、坡稿、罗丈、后海、坡哈等十六处，湖面移1475公倾，积

水量1600万立方米。地下泉水出露350多处，总量约2900公升／秒，富水段多在中西

部地区，为人畜和灌溉的主要水源之一。北盘江峡谷区及纵贯南北的岩石山地侵蚀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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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形破碎，水源贫乏。

【土地资源】全县总面积1509平方公里。利用现状：耕地为28014公顷(其中水

田9100公顷，占耕地面积的32．48％)占总面积的18．56％，园地852公顷占0．56％，

林地17394公顷占11．53％，草地53044公顷占35．15％，聚落4032公顷占2．67％，道路

228公顷占0．15％，水域15131公顷占1．01％，裸岩14244公顷占9．44％，其他(如岩

山，田地埂等)31561公顷占18．56％。全县有土面积1962000公顷(占总面积的

86．7％)，土壤分属8个土类，25个亚类，2l属，142种。土壤类型比例是：红壤占

36．38％，黄壤占27．3％，石灰土占22．66％，水稻土占儿．49％，黄棕壤占1．6l％，

其余为紫色土，沼泥土、潮土类。垂直度分布大致是：700米以下为红壤，至900米问

属黄红壤，900～1600米系黄壤，1600米以上的龙头山则是山地黄棕壤。

【气象】贞丰县具有低纬度，高海拔的地理环境，属亚热带温和湿润季风气候。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热

集中。其问，由于地势高差悬殊，东西气候差异明显。中部低中山区(海拔1100米左

右)，地势平缓，气候温和。年均气温16．6。C。最冷一月均温7．2。C，极端气温

一4．7℃，最热七月均温23．6。C，极端气温34．5℃。年降水量1400mm左右，日照1549

小时，太阳总辐射量为102．58千卡／Cm2年，≥IO。C积温5048。C，无霜期335天。东

部低山峡谷(海拔800米以下)，地形闭塞，气候温热。年均气温17．3℃，降水量

llOOmm以下，无霜期340天以上。西部中山(海拔1300米以上)，海拔高、云雨多、

日照少、凌冻大，气候温凉。年均气温14．2℃，降水量1500mm以上，无霜期265天。

本县受季风气候影响，干湿季节明显。雨季(五至十月)，多东南风，降水量占全年

的82％，常有暴雨，酿成洪涝，冬干春早时有发生，此期多偏北风。

【生物】随着阶梯式台面的变化，垂直地带性的差异，水热条件的丰富多样，动

植物资源比较齐全。北盘江河谷闭塞，热量聚积，造成热带性植物发育的良好环境。

热带种属的植被沿河谷分布，形成走廊式的沟谷季雨林。主要成分为豆科、无患子

科，楝科、桃金娘科。中部和西部属贵州高原湿性常绿栎林，云南松林及石灰岩植

被。局部残存着较好的栋林，其次还有一些樟科的种类。石灰岩常绿阀叶林破坏地带

多形成藤刺灌丛等岩溶值被，砂页岩地带则沦为革坡。

野生植物资源较为丰富，仅据龙头Ill的局部考察，生长着我国十五个植物区糸地

理成分中的十个，有上百科、二百二十多属，四百多种。珍稀植物有：桫椤， 伯乐

树，十齿花，白辛树，猫儿屎，仪花等，有起源古老的木兰，银杏，南蛇藤、五味子

等，有珍贵园林树种，尤以龙头山顶峰的苔藓矮林山茶，杜鹃为罕见，有名贵药材大

叶三七，矩梗大参，七叶一枝花等，有优良用材术荷，润阮野核桃，水青冈，中华

械等，有香樟，木姜子，nl胡椒，野漆树等油脂，芳香原料以及栲胶，密源和多种野

生水果。

珍稀动物有黑叶猴、猕猴、7苏门铃、原麝、黑鹿、鬣羚、角雉、锦鸡、灵猫、角

蟾、穿山甲等二十多种，虎．匏濒临绝迹。其他野生动物：冀I蛇、鸟、蛙，鱼类砷属也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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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主要有煤，铁，铝，金，汞，钍，铀，铂、钯l钛

和水晶，萤石，蛭石，钾盐，冰州石，石灰石、大理石，硅砂、粘土等矿藏。烟煤分

布在龙头山麓的三河，挽澜等乡，储量400万吨左右，石英砂、陶土产于西部窑上村。

铝土矿储量1200万吨(品位38—51％)，分布在东南沙坪乡境。铁矿储量约15万吨，

集中于木乡桑玩龙坡。金矿分布于东部北盘江谷和西北的大长田、木桑乡境。汞矿产

于北部的背阴坡、块鲜一带。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振兴贞丰经济的重要支柱。

二、历 史

古属夜郎，后隶群舸。 (唐]置羁縻明州，内附称罗殿国， [宋]改罗蕃，

(元)归广西两江道I (明)附安隆长官司， [清]初八泗城府。州治形成于[清]

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八月析西隆州置永丰州於长坝，筑石城于珉球(今贞丰县

城)，七年(1729年)移治。 (清]嘉庆二年九月(1797年)更州名贞丰。辛亥革命

后，一九一三年改制贞丰县。一九一六年划插花地，一九四O年割清水江会北盘江以

东地归置望谟县。自此贞丰县域固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贞丰县和平解放。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成立贞丰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撤销贞丰县并入兴仁

县，一九六一年八月复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成立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九]k--"

年五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复称贞丰县。建制历

史近二百六十年。

三，行政区划

一九八五年行政划分六区、三镇，三十四乡。珉谷镇(区级)辖氓俗、南门、左

旗办事处，城关区镭自腊、大碑、岩鱼、盘龙、和平、联合、挽澜、者塘乡，龙场区

辖龙场镇及三河，坡柳、头猫、小屯、木桑，定塘乡I者相区辖者相镇及纳窝，这

艾、平袍乡，牛场区辖牛场、平街、大长田、青冈林、顶坛乡，白层区辖毛安、坝

桥、鲁容、纳翁，皎贯、板绕乡·鲁贡区辖鲁贡，坡稿、沙坪、尼罗、板昌、弄羊

乡。

全县有行政村280个，自然村(居民点)1483个。共设10个居民委员会，66个居

民小组，280个村民委员会，1763个村民小组。55，225户，262，225人。 (其q『男性

131，100人，女性为131，125人)解放初有2．9万户，13万人。现有农业人口245567人，

农村劳动力115，356个。居住着汉、布依、苗、回、仡佬、瑶、黎、壮、侗、满等十

三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沟48．09％，少数民族中，布依族占84．2％，聚

居于鲁贡、白层，城关区，苗族占“．2％，聚居于城关，者相，龙场区。人口密度为

174人／平方公里，聚落密度为0．98个／平方公里。少数民族大部有语言，通用汉

文。

四．．城 乡 建设

【交通】县境山峦起伏，地形崎岖，解放前交通闭塞，运输困难，仅有简便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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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公里，辅以花江、白岩关古驿道和白层渡古航道，行马帮，通帆船。解放后，人民

政府迅速修建公路，发展交通事业，已建公路总长五百公里，形成以贞丰、兴北为枢

纽的交通网络，日发客车三十多班次。贞丰一断桥、贞丰一兴仁、贞丰一册亨，贞丰

一望谟、兴北一卡子等公路干线，县境内里程171公里，乡，镇一般公路28段，通车
． 里程242公里。花江大桥、大田河桥、白层码头、乐园渡口的建成，成为本县水陆交

通的重要门户。北盘江白层码头起步港，百吨级货轮通航广西东兰，机动木船北通坝

草。县内已有六区、三十一个乡镇，四百多个自然村可通车。1985年全县汽车139辆

(其中l货车122辆)，畜力车208辆，机动船4艘。货运量2．75万吨，客运量43．66

万人次。

【水利】解放后，水利电力事业发展很快，习1985年止共兴修水利工程四百多

处，其中：水库19座，山塘22处，引水工程217处，提水工程152处。形成以白坟，纳

山岗、三岔河为骨干的水利枢纽，全县总库容量2668万立方米，兴利库容1807万方，

干渠33条，长200多公里，有效灌溉面积7．26万亩，保灌面积6．5万亩。还有机灌面积

0．49万亩、电灌面积720亩。使部份乡村基本宴飒水利化。

【电力】解放后，建成小水电站35座，装机47台，总容量3558千瓦。其中那郎电

站装机6台，容量1650千瓦，升降压站各一座。输给县城及城关，龙场、者相、白层

等区的工农业和人民生活用电，贞丰县糖厂自备火电站一座，装机容量750千瓦。水

利部门还大力帮助部份缺水村镇兴修了人畜饮水工程。

【城建】贞丰县城设在县域中部的j民谷镇辖市区内。解放前面积仅0．22平方公

里，0．3万人口，1985年市区面积扩大到1．1平方公里，人口1．23万，规划到2000年人

口到2万人，面积2平方公里。驻城县、镇、区级行政事业机构80多个，工商企业40

多个，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信息的中心。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建设发展很快。现有房屋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是1949年的

6．65倍。住宅面积占59．7％，人均居住面积7．05平方米。建成解放路，建设路、民族

路三条干道，有ll条街、20条巷。道路全长8200米，面积为4．76万平方米。1978年开

始铺筑砼路面2．90万平方米，长4522米。

解放初始建48千瓦小火电厂供市区照明用。，1968年10月那郎电站建成输电。现有

供电所、降压站，工，民用电总量12200千瓦，用电普及率达98．2％。1980年兴建自

来水公司，现日供水能力1200吨，管道总长三万多米，用水普及率75％。设有6个供

水站和8处公用消火栓。

市区绿地面积lo．12公顷，复盖率为9．2％，分布于凤山、者马、菜园、居所和街

道。

主要交通为公路，设有车站、车队。通往安顺、兴仁、册亨、望谟等地公路均在

此交会。内外通讯有邮政，电报，电话，传真等。

1982年建立“城镇市容卫生管理站"。有排水沟道6682米I公厕70多个(其中专

用4个)，路灯120盏，清扫面积2．85万平方米，年清运垃圾5千多吨，市容大有改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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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教育、生卫

【教育】解放前夕，全县仅有小学27所，初级中学1所。在校生923人。解放后

教育事业发展很快，现有各类学校424所，其中：小学415所，普通中学9所(贞丰第

一中学、贞丰民族中学为完全中学，设有高中部)。在校生42286人(其中，中学生

6040人)。专任教师1941人(其中：中学教师430人)。1985年毕业生3513人。还设

有机关幼儿园和街道幼儿园各一处。

【卫生】有机构52个，床位258张，医务人员519名。县级有人民医院，卫生防疫

站、妇幼保健站等。医务人员199人，区中心卫生院6个，医务人员154人，乡卫生院

12个，医务人员37人，门诊部、所30个，医务人员101人，个体医务人员28人。

【文化】县有广播电视站、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文物所、书店、工会俱乐

部、灯光球场等。各区也有广播站、文化站。龙场、者相、糖厂建起了电影院，乡村

有放映场。

【名胜】贞丰县历史文化悠久，lJIJII秀丽多彩，风景名胜荟萃，旅游资源甚多。

景区有贞丰城名胜、三分河风：景、北盘江风光、龙山自然区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文物与景点一百多处，主要有凤山，龙头山、白岩关、四方洞、三岔河，珉球耸翠、

大碑石芽、纳格峰林，尖坡石林、纳坎石景，宰4{I城、定头城、汉墓群，万人坟、文

昌宫，清真寺、文笔塔、白层渡、“虎"摩崖、 ‘七马图’等。已列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的有马二元帅府、花江铁索桥等，还有众多的峡谷、溶洞以及珍稀动植物。随着

滇、桂、黔边区水陆交通的沟通，这里的风景名胜将会崭露头角，引入瞩目青昧。

六、经济建设

【工业】解放前仅有少量手工作坊，1985年止已有小型工矿企业25个(其中：全

民所有制20个)，工业总产值1169．8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2．22％，主要有煤

炭，电力，水泥、制糖、酿酒、陶器、玻璃、造纸和粮油加工等行业。主要产品年产

量：焦炭1万吨，原煤8万吨，发电量531万度，水泥3000吨，日用陶器674万件，红

糖1500吨，白糖1200吨，酒精200吨，植物油560吨，粮食加工50万吨。尤以窑上陶

器、小屯自棉纸，者相炮竹等手工制品和土特产品红糖、桐油等著称，畅销省内外。

贞丰县目前工业基础薄弱，但矿藏、生物和水力资源丰富，沉在着发展工业的能源和

物质优势。

【农业】耕地面积1．72万公顷(其中。田占40％，土占60％)。 (土壤普查时耕

地面积为2．8万公顷)。粮食主产稻谷、玉米、大豆、小麦、薯类等，总产量1．173亿

斤。主要经济作物产量分别为：甘蔗93．51万担，烟叶2176担，棉花107担，苡仁569

担和各种蔬菜。

农业总产值4095．5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7．78％。农村经济总收入约0．58亿

元，其中。农业占9l％，工业占5％，交通占1％，建筑占l％，商业服务占l％，

其他1％。农业内部结构比例为：种植业占59．9％，林业占5．2％，畜牧业占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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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占9．

农业

械850台。

头。

120人，有证个体饮食服务业165户289人。县共有集贸市场2l处，1985年商业商品国

内纯购进总额1083万元，销售总额2202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932万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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珉 谷 镇

珉 谷 镇 概 况

珉谷镇位于贞丰县境中部。北纬25。227至25。257，东经105。37至105。41，。处在

长贡与烟山两岭相问的平缓话坝。东接盘龙，南邻和平，西连白腊，北界大碑、岩

鱼。总而积31．87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1平方公里。境内海拔在953,----1419米之

间，年均气温16．6。C，无霜期340天左右，年均降水量1400ram。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土地肥沃，水源较好，群山乡姿，环境优美。

珉谷镇历史较久。城北珉球石为(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置明州界石，

谷地聚落古称“珉谷大寨黟。 [清]雍正七年(1729年)迁永丰州治于珉球，嘉庆二

年(1797年)更州名贞丰。1913年9月改制贞丰县治所。1930年设珉球镇，1941年更

鼎昌镇。1950年5月改称城关镇。郊区于1953年7月分设菜园、坡轰、旗洋乡，1956

年12月三乡合并为旗洋乡。1959年镇域分属城关，旗洋管理区。1961年8月复城关

镇、旗洋人民公：|!±。1984年7月城关镇、旗洋公社合并，置珉谷镇(区级)。镇人民

政府驻地一贞丰，海拔1040米。

镇辖45个居民点。设珉谷(市区)，南门、左旗(郊区)三个办事处。市区有3

条路、1l条街、20条巷，分设6个居民委员会，44个居民小组。郊区有11个行政村、

44个自然村，划分儿个村民委员会，79个村民小组。全镇5210户，20558人，其中I

市区(县城)2989户，10374人。汉、布依、苗、回、壮、侗，满、黎、仡佬等民族

杂居，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32．83％。

珉谷镇市区一贞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通、信息的中
心。本县党、政，军、民、机关团体，镇、城关区以及省、州属等一百二十多个部门

和单位均设于此。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政府努力加强城镇的公共，

公用事业的建设。现在公路交通已形成东西交叉的四条干线网络，发往贵阳，安顺、

兴义、兴仁、安龙、册亨、望谟和乡镇的客车25班次。建立起电讯、邮政，传真，电

视、广播等信息系统。兴修了道路、自来水、供电、照明等公用设施，市容卫生和园

林绿化等大有改观。市区房屋建筑面积三十多万平方米，比解放初增加6．56倍。文教

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有党校、教师进修学校、农校和普通中学三所、公民办小

学12所、幼儿园2座。有县人民医院等卫生机构7个，诊所7个，病床130张。有文

化馆，图书馆、书店、电影院、文物管理所，工会俱乐部、体育场等。

昔时仅有几家油榨，制革等手工作坊，解放后新建了电力，机械、水泥，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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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食品，酿酒，粮油，印刷、建筑、制鞋，服装等二十多个企业。商业服务有物

资，农机，百货、五金、交电，医药，石油、盐业，11杂，外贸、民贸、农资等专业

公司和旅店，照相、修理、饮食服务等行业。

镇境有东门，这旗海子，龙潭、阴潭等天然湖泊。有凤山，双贵峰，珉球耸翠、

昂蜿扑蛙、者马山林等自然景观。有文昌宫、清真寺、马二元帅府、文庙，阁楼、万

人墓等十多处文物名胜。 ，

郊区耕地面积7505亩(其中，m5348亩)。主产稻谷，小麦，油菜，蔬菜

等。1985年粮食总产51084担，油料479担，蔬菜3万担。有大牲畜1386头，生猪存

栏2902头．农业机械总动力733马力。

珉谷镇地名表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人口 民 族 备 注

珉谷镇

贞 丰

H Tng已zh吾n

zhSnf百ng

20558 汉，布依、

10374 汉，布依，

苗、回等 县，镇驻地

回、苗等

一、贞丰街道名称(市区)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隶属街委会 起点——止点

解放路

建设路

民族路

旧城街

鱼塘街

南大街

后排街

中 街

田坝街

田坝后街

水井街

晓 街

新市街

油榨街

四、二街

四、五街

五、六街

三 街

．
三 街

一 街

一 街

二 街

二 街·。_●¨

二 街

四 街

五 街

五 街

六 街

道班—一大西门

食品公司一糖科所
花牌坊一酒厂
珉球石——自塘

鱼塘一十字街
十字街一南门
白泥市——敞坝上

十字街一大西门
联合诊所——小西门

田坝街一清真巷
解放路一建设路
新市街一食品公司
大西门一小西门
小西门一水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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