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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识别地理环境中不同方位上的地形地物而共同约定

的一种语言代号，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互相

交往的工具。地名的称说是否正确，书写是否统一，．处理是否恰

当，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国际交往、民族团结、以及人民的日

常生活等问题，对政治、军事、新闻、邮电通讯等都有着直接影

响。记载和研究一个地区的建置沿革、自然概貌，疆域分野．户籍

人口，交通物产、行政区划、江河湖泊的演变，无不对治理好这个’

地区起着重要作用．不了解它们的变化和基本情况，是难以有效地

推动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 。

。

；。龟现在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日益发

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崭新的城镇和工矿企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一切自然和人文景观都不断地发生了新的变’

化。随着旧事物的消失，新事物的出现，它们的名称和方位乃至地形

地貌和气候都同时相应地起了变化。有的河流改道+，有的天堑变为通

途，有的村寨或城镇播迁，如此等等，都需要重新正名：统一地理
事物的地名资料，这样才能满足四化建设，外交旅游和社会生活事

业的需要。为此，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以加强地名管
理，澄清地名混乱，实现地名标准化为宗旨，我们组织力量对金县的

大小地名进行了普查清理，编写了《贵州省绥阳县地名志》。书．

这本书是绥阳县的地名史料。以比例尺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为
。 基础，对全县2，545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行政区划名称404条，自然村

，名称5044条，人工建筑物名称74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 696条，以

及企事业单位、街巷路、名胜古迹和消失地名等74条，总共7，292

条地名进行了逐一的核查清理，全书约四十万字，介绍了全县各类

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以及民族、人口，土地物产等基本概况，并

收编了县的建制沿革，绘制了全县及其各乡镇地名图，县城示意图



’

共五十三幅、现代化建设成就和名胜古迹照片二十五幅。内容丰
， 富，资料翔实，读音正确，书写规范，文字简明，可供党政机关和

‘

教学参考书之用，是图书、档案馆收藏的较好资料。

本书的资料来源，是遵照(1979)国发30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以1982年全县进行

地名普查的资料为'基础，进行稽实核真，删繁补缺，追源求溯，汇

集成志的。全县的人口，工农业产量和产值等均以统计部门1986年

年报数为准，行政区划和属辖关系以1986年现行名称和属辖为准，

同时为了反映历史的全貌，保留了一些现已不存在事物的历史数

据。由于全县小地名太多，无法一一列出，一些太小的自然村的人

口数，合并在邻近自然村的人口数内。本书还介绍了县内部份名胜

古迹的自然概貌和名称来源：7
。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贵州省地名办公室，‘’遵

义地区地名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 《贵州省绥阳县地名志》的出版问世，希望它能为人们了解绥

阳县境内地名和风土人情，欣尝自然风光，掌握基本情况，促进绥
阳的经济开发、百业兴旺作出一定的贡献! '-：

， ‘由于我们不是研究地名方面的专家学者，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批评，1多多提出修正

的宝贵意见，使此书臻于完善。

绥阳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发渝
．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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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绥’阳‘县，概况．．
c ： ．， ．

‘绥阳县在贵州省北部，大娄山脉中段。位于北纬27’49 722 2’----28。

29 734¨，东经106。57 722‘'---107。31 711¨。东连湄潭，南接遵义，，西

邻桐梓，北界正安·南北长75公里，东西宽56公里，总面积2，54．5平
方公里，“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45@，是遵义地区总面积的8．28％·

中共绥阳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驻地洋川镇，距省会贵阳1 95公

里，距遵义地区行政公署生2公里，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
心，全县辖八区．一镇，46个乡：3个乡级镇，4个街道办事处，13

个居民委员会，351个村民委员会，3，849个村民组，5，049个自然村．

88，183户，总人口409，938人，有苗、侗，壮，彝、羌，白、满、土家、

布依。蒙古、维吾尔、仡佬等少数民族13种，151户，974人，占总

人口的0．22％。有非农业人口22，702人，占总人口的5．54％。’农业

人口387，236人，占总人口的94．46％，农业劳动力1 66，1 1 1个。人口

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61．07人。

境内地形，西北面较高，群峰连绵，r嵯峨陡险，多为山地峡

谷，处大娄山之北；中部成鼻状隆起；东南地势开阔，丘陵盆地，
交相错杂，有省内闻名的四个万亩大坝。最高点为北部的天门山，

海拔1，802米，最低处西北清溪河与正安黄渡交界处，海拔540米，
全县平均海拔为1，000至1，1 00米。有海拔在1，500米以上的大山1 1

座，原始植被森林1处。地貌多变，形成岩溶发育，切割强烈，高
差悬殊较大。。境内北部有清溪河，中部有芙蓉江，南部有后水、黄

鱼，洋川河等，，14条河流分属芙蓉江和湘江两条支流，总长487：6公

里。有库容在一千立方米以上的后水河水库和一千立方米以下三百

立方米以上的水库5座。高．山地带的士壤多呈黄色，丘陵、平坝地
带多褐黄色，土质偏酸。

全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常年降雨量1，158．2毫米，年平

均气温15。C，，全年日照1，165／5时，无霜期285天。全县境内四季分

f 6夕。



明，春暖风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

较大，春播秧种，宜稼宜穑。 ，

金县有总耕地面积418，582亩，其中田213，903亩，每个劳力平均

占有耕地2．4亩。有林地80万亩√占总面积的20％，森林覆盖率为

17．4％，有牧地154万亩，占总面积的40．3％。

1986年-农业总产值达112，205万元。农村经济总收入人均502元。

。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和薯类。1 9．86年粮食总产量为1 31，503

吨，，人均产量320公斤。经济作物有油莱、小辣椒、烤烟，茶叶，生

漆，五倍子等二十多种。其中晒小椒为著名特产，远销各地，誉驰

全球。烤烟为优质产品，1986午绥阳已被列为全国三十一个烤烟基

地县，中国烟草总公司、美国赛勒斯·伊顿世界贸易集团烟叶合作

试点县之一。1986年油菜籽总产量11，881．93吨，烤烟总产量4，14

I．62吨。生物资源有农作物品种330多个，季草药650多种，野生动物
有227种。可供水产养殖的河流、湖泊水面28平方公里，年产鱼类一

百吨以上。牧业生产，年出栏肥猪129，365头，年末存栏1 98，633头，

年出栏牛I，775头，年未存栏76，226头，年出栏山羊4，205头。．

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有煤储量8，000万吨，陶土矿592万吨，大

理石100万立方米(十个品种)，有铁、铝，锌、硫铁、钾矿、石膏和

高岭土等。 ，

水能理论蕴藏量为7．9l万配，可开发利用的2．72万觅，已开发

利用的0．3，2317)-珏，年发电量21．8万度。

全县有公路178条，全长823公里，遵义至道真公路贯穿全县境内．

工业有化肥、水泥、染纸、印刷、采煤、红砖、猪鬃、蚊香、

电石、竹藤器、粉笔、空压机等全民、集体和乡镇企业6，800多个，
I 986年总产值为4，827．89万元。

’

县直属仓库生产的银丝空心面，雪白纤细，营养佳美丰富、味

道馨香可口，购者盈门，畅销中外，现年产30万斤。

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86年达6，631．29万元，购进总值4，06

2．81万元，销售总值5，424．64万元。允资总额21 6．26万元。财政总

收入l，086．32万元。

全县有普通中学33所，小学263所，幼儿园7间，学龄儿童入

学率达94．75％，普及率达97．72％，脱盲率达86．90／0。是全省无盲



县之一。 。

’

卫生事业有县区医院和诊所71间，病床487张，医务人员648人，

各区、乡、镇都有医院，方便群众防病治病。 ．

全县有各类科技人员1，976人j平均一万人中有科技人fi48人．
县有科研所，区有各种科研组，乡村生产组织中有科研员。

全县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5个，电视差转台12个，5，500台电

视机，电影院、队36个，，有线广播站8，个．’文化馆(站’43个，全县城

镇农村电视和电影覆盖面达到100％．
‘’ _

全县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十九处，可供旅游观尝的风景名胜九

处。’洋川区境内的雅泉喷珠、神仙洞，郑场区境内的卧龙山，旺草

区境内的胜水三潮，黄枧区境内的宽阔水自然保护区和温泉区境内

的温泉等六处风景名胜已搜入《贵州省名胜志》，。新近又在温泉区

公坪乡境内发现铜鼓寺溶洞群，4据省有关专家勘查认为，洞长在二
十七公里以上，不仅具有一般溶洞奇观而且具有世界溶洞少有的卷

曲石绝景，是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 · ，

7绥阳县历史悠久，是文明礼义之邦。境内有东汉学者尹道珍讲

学遗址和南宋筑四川合州(现合川县)钓鱼城，阻止蒙古军队南进的

少数民族军事战略家冉进，冉璞的墓地。宽阔区境内的蛮王洞，油

箩口，群峰苍莽，巍崖壁立、洞壑绝深，骸骨累累，是清末成、同

年问赵里农民起义军领袖赵冒顶等人率众反抗清王朝而最后力竭，．

壮烈牺牲的战斗遗址，他们憎恨和仇视民族压迫和阶级统治而英勇

斗争的精神，令人缅怀和钦佩。其他名胜文物，正在发掘中。
历史递推及今，行政区划有八区一镇，’洋川镇为县城，一区洋

川、二区郑场、三区旺草、四区儒溪，为典型的云贵高原上的坝子

地带，这里丘陵和盆地众多，所谓鱼米之乡，即指于此。五区黄

枧、六区宽阔、七区太白、八区温泉，多处于中山峡谷地带，一部

分为野岭横空、峦山满目、烟霭迷离的高山地区，稻田多为鳞次层
叠，从沟谷至山顶，土常多于田，杂粮较多。全县大部分地区不仅

有地饶之利，而自然风光之美，令人称羡。春天风绿原野，万花竞、

放挹芬，嫩草如茵，颇惬游人心目；冬日雪满高峰，银装素裹，顿

起江山多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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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建置’沿革。7
r

虞属有苗·夏属梁州。殷商属鬼方．春秋属群舸古国．战国属

南夷夜郎。秦属巴蜀·汉为群舸郡骜县地至东晋。 ．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置绥阳县，属明阳郡一
·

．唐武德二年(公元61 9年)以信安、义泉、绥阳三县置义州·四

年明阳郡改夷州，以绥养、明阳等十二县属夷州。贞观元年(公元

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属江南道智州。十一年(公元637年)，属

夷州，夷州治所迁绥阳。十六年(公元642年)罗蒙更为遵义县，治所

绥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义泉郡复称夷州，治所在绥阳，领绥

阳、都上、义泉、洋J『l、宁夷五县。当时绥阳县在今风冈西北，洋

J11县在今绥阳县。是年播川郡改称播州，治所遵义县，领遵义、芙

蓉，带水三县。芙蓉县在今绥阳县旺草区芙蓉江畔．．现今绥阳县领

地”即唐时洋川县和芙蓉县之属地。 ．

，宋成淳末年，将珍州及其所属的绥阳。乐源二县改属播州。绥

阳治所在今县地。

元属播州宣慰司，直隶四川行省．
一 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播州宣慰司杨应龙反，平播后

分播州为遵义、平越两军民府，绥阳属遵义军民府，隶四川。
j 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1 601年5月30日)绥阳正式

设署建县。知县詹淑筑县城，编里甲。编全县为金筑、旺草、朗水，

赵家四里。每里编为十甲，共辖四里四十甲。

清初沿用，后在里下设保，保下设甲，甲下设百户、．。五十户、

十户为寨，称保懂，甲长，百长、五十长和十长。

清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元1727年9月3日)绥阳县随遵

，义府由四川省改隶贵州布政使司。辖四里四十一甲．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贵州分为黔中，贵西，镇远三道，绥

阳属黔中道。四年(公元1 91 5#-)改里为金一、金二、旺三，朗四、



赵五五个区，同时割旺十甲隶正安州。九年(公元1920年)废道直属

省。二十年(公元1931年)改保为乡，全县设五区十八个乡(镇)。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五日(公元1 935年1月14日至19日)，中

国工农红军九军团一部进入绥阳县城，建立绥阳县苏维埃农民协

会·同年改隶遵义第五行政督察区。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改行

区、联保，保甲制。全县设五区，二十七个联保。三十一年(公元

1942年)推行新县制，撤区建十九个乡(镇)。
’

1949年1 1月21日(农历十月初二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四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三个团经湄潭由郑场进入绥阳县城，

解放了绥阳。二十九日成立绥阳县人民政府，属贵州省人民政府遵

义地区专员公署所辖。

绥阳县人民政府成立后，金县设5个区18个乡(镇)。1950午
设8个区(镇)和18个乡(镇)。1953年设9个区(镇)和81个乡(镇)。

1955年县人民政府改名为县人民委员会，辖8区1镇和91个乡(镇)
人民委员会。1 958年辖8个人民公社53个乡(镇)人民委员会。1959

年改县人民委员会为绥阳人民公社联社，辖8个人民公社95个管理
区。1961年恢复县人民委员会，辖8个lX40个人民公社。1967年改

人民委员会为革命委员会，辖8个区和47个公社革命委员会．1979

年改区革委为区公所。1981年改县革命委员会为绥阳县人民政府．
I 984年4月，。撤社建乡，全县设8区l镇，48个乡(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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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歪搦

清道光十八年_(1838年，

绥阳，汉鳖县地。唐遵义县地。北宋遵义军及承州之绥阳县
地。明属真州长官司。平播后，鼍县．以宋绥阳县为名。编里凡
四，国朝因之。东西一百二十里，南北三百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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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川镇．概况‘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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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川镇在绥阳县南部；，四周与洋川区连接，t‘位于北纬72。51：，
东经1 07。1 1 Ie．地势平坦。总面积3平方公里。街道成方块状分布i，

有红五，中山、文化，解放，新西，新市、和平路等街道纵横组成

三个膏十”字。辖天台村和东、南、4西、北四个街道办事处，lo个

居民委员会，有居民3，704户，1 1，950人；菜农477户：2，187人卜其

中苗，布依等少数民族77户，17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65 6人：

一．洋川镇历来是县署所在地，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

中心。中共绥阳县委员会、县人民政府以及洋川镇人民政府驻于
此：·，南距遵义市42公里．． r 。t．·。。一_：一． ，V’

。+唐设洋川县：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设治筑城，建为

绥阳县。’自明：清到民国，．为防匪患，城墙不断．修葺，东、南、：

西、北四大城门设碉楼，·皆以巨石垒成，城外数里为旷野，无险可
守。1 949年以后随着城镇发展的需要，城墙逐渐拆除，。现还有南门

至西门靠洋川河畔的一段遗址。-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设洋川
镇。1949年解放后属第一区。1950年改为县直辖城关镇公所．，1953

年将中心、联堰、和平三乡与镇内街道合并，i为城关区公所。．，1955

年更名为县辖城关镇人民委员会。1958年合并建立洋川人民公社≯

1959年为洋J11人民公社下辖的城关管理区0 1961年改为城关公社‘，

1967年改洋川区公所为洋川区革命委员会；城关公社同时改为城关

．公社革命委员会。1978年改城关公社革命委员会为洋川镇革命委员

会，辖四个居民委员会和一个蔬菜大队。1979年改洋J11镇为区级革
命委员会。1983年更名为洋川镇人民政府．

由于建城有三百八十五年的历史，城内培文阁、魁星阁，文昌

宫、万寿寺、禹王宫，五公祠、学署、书院、城隍庙等古建筑很
多．现大多已损坏，唯天主堂保存至今，并已修葺一新．原城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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