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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变我县地名上长期存在的混乱现象，能为政府各

部门及各行各业提供科学的地名资料，在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结束以后，我们编印了《平坝县

地名录》。

《平坝县地名录》共收集各种地名2042条，主要分做文，图，表三种形式及少量照片。

文包括县及各公社概况；图分作县及各公社地名图；表包括全县所有的自然村寨及废村名

称；主要的山峰、洞穴，河流．水库，桥梁、渡口，地片地名和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及各级

农，林，牧，茶场．这些标准地名，是在公社普查．区县两级验收，最后经省，地两级共阿

验收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黔发(19so)192号文件，进行规范化．标

准化处理后形成的。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均以此为准，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随意更改。

今后地名的更改，必须按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黔发(1980)192号文件及有关规定办

理。

《平坝县地名录》中的人口，面积，粮食产量等经常变动的数字，仅作有效参考；地名

图中的各种界线，均不作为修改区戈Ⅱ的划分标志，仅作参考；我县境内国防系统的企事业单

位，依据黔发(1980)192号文件精神，没有进行普查和登记。

《平坝县地名录》是建国以来我县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名资料，由于各方面都缺乏经

验，必然会存在许多问题，希各使用单位予以批评指正。

平坝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目 录

l·县地名图⋯⋯⋯⋯⋯⋯⋯⋯⋯⋯⋯⋯⋯⋯⋯⋯⋯⋯⋯⋯⋯⋯⋯⋯⋯⋯⋯(1)

2．平坝县概况⋯⋯⋯⋯⋯⋯⋯。⋯⋯⋯⋯⋯⋯⋯⋯⋯⋯⋯⋯⋯⋯⋯⋯⋯⋯⋯(1)

3．城关镇⋯⋯⋯⋯⋯⋯⋯⋯⋯⋯⋯⋯⋯⋯⋯⋯⋯⋯⋯⋯⋯⋯⋯⋯⋯⋯⋯⋯(3)

4．朝田公社⋯⋯⋯⋯⋯⋯⋯⋯⋯⋯⋯⋯⋯⋯⋯⋯⋯⋯⋯⋯⋯⋯⋯⋯⋯⋯⋯(7)

5．五里公社⋯⋯⋯⋯．．．⋯⋯⋯⋯⋯⋯⋯⋯⋯⋯⋯⋯⋯⋯⋯⋯⋯⋯⋯⋯⋯⋯(9)

6．槎白公社⋯⋯⋯⋯⋯⋯⋯⋯⋯⋯⋯⋯⋯⋯⋯⋯⋯⋯⋯⋯⋯⋯⋯⋯⋯⋯⋯(11)

7．平林公社⋯⋯⋯⋯⋯⋯⋯⋯⋯⋯⋯⋯⋯⋯⋯⋯⋯⋯⋯⋯⋯⋯⋯⋯⋯⋯⋯(13)

8．肖家公社⋯⋯⋯⋯⋯⋯⋯⋯⋯⋯⋯⋯⋯⋯⋯⋯⋯⋯⋯⋯⋯⋯⋯⋯⋯⋯“(15)

9．路塘公社⋯⋯⋯⋯⋯⋯⋯⋯⋯⋯⋯⋯⋯⋯⋯⋯⋯⋯⋯⋯⋯⋯⋯⋯⋯⋯⋯(17)

lo．齐伯公社⋯⋯⋯⋯⋯⋯⋯⋯⋯⋯⋯⋯⋯⋯⋯⋯⋯⋯⋯⋯⋯⋯⋯⋯⋯⋯⋯(19)

l 1．下坝公社⋯⋯⋯⋯⋯⋯⋯⋯⋯⋯⋯⋯⋯⋯⋯⋯⋯⋯⋯⋯⋯⋯⋯⋯⋯⋯⋯(23)

12．摆捞公社⋯⋯⋯⋯⋯⋯⋯⋯⋯⋯⋯⋯⋯⋯⋯⋯⋯⋯⋯⋯⋯⋯⋯⋯⋯⋯⋯(25)

13．十字公社⋯⋯⋯⋯⋯⋯⋯⋯⋯⋯⋯⋯⋯⋯⋯⋯⋯⋯⋯⋯⋯⋯⋯⋯⋯⋯⋯(27)

14．九甲公社⋯⋯⋯⋯⋯⋯⋯⋯，．．⋯⋯⋯⋯⋯⋯⋯⋯⋯⋯⋯⋯⋯．．．⋯⋯⋯⋯(31)
，

15．夏云公社⋯⋯⋯⋯⋯⋯⋯⋯⋯⋯⋯⋯⋯⋯⋯⋯⋯⋯⋯⋯⋯⋯⋯⋯⋯⋯⋯(35)

16．天龙公社⋯⋯⋯⋯⋯⋯⋯⋯⋯⋯⋯⋯⋯⋯⋯⋯⋯⋯⋯⋯⋯⋯⋯⋯⋯⋯⋯(37)

17．高田公社⋯⋯⋯⋯⋯⋯⋯⋯⋯⋯⋯⋯⋯⋯⋯⋯⋯⋯⋯⋯⋯⋯⋯⋯⋯⋯⋯(39)

18．大屯公社⋯⋯⋯⋯⋯⋯⋯⋯⋯⋯⋯⋯⋯⋯⋯⋯⋯⋯⋯⋯⋯⋯⋯⋯⋯⋯⋯(41)

19．凤凰公社⋯⋯⋯⋯⋯．『．⋯⋯⋯⋯⋯⋯⋯⋯⋯⋯⋯⋯⋯⋯⋯⋯⋯⋯⋯⋯⋯(44)

20．架布公社⋯⋯⋯⋯⋯⋯⋯⋯⋯⋯⋯⋯⋯⋯⋯⋯⋯⋯⋯⋯⋯⋯⋯⋯⋯⋯⋯(47)

21．挂多公社⋯⋯⋯⋯⋯⋯⋯⋯⋯⋯⋯⋯⋯⋯⋯⋯⋯⋯⋯⋯⋯⋯⋯⋯⋯⋯⋯(49)

22·-金银公社⋯⋯⋯⋯⋯⋯⋯⋯⋯⋯⋯⋯⋯⋯⋯⋯⋯⋯⋯⋯⋯⋯⋯⋯⋯⋯⋯(51)

23．羊昌公社⋯⋯⋯⋯⋯⋯⋯⋯⋯⋯⋯⋯⋯⋯⋯⋯⋯⋯⋯⋯⋯⋯⋯⋯⋯⋯⋯(55)

2二．蒙古公社⋯：⋯⋯⋯⋯⋯⋯⋯⋯⋯⋯⋯⋯⋯⋯⋯⋯⋯⋯⋯⋯⋯⋯⋯⋯⋯”(59)



25．活龙公社⋯⋯⋯⋯⋯⋯⋯⋯⋯⋯⋯⋯⋯⋯⋯⋯⋯⋯⋯⋯⋯⋯⋯⋯⋯⋯⋯(61)

26．乐歌公社⋯⋯⋯⋯⋯⋯⋯⋯⋯⋯⋯⋯⋯⋯⋯⋯⋯⋯⋯⋯⋯⋯⋯⋯⋯⋯⋯(65)
． ，，

27．马场公社⋯⋯⋯⋯⋯⋯⋯”；⋯⋯⋯⋯⋯⋯⋯·，：⋯⋯⋯⋯⋯⋯⋯⋯⋯⋯⋯(69)

28．平寨公社⋯⋯⋯⋯⋯⋯⋯⋯⋯⋯⋯⋯⋯⋯⋯⋯⋯⋯⋯⋯⋯⋯⋯⋯⋯⋯⋯(73)

29．马路公社⋯⋯⋯⋯⋯⋯⋯⋯⋯⋯⋯⋯⋯⋯⋯⋯⋯⋯⋯⋯⋯⋯⋯⋯⋯⋯⋯(75)

30．林卡公社⋯⋯⋯⋯⋯⋯⋯⋯⋯⋯⋯⋯⋯⋯⋯⋯⋯⋯⋯⋯⋯⋯⋯⋯⋯⋯⋯(77)

3l。企事业单位名称表⋯⋯⋯⋯⋯⋯⋯⋯⋯⋯⋯⋯⋯⋯⋯⋯⋯⋯⋯⋯⋯⋯⋯(79)

32．河流名称表⋯⋯⋯⋯⋯⋯⋯⋯⋯⋯⋯⋯⋯⋯⋯⋯⋯⋯⋯⋯⋯⋯⋯⋯⋯⋯(81)

33．水库，沟渠名称表⋯⋯⋯⋯⋯⋯⋯⋯⋯⋯⋯⋯⋯⋯⋯⋯⋯⋯⋯⋯⋯⋯⋯(82)

34．井．泉，桥梁．渡口名称表⋯⋯⋯⋯⋯⋯⋯⋯⋯⋯⋯⋯⋯⋯⋯⋯⋯⋯⋯(84)

35．山峰、洞穴、山隘．地片名称表⋯⋯⋯⋯⋯⋯⋯⋯⋯⋯⋯⋯⋯⋯⋯⋯⋯(86)

36．名胜古迹、纪念地名称表⋯⋯⋯⋯⋯⋯⋯⋯⋯⋯⋯⋯⋯⋯⋯⋯⋯⋯⋯⋯(95)

37．照片⋯⋯⋯⋯⋯⋯⋯⋯⋯⋯⋯⋯⋯⋯⋯⋯⋯⋯⋯⋯⋯⋯⋯⋯⋯⋯⋯⋯⋯(97)

38．平坝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农村大队和城关镇街、路、巷标准名称

的通知⋯⋯⋯⋯⋯⋯⋯⋯⋯⋯⋯⋯⋯⋯⋯⋯⋯⋯⋯⋯⋯⋯⋯⋯⋯⋯⋯⋯(“7)

39．废村名称表⋯⋯⋯⋯⋯⋯⋯⋯⋯⋯⋯⋯⋯⋯⋯⋯⋯⋯⋯⋯⋯⋯⋯⋯⋯⋯(125)
o

，

40．平坝县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129)

41．编后语⋯⋯⋯⋯⋯⋯⋯⋯⋯⋯⋯⋯⋯⋯⋯⋯⋯⋯⋯⋯⋯⋯⋯⋯⋯⋯⋯⋯(1so)

J‘2．《平坝县地名录》编辑人员名单⋯⋯⋯⋯⋯⋯⋯⋯⋯⋯⋯⋯⋯⋯⋯⋯⋯(f3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平坦县概况

平坝县位于贵州省中部，东距贵阳六十五公里，西至安顺四十公里。全县辖区在东经

105。59r至106。34t，北纬26。15t至26。37t之间．总面积997平方公里．东接贵阳，西抵织金，

南连安顺，长顺，北：临清镇。东西长58公里，南北宽41公里．境内西北部属高山地带，东南属

丘陵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山区约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左右。多石灰岩，

因而形成了许多洞穴．峡谷和小块坝子．全县最高点是下坝公社的大云坡，海拔1645．6米，

最低点是齐伯公社窑上西部的河床，海拔963米。全县平均海拔高度为1296米。一年四季气

候温和，宜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冬晴则暖，夏雨则凉，是全县气候的主要特征。年平均温

度为14·4。C，最冷月(一月)的平均温度为4。C，最热月(七月)的平均温度为22．6。C，全

年无霜期平均为2 74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230毫米．春旱和冰雹为农业的主要灾害。

平坝县历史悠久，据旧县志记载：夏时为梁州南裔，商时为荆州西南齑，又称鬼力，局

时为群柯夜郎越园地，秦汉时，与安顺，镇宁，广顺等地并称为夜郎县；汉朝和南朝时，与

清镇统称并渠县，南朝时称广谈县，隋时，与安顺，镇宁、清镇、广顺诸县合称宾化县；唐

宋时期，名为应江县，元代称为东溪，后改名为卢唐三寨，明洪武二十三年设平坝卫，清康

熙二十六年，改卫设县为安平县，民国三年，因与云南安平厅和直隶安平县重名，遂改名为

平坝县。平坝，为“地多平旷”之意。

平坝县城关镇，是全县最高党政机关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下辖五

区一镇，二十七个公社，一百九十三个大队，一千一百二十二个自然村，四万三千余户，近

二十六万人口。主要居住着汉．苗，回．布依、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强．全县耕地总面积为二十八万余亩，其中田占一半以上，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和油菜，

兼作部分烤烟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平均年产量为一亿二千余万斤，为解放初期粮食产量的二

倍。

县内河流较多，水源充沛。主要河流有：撕拉河，乐平河．羊昌河．麻线河，马场河等，

均属乌江水系。除撕拉河流经清镇汇入乌江外，其余都汇入红枫湖。沿河地区为我县的主要
产粮地区。

我县有较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通过建国三十二年的建设，大大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

貌．现全县有十万方以上水库34座，百万方以上的水库四座，总库容一千万方以上。有效灌

溉面积达九万余亩，比建国初期提高了百分之九十。著名的羊昌河水利工程，干，支渠总长近

八十公里，自流灌溉二万余亩良田。再加星罗棋布的提灌机械，农业水利化水平空前提高，为

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县于一九七六年建成三十五仟伏安变电站一座，槊设十仟伏线

路五条，总线路长达二百四十多公里，使所有公社和绝大部分大队都通了电，农村机械装机

总容量达三万多碰。另外有小水电站三座，六台发电机组，装机容量达六百七十五．旺，初步

解决了边缘山区的照明和农副产品加工用电．全县有各种大中型拖拉机三百八十七台．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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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三万余亩，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全县森林面积达三十三万亩，其中人造林二十二万多亩，森林复盖面达22％．这些年

来，社队林场发展较快，现有十七个社办林场，103个大队林场。凤凰公社林场，林地面积

达8500余亩，是全县的社队林场标兵，曾多次受到省，地有关部门肭表扬和奖励，一九七八

年受到农林部的嘉奖，八。年被评为全国农业战线的标兵，成为全省和全国林业战线的先进

单位。

全县工业也有较大发展。有农机．建材、煤炭、交通、轻工等企业二十三个，年总产值

达七百一十万元；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全县有各类社队企业共五百九十七个，职工人数达五

千多人。县内矿藏丰富，盛产煤炭，并有赤铁、硫铁、铝钒二匕，大理石、重晶石，方解石，高

岭土、硅石等，蕴藏量较大，品位较好，为全县社队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随着社队企业

的发展，这些矿藏不断开采外运，有的远销国外。平坝洒厂出产的平坝窖酒，属贵州名酒，

最近被商业部浮为优质产品，年产百吨以上，畅销省内外。

金县交通网通八达，贵昆铁路和滇黔公路横贯全县的四区一镇。县内公路十四条，总长

一百七十六公里。有各种汽车一百三十多辆，各公社、大队及部分生产队，都通了汽车，这

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教事业发展迅速，建国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中，学生百余人，现在有完中五所．中

等专业学校两所，在校学生达近万人；小学共二百五十一所，在校学生达三万余人。为搞好

幼儿教育，县城还办起了幼儿园和托』乙所。

卫生事业也突飞猛进，县有中心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区有卫生院、社有卫

生所，大队有赤脚医生，从上到下有一整套的卫生医疗机构。全县共有专职医务人员共三百

余人，病床一百二十多张，基本扭转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

城镇建设也焕然一新，办起了自来水，铺了柏油路，修建了一系列文化商业设施。人民

的物员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

平坝历史悠久，有许多古老的文化遗产。金银公社汉遗址营盘顶，平坝汉墓群，被列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云飞虎山的石器，马场六朝墓出土的古陶，下坝的棺材洞等等，均具

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高峰山寺庙，曾为西南四大名山之一，驰名省内外，始建于明永乐十二年，山势险要，

风景秀丽。相传是明建文帝出游于此遂建此腐，并亲写“西来面壁”四字，雕刻于石壁之

上，至今尚在。据有关历史记载，高峰山有八景之说，可惜现已成废墟一片。

另有天台山寺庙，是我县仅存的名胜之一，此山平地起拔，群山环绕，形势险峻，风景

幽雅。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寺内诗词歌赋，碑文对联镌刻予石，比比皆是，均出名人之

作。山门上有一佳联云： “云从天出天然奇峰天生就；月照台前台中胜景台上观”。相传吴

三桂赴云南途中，曾宿于此，并赠有象牙朝笏、朝服，腰刀和金香炉等物于该寺以作纪念。

天台山古寺，因年久失修，已支离破碎，幸断壁残垣尚存，现正在筹划修缮之中。

其余名胜，如信泉、珠泉，温泉等等。概不一一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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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平坝县中部，西傍天马山，东临东门河，镇前为一片较大的坝子．属丘陵地

带，贵昆铁路由镇南通过，滨黔公路由镇中穿行，县内公路均由此镇向各区社延伸。该镇东

距贵阳66公里，西至安顺40公里，交通十分方便，四周与金银，夏云，十字，朝田、五里等

公社为邻，总面积为l 6平方公里。

据安平县志云：该镇元以前称东溪，元十七年改为芦唐三寨，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

年)设平坝卫，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卫设县，为安平县安平镇，民国三年为平

坝县安平镇，建国后，改名城关镇，1958年成立公社时为城关公社，1972年复为城关镇。

该镇为平坝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级机关所在地。全镇设一个派出所，四个居

委会，有2JI条街巷，另有八个大队，十一个自然村，约二万人，居住汉、回，苗，布依等

族。·全镇有耕地六千六百余亩，主产水稻．玉米，蔬菜等，粮食产量达三百多万斤。

该镇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宜予各种农林作物的生长。全镇五千余亩荒山均

已绿化，成林面积达二千五百余亩，分为一个镇办林场：七个队办林场。镇办拖拉机站有汽

车三部，拖拉机24台；还办有综合厂、砂厂，陶瓷厂，缝纫厂，铸造厂，基建队，运输队等

企业；有理发，钟表，商店等服务行业，在职人员达350多人。

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镇现有中小学十所，幼儿园四所，在校学生小学为51个

班2635人，初中26个班1450人，高中8个班422人。该镇除县医院外，还办有镇卫生所．并设

有环境卫生管理站。

该镇市镇建设也有较快的发展，修建了柏油马路，改造了地下水道，办起了自来水厂、

楼房林立，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

安平县志云该镇有八景之说，但均不复存在，仅存西街钟鼓楼一座(又名水星阁)．现

东街尽头有一烈士陵园，为纪念解放平坝的烈士而立，今为人们喜爱的娱乐场所之·．．

城关镇地名表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j-音 ，民 ．族人 口 别 名· 备

城关 镇 Ch6ng‘uan Zh色n

东街居委会D6ngjle Jnw芒ihui

南街居委会 Nanjle JQwelhu i

汉，布依，

苗．回

汉、苗．回

布依’

汉．回

19283 安平镇 区级镇

2837

2362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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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民 族人 口 别名 备 注

西街居委会

北街居委会

复兴路

赵家湾

黄家街

中 山 路

金家 湾

顺 城巷

自 强 路

环城东路

环城北路

县府路

炮仗街

王家 巷

江西巷

张家

新市

城皇

文明

永福

大井

信泉

三星

五德

浪筛

环城西

中山大

代 官

塔山大队

官 乡

新 寨

塔 山

顺城巷

城北大队

顺城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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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ie J覆weihul

B色ijle Jfiwg ihu i

FOxing Ln

Zhaojia Wan

Huangjia Jie

Zhongshan Ld

Jinila Wan

Shfinch6门g’Xi ang

Ziqi直ng Ld

HuAncheng Dongld

Huanch6119 B6 il乜

Xi直11fd Ld

Paozhang J ie

Wgtngjia Xiang

JiangxI xiang

ZhangjiA Wan

XIashi Jie

Chenghuang Miao

Wdnming Ln

Y6ngfa Xi ang

Dajingkan

Xingqu直n Ln

Sanxing Jie

Wnde Xiaag

LangshaijIng

Huanch亡ng Xzla

Zhongshan Dadul

Daigua n’

Tashan Dadu i

Guanxiang

Xinzhai

Tgshan

Shfinch6ngxlang

Chengb6 i Dadui

Shfinch6ng Dadul

汉 2474

汉，苗，布依4535

汉，布依．

菌，回

汉，苗

汉，布依，苗

苗、汉

苗．汉，布依

苗，汉

苗i汉

汉、苗

汉，苗、布依

1095

380

840

368

1舱

190

l 62

1265

086

门牌l一10l

门牌1--42

门牌1--70

门牌1—127

门牌l一39
门牌1--46

门牌l一233

2一134

2—54

2一144

2一160

门牌l一52

门牌l—163 2—2l 2

门牌1--37 2--62

门牌I--12

门牌1—64

门牌1--48

门牌1—77 2--1 60

门牌l一10

门牌1—285 2—332

门牌1—64

门牌l一63

门牌l一22l 2一150

门牌l一32

门牌1～34
。

门牌l一67

门牌l一67

大队驻中山路

大队驻官乡、

塔山大队驻地

大队驻自强路

大队驻菜园头

湾街庙路巷坎路街巷井路队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民 族 人 口 别名 备 注

菜园头 Caiyu；Intou 汉，苗、布依

新 院Xinyu&n 汉，苗

新 田Xinti磊n 苗

城垣大队 Ch百ngyuan Dadui 汉

城 垣 堡 Chengyuanpd 汉

廖家湾大队 Lia6jiaw矗n Dadui 汉

畜牧场 Xnmnch磊ng 汉

廖家湾 LiAoji磊wan 汉

．城南大队 ChCngnan Dadut 汉，回

信泉大队Xlnquan Dadui 汉

174

1 33

16l

486

486

360

67 皂角村

145

1013

1020

顺城大队驻地

大队驻城垣堡

城垣大队驻地

大队驻畜牧场

廖家湾大队驻地

大队驻文明路

大队驻信泉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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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田公社概况

朝田公社位于县城西部，与城关镇为邻，总面积为30平方公里，四周与五里、天龙、大

屯、十字等公社相邻。属丘陵地带，平均海拔为1300余米。年平均温度为十四度。平坝至草

子坡的公路，从朝田北侧穿过。该社自然条件较差，当地群众形容为。山多、沟多．石头多；

水少．田少，地皮薄”，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修建了水库6座，蓄水塘2个，

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上的缺水状况。

公社驻地朝田寨，东距县城四公里，原名为朝天寨，因面向县城西的天马山而得名，后

又名朝田寨，是由面向双龙览槽田而得名。该村解放前为天马乡驻地，解放后，亦为天马

乡、朝田乡驻地。

该社1951年名天马乡，1952年为朝田乡，1958年为先锋人民公社，1959年为朝田管理

区，1961年为朝田公社，1966年并入城关公社，1972年和城关分开，又复为朝田公社。公社

以驻地朝田而得名。

全社有六个大队，48个生产队，34个自然村，909户，共4946人，居住汉，回、苗三种

民族。全社有耕地一万多亩，田仅占十分之一左右，主产玉米、小麦和水稻，油菜、兼作部

分烤烟、茶叶等，常年产粮约240万斤。

公社有拖拉机站一个，拖拉机五台，兽医站一个，卫生所一所，社办林场一个，并办有

公社广播站。

建国前，这里没有学校，现有小学lo所，28个班，在校生400多人，另有初中班3个，

学生160人。

朝 田公社地名 表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民 族人 口 别 名 备 注

自云 区 Baiyfln Qn

朝田公社

大洞大队

六个山

自 岩脚

坝 头

梭箕土

秦 家坝

老 糠洞

Chaotian Gongshe

Dadong Dadu i

Lriga Shah

Baiyanji rio

BAt6U

Suojitfi

Qinjiaba

Laokangd6ng

汉，布依． 33800

苗，回．仡佬

汉．回．苗4946

汉．回．苗 1086

汉、苗

汉 256

汉 59

苗 7l

苗 12

苗 9l

区驻白云

公社驻朝田

大队驻中寨

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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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桦槁林

干 河

中 寨

猫坝大队

芦猫荡

猫 坝

峰子洞

灯盏山

水淹塘

黄连洞

大 湖 坝

朝田大队

朝 田

朝 进
～

“4蒙坝大队

双 龙

马 长 田

岩 上

后 坝

蒙坝园

小湖坝

平子上

长 山

大关大队

双石头

赵家地

猫儿洞

卡 息

大 关

白岩冲

小关大队

小 坑

虾儿岩

罗 坑地

罗 家坝

·8·

汉 语 拼 音 民

Huagaolfn

Ganh垂

Zh6ngzhA i

Maoba Dadui

Lamaodang

Maoba

Fengzid6ng

Dengzhanshan

ShuIyAntang

Hu磊ngli and6ng

Dahaba

Chaotiall Dadui

ChA0ti矗11

Chaojin

M6ngbADadu f

ShuangL6ng

MaChangttAn

Yanshang

H6uba

Mengba yuan

Xiahdba

Pingzishang

Changshan

DaguanDadu i

Shuangshttou

Zhaojtadi

MAO／色rd6ng

Kaxi

Daguan

Ba tyanchong

Xiaoguan Dadu i

Xiaok6ng

Xia’erya玎

Lnokengd i

Lnojiaba

族人口 别名

65

250

282

730

121

179

81

63

106

98

82

829

54l

288 对门寨

1107

262

261

140

140

194

12

50

48

74l

l 76

194

83

71

129

88

453

67

108

143

135

备 注

大洞大队驻地

大队驻猫坝

猫坝大队驻地

大队驻朝田

朝田公社

朝田大队驻地

大队驻岩上

蒙坝大队驻地

大队驻大关

大关大队驻地 I

大队驻虾儿岩

小关大队驻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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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公社概况

五璺公社位于县城西南部的贵昆铁路和滇黔公路沿线，里狭长地带，属丘陕地区．东弗

较平垣，西部山较大．全公社总面积为20平方公里，驻地五里屯，距县城五华里．

该公社在建国初属天马乡．1952年为五里乡，1958年成立先锋人民公桂，1959年为五壁

管理区，1961年为五里公社，1966年并入城关公社，1972年从城关公社分出，复为五里公

社．戳公社驻地五里屯而得名． 一

该公社辖七个大队，46个生产队，16个自然村，1060户，5158人，居往汉．茼．窿三井

民族．公社有耕地6835亩，其中田2859亩，主产水稻，玉米，油菜等，粮食总产量达320泰
万斤．

公社的陶关大队，蕴藏有较丰富的高岭土(俗称白泥巴)，经有关单位鉴定，是优质耐

火材料．

解放前，只有小学一所．学生不过50人，现有学生五百余人，并设有三个初中班．公社

有卫生所一所，拖拉机站一个，有拖拉机九台，社办林场一个．该社谢华寨村边，有口水

井，号称“珍珠谢华”，属旧县志上的平坝县八景之一，井底汽泡成串上升，昼夜不停，形

如颗颗晶莹珍珠，引人入胜．另有龙凤山，是昔日游人向往之地，惜已被毁，仅存遗址．

五里公社地名表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民 族人 口 别名 备 注

五里公社 W豇1I Gongshe

五里大队 Wnn Dadui

五里屯 W矗litfln

尧南大队

尧南堡

夹马关

陶关大队

陶关堡

高 堡子

马田大队

马 圈

Yaonan Dadu i

Y直on矗npn

Jiamaguan

T磊oguan Dadu}

Taoguanpn

GaopnzI

Matt直n Dadll i

Matjan

汉．苗．回 5158

汉 964

汉 964

公社驻五里电

大队驻五里屯

五里公社，五

里大队驻地

大队驻尧南堡

尧南大队驻地

大队驻陶关堡

陶关大队驻地

大队驻马田

马田大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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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民 族人 I=I别名 备 注

谢华大队

岩脚寨

谢华寨

大 桥

头铺大队

下头铺；

马鞍’山

沙子哨。，、

八角坪大队

八?角坪

地，弯共。

抱儿坡

芦．冲凹’

·10-

Xi色hua Dadui

Y直njiaozh自,i．。

Xi色hu丘zhA i

Daqiao

Tdupa D／idai ．。

Xi／tt6up：a
·

．Ma，finshah。．

ShazIshA0．。

Baji舀,oping Dadui

Bajtaopfng’．

DiwantOu j二

Baot erpo

LftchongJ，ao：．j。

汉 781

，、 汉。：I 3蛸。

汉 198

汉 187

．汉．-，2． 1186

汉 789

，汉．． ．164．

． 汉 23．3

汉，回453

汉．回 ．104

． 汉 。’153

汉，回 69

回? 127

大队驻岩脚寨

谢华大队驻地

大队驻下头铺

头铺大队驻地

一’．’ ’b

： ’：
： 气+

大队驻地弯头．．·
．； i— j

八角坪大队驻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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