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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是祖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系统地登记，整理地名资

料，统一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份．
、’

《贵定县地名录》，是由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遵照国务院(1979)

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黔发(1980)192号文件、以及地名普查工作的

有关规定，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反复细致的内业整理，对地名的称说和书写，进行了标

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编辑而成的．因此，本书就地名而言，具有法定意义．各行各业使用地

名时，应以此为准．今后更改地名，必须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循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始

可通用．

《贵定县地名录》的编竣发行，结束了我县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地名称说

和书写的混乱局面．检阅《贵定县地名录》，不仅能了解我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

理，历史等方面的概况，和建国三十多年的变化与成就，而且为本地区的四化建设，提供较

准确，系统，完整的地名资料．同时也是我县行政管理科学的文史档案．

我县是多民族杂居区．现有地名中，绝大部份都是按汉语发音、意义、用字定名的。在普

查编审中，经反复核实考证，务使符合定名、定音、定意、定位、定性的五定要求，力求地

名的含意，读音，书写、选字等方面有机地联系，恢复地名称说的本来面目，反映地名命名

当时的历史面貌．但因一部份地名的称说是按少数民族语言发音，对这类地名的核调，以读

音为主，用汉字同音转译书写，其含意和发音的语种归属，有争议或无从查考者，均暂付阙

如，留待今后增补．

地名工作是一项涉及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民俗等多种学科的边沿科学．在普查和

编写地名资料工作中，虽承有关部门和专业同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编辑人员的文化知识水

平不高，业务能力有限，兼之人手过少，时间紧迫，现编就出版的此册《贵定县地名录》，

定有疏漏、错误之处，尚希同志们常予指正，以便今后的修订臻于完善．

一九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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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收录范围及内容：本地名录所收录地名，以行政区划层次编列。共有行政单位名216

条，独立存在的具有方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58条，街巷路名32条，自然村寨名1286条，山

峰名730条，河流名80条，水库名33条，洞穴名13条，消失村寨名222条．

以地名为中心，编写了县，区(镇)、公社概况4l份，专题文字4份，名胜古迹单项文

字15份。

二，资料之编写及应用：文字材料本着详今略古，着重反映现实的原则编写．以行政区

为单元，包括县及五个区(镇)，35个公社文字概况．追溯了名称来历，行政区划之历史沿

革；着重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人口数字，面积大小，耕地使用，民族结构等。所列各项数

据，几经核对，以求翔实、准确．大队以上人口数，系1982年人口普查数，自然村寨人口

数，则系地名普查时(1981年)公社填报数． ，

三，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t全册所收地名，一律经过定名、读音和书写的正音、正

字，作了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处理。如：云雾区、社的。雾”，不能写成。务”；窑上公社名

称来历是以驻地窑上历史上曾有过烧碗的窑子而得名，而不能代之以其它同音字；江比公社

塘满大队的“塘”，不能写成“圹”(音l【uAng，意为墓穴、旷野)；枇杷寨名称来历是有

枇杷树，显然不是乐器。琵琶”；高原大队是以地貌命名，将“原”写成。源”．既与命名

相左，也不符合汉语语词规律；杨柳大队的。杨”写成。相”，都违反了正音、正字的规范

化．有关一字多音的地名用字，从标音上予以解决。如平堡，猴场堡、堡子的。堡”字，注

音。pn”．

四，对县内重名大队，遵照国务院(1979)3c)5号文件规定，这次由政府行文，作了更

名．

五、关于地名图的几点说明：

1．两个以上行政单位同驻一地的．只标最高一级．如昌明区、小场公社同驻小场，只标

昌明区；

2．行政单位名称与驻地名称不相符的，在行政单位名称下，以括号标明驻地名．如定南

公社名称下，标以。(杉木寨)”，相符的则不再标；

3．有的村寨因图幅标不下的，从略．如乐邦公社的苗田．坪子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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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治公社⋯⋯．．．⋯⋯⋯⋯⋯⋯．．．⋯⋯⋯⋯⋯⋯⋯⋯⋯⋯⋯⋯⋯⋯⋯⋯⋯⋯⋯⋯⋯(81)

黄土公社⋯⋯⋯⋯⋯⋯⋯⋯⋯．．．⋯⋯⋯．．．⋯⋯⋯⋯⋯⋯⋯⋯⋯⋯⋯⋯⋯⋯⋯⋯⋯(84)

都六公社⋯⋯⋯⋯⋯⋯⋯⋯⋯⋯⋯⋯⋯⋯⋯⋯⋯⋯⋯⋯⋯⋯⋯⋯⋯⋯⋯⋯⋯⋯⋯(87)

岩下公社⋯⋯⋯⋯⋯⋯叶⋯⋯⋯⋯⋯⋯⋯⋯⋯⋯⋯⋯⋯⋯⋯⋯⋯⋯⋯⋯⋯⋯⋯⋯(90)

良田公社⋯⋯⋯⋯⋯⋯⋯⋯⋯．．．⋯⋯⋯⋯⋯⋯⋯⋯⋯．．．⋯⋯⋯⋯⋯⋯⋯⋯⋯⋯⋯(93>

新安公社⋯⋯⋯⋯⋯⋯⋯⋯⋯⋯⋯⋯⋯．一．⋯⋯⋯⋯⋯⋯⋯⋯⋯⋯⋯⋯⋯⋯⋯⋯⋯(97)

打铁公社⋯⋯⋯⋯⋯⋯⋯⋯⋯⋯⋯⋯⋯⋯⋯⋯⋯⋯⋯⋯⋯⋯⋯⋯⋯⋯⋯⋯⋯⋯·，(100)

猴场堡公社⋯·v⋯⋯⋯⋯⋯⋯⋯⋯⋯⋯⋯⋯⋯⋯⋯⋯⋯⋯⋯⋯⋯⋯⋯⋯⋯⋯⋯_(104)

云雾区⋯⋯⋯⋯⋯⋯⋯⋯⋯⋯⋯⋯⋯⋯⋯⋯⋯⋯⋯⋯⋯⋯⋯⋯⋯⋯⋯⋯⋯⋯⋯⋯⋯⋯(108)

云雾公社⋯⋯⋯⋯⋯⋯⋯⋯⋯⋯⋯⋯⋯⋯⋯⋯⋯⋯⋯⋯⋯⋯⋯⋯⋯⋯⋯⋯⋯⋯··(110)

铁厂公社⋯⋯⋯⋯⋯⋯⋯⋯⋯⋯⋯⋯⋯⋯⋯⋯⋯⋯⋯⋯⋯⋯⋯⋯⋯⋯⋯⋯⋯⋯⋯(“3)

抱管公社⋯⋯⋯⋯⋯⋯⋯⋯⋯⋯⋯⋯⋯⋯⋯⋯⋯⋯⋯⋯⋯⋯⋯⋯⋯⋯⋯⋯⋯⋯⋯(116)

江比公社⋯⋯⋯⋯⋯⋯⋯⋯⋯⋯⋯⋯⋯⋯⋯⋯⋯⋯⋯⋯⋯⋯⋯⋯⋯⋯⋯⋯⋯⋯⋯(119)

小普公社⋯⋯⋯⋯⋯⋯⋯⋯⋯⋯⋯⋯⋯⋯⋯⋯⋯⋯⋯⋯⋯⋯⋯⋯⋯⋯⋯⋯⋯⋯⋯(122)

谷撒公社⋯⋯⋯⋯⋯⋯⋯⋯⋯⋯⋯⋯⋯⋯⋯⋯⋯⋯⋯⋯⋯⋯⋯⋯⋯⋯⋯⋯⋯⋯⋯(124)

仰望公社⋯⋯⋯⋯⋯⋯⋯⋯⋯⋯⋯⋯⋯⋯⋯⋯⋯⋯⋯⋯⋯⋯⋯⋯⋯⋯⋯⋯⋯⋯⋯(127)

窑上公社⋯⋯⋯⋯⋯⋯⋯⋯⋯⋯⋯⋯⋯⋯⋯⋯⋯⋯⋯⋯⋯⋯⋯⋯⋯⋯⋯⋯⋯⋯⋯(129)

摆哈公社⋯⋯⋯⋯⋯⋯⋯⋯⋯⋯⋯⋯⋯⋯⋯⋯⋯⋯⋯⋯⋯⋯⋯⋯¨⋯⋯⋯⋯⋯⋯·(133)

企事业单位名称表(独立存在并具有方位意义的)⋯⋯⋯⋯⋯⋯⋯⋯⋯⋯⋯⋯⋯⋯⋯(135)

河流名称表⋯⋯⋯⋯⋯⋯⋯⋯⋯⋯⋯⋯⋯⋯⋯⋯⋯⋯⋯⋯⋯⋯⋯⋯⋯⋯⋯⋯⋯⋯⋯⋯(137)

水库，沟渠名称表⋯⋯⋯⋯⋯⋯．．．⋯⋯⋯⋯⋯⋯⋯⋯⋯⋯⋯⋯⋯⋯⋯⋯⋯⋯⋯⋯⋯⋯(139)

井泉、桥梁、渡口名称表⋯⋯⋯⋯⋯⋯⋯⋯⋯⋯⋯⋯⋯⋯⋯⋯⋯⋯⋯⋯⋯⋯⋯⋯⋯⋯(140)．

山峰、洞穴、山隘、地片名称表⋯⋯⋯⋯⋯⋯⋯⋯⋯⋯⋯⋯⋯⋯⋯⋯⋯⋯⋯⋯⋯⋯⋯(141)，

名胜古迹名称表⋯⋯⋯⋯⋯⋯⋯⋯⋯⋯⋯⋯⋯⋯⋯⋯⋯⋯⋯⋯⋯⋯⋯⋯⋯⋯⋯⋯⋯⋯(161)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名区，社更名的批复⋯?⋯⋯⋯⋯⋯⋯⋯⋯⋯⋯⋯⋯⋯⋯⋯⋯··(164)

贵定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重名大队更名的通知⋯⋯⋯⋯⋯⋯⋯⋯⋯⋯⋯⋯⋯⋯⋯⋯⋯(164)·

贵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县行政区划名称表的通知(代社改乡对照表)⋯⋯⋯(166)．

废村名称表⋯⋯⋯⋯⋯⋯⋯⋯⋯⋯⋯⋯⋯．．．⋯⋯⋯⋯⋯⋯⋯⋯⋯⋯⋯⋯⋯⋯⋯⋯⋯⋯(170》，

名胜古迹及其它专项文字资料⋯⋯⋯⋯⋯⋯⋯⋯⋯⋯⋯⋯?⋯⋯⋯⋯⋯⋯⋯⋯⋯⋯⋯．．(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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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定屋脊一一斗篷山⋯⋯⋯⋯⋯⋯⋯⋯⋯⋯⋯⋯⋯⋯⋯⋯⋯⋯⋯⋯⋯⋯⋯⋯⋯⋯(176)

五道河水库⋯⋯⋯⋯⋯⋯⋯⋯⋯⋯⋯⋯⋯⋯⋯⋯⋯⋯⋯⋯⋯⋯⋯⋯⋯⋯⋯⋯⋯⋯(177)

落北河大桥⋯⋯⋯⋯⋯⋯⋯⋯⋯⋯⋯⋯⋯⋯⋯⋯⋯⋯⋯⋯⋯⋯⋯⋯⋯⋯⋯⋯⋯⋯(179)

河山墩水利工程⋯⋯⋯⋯⋯⋯⋯⋯⋯⋯⋯⋯⋯⋯⋯⋯⋯⋯⋯⋯⋯⋯⋯⋯⋯⋯⋯⋯(181)

红军长征过贵定⋯⋯⋯⋯⋯⋯⋯⋯⋯⋯⋯⋯⋯⋯⋯⋯⋯⋯⋯⋯⋯⋯⋯⋯⋯⋯⋯⋯(183)

阳宝山⋯⋯⋯⋯⋯⋯⋯⋯⋯⋯⋯⋯⋯⋯⋯⋯⋯⋯⋯⋯⋯⋯⋯⋯⋯⋯⋯⋯⋯⋯⋯⋯(187)

阳宝山和尚坟群⋯⋯⋯⋯⋯⋯⋯⋯⋯⋯⋯⋯⋯·⋯⋯⋯⋯⋯⋯⋯·⋯⋯⋯⋯⋯⋯⋯·(189)

牟珠洞⋯⋯⋯⋯⋯⋯⋯⋯⋯⋯⋯⋯⋯⋯⋯⋯⋯⋯⋯⋯⋯⋯⋯⋯⋯⋯⋯⋯⋯⋯⋯⋯(190)

冗山桥⋯⋯⋯；．．⋯⋯⋯⋯⋯⋯⋯⋯⋯．：⋯⋯⋯⋯⋯⋯⋯⋯⋯⋯⋯⋯⋯⋯⋯⋯⋯⋯·(192)

丘禾实墓志铭⋯⋯⋯⋯⋯⋯⋯⋯⋯⋯⋯⋯⋯⋯⋯⋯⋯⋯⋯⋯⋯⋯⋯⋯⋯⋯⋯⋯⋯(193)

仰望茶叶碑⋯⋯⋯⋯⋯⋯⋯⋯⋯⋯⋯⋯⋯⋯⋯⋯⋯⋯⋯⋯⋯⋯⋯⋯⋯．．．⋯⋯⋯⋯(194)

苗民抗夫碑⋯⋯⋯⋯⋯⋯⋯⋯⋯⋯⋯⋯⋯⋯⋯⋯⋯⋯⋯⋯⋯⋯⋯⋯⋯m⋯⋯⋯⋯(195)

龙山营·⋯····⋯·一⋯⋯·⋯⋯”⋯⋯⋯·”········”·”····””····⋯···”····”·-·····”·⋯···(197)

罗发先墓⋯⋯⋯⋯⋯⋯⋯⋯⋯⋯⋯⋯⋯⋯⋯⋯⋯⋯⋯⋯⋯⋯“⋯⋯⋯⋯⋯⋯⋯⋯(198)

潘三王王府遗址⋯⋯⋯⋯⋯⋯⋯⋯⋯⋯⋯⋯⋯⋯⋯⋯⋯⋯⋯⋯⋯⋯⋯⋯．．．⋯⋯⋯(200)

甘塘乡规碑⋯⋯⋯⋯⋯⋯⋯⋯⋯⋯⋯⋯．．．⋯⋯⋯·⋯⋯⋯⋯⋯⋯⋯⋯⋯⋯⋯⋯⋯”(201)

瓮城桥⋯⋯⋯⋯⋯⋯⋯⋯⋯⋯⋯⋯⋯⋯⋯⋯⋯⋯⋯⋯⋯⋯⋯⋯⋯⋯⋯⋯⋯⋯⋯⋯(202)

新巴罗将军坟⋯⋯⋯⋯⋯⋯⋯⋯⋯⋯⋯⋯一⋯⋯⋯⋯·-⋯⋯⋯⋯⋯⋯m．．．⋯⋯⋯(203)

把朗桥和把朗坟⋯⋯一⋯m⋯一⋯⋯⋯一一一一⋯⋯⋯⋯·一⋯·一⋯⋯·一””⋯⋯⋯⋯(204)

贵定县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人员名单一⋯⋯⋯⋯⋯一⋯⋯⋯⋯⋯⋯一·”⋯·”一n一⋯(208)

后记·“一········”······”·”-·······-·”·············”·一···一·一·一··”·”··················”····一···(2lo)





园．名贵中药材有麝香、杜仲，五倍子、天麻等和稀有水产⋯娃娃鱼L大鲵)．其中云雾
茶及野生天麻，为贵定著名土特产，与贵定烤烟齐名。

贵定县城离贵阳仅76公里，是省城东面的重要城镇，为黔桂、湘黔两大铁路的咽喉；湘

黔公路干线通过城郊，都惠公路从县钓南部穿行，公路干线问又有国家等级公路连接，毽直
公社驻地全部通车，可谓交通发达，运输方便。城内大小工厂二十余家，住房鳞次栉比，是黔

南州繁华城镇之一。

解放前贵定工业基础薄弱，即使当时已享盛名的刨烟业，也是手工操作．煤矿分布虽

广，亦为人工挖掘，年产不过千余吨。建国后，人民政府一面将原卷烟业合并扩建为大型的烟

叶复烤厂，同时扶植了个体刨烟业，组成贵定烟丝厂，生产雪茄烟供应市场。兴建了农机制

造、修理和水泥、砖瓦，粮食、酿酒、陶瓷、化肥，缝纫、印染、印刷、皮革、机电，以及

煤炭、重晶石．石灰石矿采掘等工业厂矿，比解放前有了空前的发展，现全县有全民所有制

企业25个，集体所有制企业45个。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一个病床不多的县卫生院和教会医院及几家中药铺，建国以

来县区社都有了自已的中心医院及联合医院、卫生所，仅公办医院就有七所，二百零四张病

床．解放前只有中学一所和乡镇小学二十余所，建国后，县立完中就有三所，各区都有初级

中学，公、民办小学已达三百八十多所(其中公办五十七所)．

贵定县各族人民勤劳、机智，勇敢，富于进取创造精神，有光辉的民族文化历史．清同

治二年(公元1862年)有以苗民潘明德为首攻克贵定县城达四年之久的起义，光绪三十二年

(公元1906年)有布依族罗发先率众反帝反封建，攻打平伐教堂的斗争，辛亥革命中，有同

盟会的组织活动，直到一九三五年，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路经贵定，写留下。 “红军是干人

的队伍”等标语，播下了革命火种，给劳动人民以鼓舞和希望．

贵定地处省境交通要道，建制较早，文化历史悠久，古迹遗址尚多，史志早有记载的佛

教胜地阳宝山及游览名胜牟珠洞，解放初期尚保存完好，后因年久失修，在经历了一九五八

年和一九六六年两个时期后，多遭毁坏，已所剩无几了．现保存完好的有仰望公社苗族抗贡

税的。茶叶碑”，已列为省级保护文物；潘明德起义军与反动武装激战的。龙山营”尚完整

无损；最近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苗民抗侠碑。、 。邱禾实墓志铭’等二十余处已分别被列为

县级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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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概 况

城关镇原名庆熙镇，解放初沿用旧名。属第四区。一九五三年后，改称城关区人民政府，

辖三个街道办事处和城北、城南两个乡，为贵定专署直辖区。一九五五年改名城关镇，一九

五六年贵定专署迁并安顺，城关镇仍复归县辖。

坐标地处东经107。107一107 422 7，北纬26。277—26。387之间。东邻福泉、麻江两县；北

与西面和新场，沿山两区接壤；南部和昌明区连接。总面积214平方公里。镇公所设城内大

同路。

境内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拔looo米．大山多集中于定东，定南，虎场西北，平

坝多在中西部，主要山峰有高山顶、九道拐，大关坡等，高蜂是上营厂，海拔达1697米．名山

为金山寺，西华山和元龙山。主要河流有：西门河，七八河、冷水河、关坝河等，都源于本区

山地，多注入落北河。森林复盖面积约五万亩。全镇共辖四个公社，27个生产大队和八个居民

委员会，254个生产队，185个自然村寨。全镇共有：农业6018户，30744人；非农业5959户，：

24692人，是布依、汉和苗等民族杂居区。耕地面积28099亩，其中。田10918亩；土1718i

亩。大小集会广场匹个，约20亩．全镇生产水稻、小麦、包谷、大豆和薯类；经济作物有油莱，!

烤烟；矿产有煤和重晶石等．城内多为农产品加工、小型农机具的制造以及卷烟业。粮食年

产1200多万斤，最高年产1300多万斤．

： 城关区地处湘黔，黔桂铁路的汇合点，湘黔公路经过城区，·交通极为方便。全镇公办小

学lo所，民办小学约20余所。镇有：供销，税务，粮食、卫生院等企事业单位。县城曾为专

署所在地。境内现今共驻有省，州属等单位四个。，。 ．” j

； 县志载t现贵定县城系于清康熙二十六年由1日治迁来，历史悠久，因之古迹遗址较多。

阿铜阿宝坟、菜郎桥，潘三王王府遗址，大新寨抗侠碑，南山寺、关帝庙等都是．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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