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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不同地理位置和范围的标志、记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也是

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相互交流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说是否正确，书写是否统一，关系到国

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和民族团

结。为了搞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在省，州地名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县委、县人大

常委、县人民政府于一九八一年三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组织开展了全县性的地名普查，并按

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补充规

定))精神，进行了部分地名调整，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正确，读音标准，书写规范，县内

生产大队不重名，结束了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

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这本《贵州省瓮安县地名录》。该地名录，是一本介

绍我县地名的资料书，载有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县、区、社和重要场站、名胜古迹、

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的概况和图片，县和公社的标准地名图等。查阅本书，不仅可以知道

我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比较准确地了解其地理、历史、经济等基本情况，而且可以

探索和分析我县地名命名的规律和特征，从而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高行政

管理科学水平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本书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省人民政府黔发(1980)192号文件，和地

名工作的有关规定编印的，全县各行各业使用地名应以此为准。今后对地名的命名、更名，

必须按照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

为了便于大家正确使用本书资料，现就编辑中的几个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收录地名，区，公社、生产大队、自然村，全部列入，企事业单位，列入独立

存在的重要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名胜古迹、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只列入比较重要的。
‘ 二、本书地名表，按体系分类编排，其中行政区划，以公社为单位按习惯排列顺序编

排。

三，本书使用的各种统计数字，除个别注明年限者外，均为一九八。年统计年报数。

四、本书所用高程和县，区、公社面积，以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总局出版的1 s 5万

地形图计算。

五，本书地名的书写，以《新华字典》为准。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本书地名图的行政区划界线，乃示意性质，不作划界依据。

七、书内图片，为地名普查中拍摄。

； 瓮安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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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 安 县 概 况

瓮安县，位于贵州省中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东经一百零七度七分至四十二

分、北纬二十六度五十三分至二十七度二十九分之间。东邻黄平县，南连福泉县，西接开阳

县，北界湄潭县，西北抵遵义县，东北靠余庆县。面积一千九百六十六平方公里，南北长

六十五点五公里，东西宽五十七公里。辖七个区，四十八个公社，二百二十九个生产大队，

二千三百八十五个自然村，一个城关街道办事处，四个居民委员会，十四条街道。住有汉，

苗、仡佬、布依、彝、水、侗、回等十五种民族，共六万三千零五十二户，三十二万五千七

百七十六人，其中少数民族八千四百七十一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六)，非农业人口．二

万五千■百八十九人。

瓮安县开拓较早，有着悠久的历史。夏时为梁州南部辖地。周属夜郎且兰。秦属南越象

郡。汉，晋、隋属夜郎、益州、宁州、安州、群州群柯郡。唐属群州、柯州巴陵江镇。唐乾

符年问建瓮水长官司，隶江南道、黔中道播州，宋隶南平军遵义军、黄平府。元建旧州

草塘长官司，与瓮水长官司同隶安两，湖广行省播州。明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

建右所干平埋，隶四川硝i政司平越卫。明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年)，改旧州草塘长官司

为草塘安抚司，与瓮水长官司同隶四川布政司播州。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年)，

瓮水、草塘二司及右所干平愿合建瓮安县，隶贵州布政司平越军民府，清隶贵州布政司平越

直隶州；民国隶贵州省黔中道，平越、镇远、遵义专区和省直辖区。清末民初，县辖六里、

一百三十六团。民国辖八区，后为四镇、七乡，下设保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解放，建县人民政府，隶修文、贵阳地区，辖五个区，下面暂

维持乡镇保甲。一九五。年，废保甲，建自然村。一九五一年，撤乡、镇，建一百一十六个行

政村。一几五二年，县改隶贵定地区；增建六、七两区。一九五三年，撤村建乡、镇；青池

乡从黄平县划来。一九五五年，各区冠以地名(第一区为雍阳区，第二区为草塘区，第

三区为中坪区，第四区为永和区，第五区为珠藏区，第六区为玉山区，第七区为天文区)，

建二个镇，七十八个乡。一九五六年，县改隶安顺地区，基层并为六个区(草塘、天文两区

并为草塘区)、二个镇、四十九个乡。一九五八年，城关镇从雍阳区划出建区级镇，县改隶

黔南自治州。之后，全县撤乡、镇，建十六个公社，进而以原区、镇改建七个大公社。一九

六一年，恢复七个区，建三十三个公社。一九六三年，全县公社调整为四十八个。一九七五

年，城内建立公i土级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八年至--JL六一年，瓮安，福泉两县曾一度合并为瓮安县。

瓮安县名，来源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oo年)，皇家平了“播州之乱’’后，川

贵湖广总督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疏》称“瓮水重安合设一县"，贵州巡抚郭子章《题设府

州县疏略》称“瓮水重安二司可为一县"(民国《瓮安县志》：“⋯⋯以瓮水，重安二司合

设一县，并其命名，似各采一字以成之者"，虬⋯”而瓮邑土司．除草塘、瓮水外，更无他



司，或号重安者，⋯⋯是必郭李建议经部改正，⋯⋯以草塘、瓮水二司及干平堡设县，其瓮

安之名或于改播为遵疏中已由内定，不再更易"， “甚疑重安司原在瓮邑，在改县前已移黄

平，而原辖地尚未他拨，故改县时仍就所辖而言")。

历代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给瓮安人民带来极大的不幸，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起义进行

反抗，声势较大的有：明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年)，草塘常徒为首的苗民起义。明正统

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摁栗坪黄隆、韦保为首的苗民起义。清顺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

年)，中坪兰二为首的苗民起义。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木老坪何德胜为首的灯花

教联合苗民起义。这次起义人数之多上十万，时间之长达十三年，曾攻下瓮安、福泉、湄

潭、开阳，修文、清镇、黔西等十多个州县，威力遍及贵阳，大定、遵义三府和四川叙永、

綦江一带，后为清王朝调集湖南、四川重兵镇压。出生子茅坡公社大水沟的革命烈士冷少农

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为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不幸被敌人察觉逮捕，

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壮烈牺牲。

县境是红军长征三次经过的地方。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至五日，红六军团路经老坟嘴，

太平、草塘、金星，松坪五公社。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三五年元月十五日，红一

军团二师和军委纵队、五军团路经老坟嘴，太平，草塘、下司、两岔河、木老坪，玉屏，

天文、平坝、龙塘、铜锣、桂花、珠藏，羊关十四公社，红三军团路经老坟嘴、木孔、垛

丁、洗马、城关、银盏、鱼河，高枧、中坪，柏香十公社。一九三六年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

六日，红二，六军团路经松坪，金星、草塘、新华、银盏、城关，茅坡、营定八公社。一九

三五年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司宋家湾召开会议(即著名猴场会议)，作出了((关

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元月三日，红军于江界河渡口举行了强渡乌江战斗，为中

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县人民政府驻县城，距贵阳市区一百七十四公里，距都匀市区一百二十三公里。该城位

于县境南部，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在历史上，几经损毁，几经修复。

解放时，城区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入口仅四千余人，街道、房屋破烂不堪，工业、商业几乎

空白。现在城区扩展达五平方公里，人口增至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五人，新建房屋面积比解放

时增加一倍，街道加宽铺成了沥青路，新修了环城路，建起了医院、广播站、文化馆、图书

馆、中小学、电影院、商店，饭店、旅社，汽车站、电厂、农机厂，磷肥厂、自来水公司等

企事业，面貌大大改观。这里已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的中心。

县内山脉，地层南北走向。地形为西南高，东北低，中部多缓丘河谷阶梯和槽冲大坝，

北部和东南部多山地岩溶峡谷。平均海拔一千零二十八公尺，最高点营定公社花竹山主峰一

千五百六十七公尺，最低处平坝公社沿江渡四百七十九公尺，相对高差一千零八十八公尺，

从西南向东北依次为中山、低中山。土壤母质，多黄色石灰土、黑色石灰土，其次黄泥

土、黄砂泥土。土地结构，大体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主要山峰有东部盖头山、九龙山，

东南部高山、朱家山，南部花竹山、玉华山，西南部人头坡、马鞍山，鳆北部高山(白马

蛉)、人万大山，北部高洞山，贾家坡，中部狮子脑山、腊头大坡。河流共六十八条，主流河

有纵贯县境的瓮安河、白水河，岩根河，横贯珠藏、玉山、天文三区的乌江，还有沿县境西部和

西北部边缘流过的清水江(洛旺河)和湘江(羊岩河)，水力资源丰富。有耕地四十一万四千四百

零九亩(田十八万二千五百七十三亩，土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六亩)，其中三百亩以上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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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个，共五万九千一百六十九亩(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点三)，为县内。粮油仓库”。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多阴天寡日照，冬春雪雨较少，夏季

雨热集中，秋季阴雨绵绵。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三点六度，极端最高气温三十四点三度，最低

气温零下九点二度，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二十三点二度，最冷月(一月)二点九度，相

差二十点三度。历年平均无霜期二百五十九天，日照一千二百四十点九小时，降水一千一百

三十四点四毫米。主要灾害性天气为倒春寒，春旱、夏旱和秋季绵雨、低温，有的地区常降

冰雹。

经济发展以农为主。解放后修建了蓄水工程四百四十八处(水库四十个，山塘四百零八

口)，蓄水四千六百二十七点五万立方米，引水工程四百九十八处，提水工程三百零三处，

三项工程保证灌溉面积十二点三万亩。建成水电站三十一处，总装机容量四千四百五十六千

瓦，火电站一处，装机容鼍一千五百千瓦。百分之五十的公社和百分之三十七的大队通电。

农灌负荷二千二百六十八千瓦。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二万六千一百二十马力，其中大中小型

拖拉机二百六十九台(六千七百八十二马力)，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一千三百四十七台(一万

四千一百二十一马力)。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烤烟、油菜等。粮食最高年产(一九

七七年)达二点一三亿斤。一九八。年，产粮食一亿七千九百八十五点五万斤、烤烟七百八

十七点三万斤、油菜籽六百三十三点八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一点四倍、三点五倍，五点

一倍。林、牧、副、渔各业也有很大发展。农业总产值达六千五百零八万元。

森林、矿藏资源较为丰富。有林地约一百万亩，林木蓄积量一百二十三点五四万立方

米。主要用材林和经济林树种，有松，杉、柏、杨，栗、漆、桐、桕、橙、桔等。县境东南

部朱家山、西坡和北部茶同等地，是主要林区。解放以来，全县为国家建设提供木材数十万

立方米，一九八。年采伐一万一千立方米。林区还盛产银耳、天麻等名贵药材。矿藏资源种

类多，分布广，藏量大。已知有煤、磷、铁、铀、石膏、硫磺、高岭土等二十种矿石，一百

零一个矿点。尤以煤、磷、铁藏量最为丰富。煤矿藏量二亿吨，质地优良，为肥煤，发热量

八千大卡左右。有省办瓮安煤矿、县办洗马煤厂和社队办三十六个小煤窑开采，一九八。年

产原煤四十六点九一万吨、焦炭八点七六万吨。磷矿藏量二点七六亿吨，含磷量百分之三十

左右。有省办瓮安磷矿和县、社合办玉华磷矿开采，一九八。年产矿石二十六点四万吨，除

供省办新华、福泉磷肥厂和县磷肥厂生产磷肥外，还大量运销河北、河南，广西等省．

工业从无至IJ有，发展迅速。现有省办厂矿三个(瓮安煤矿、瓮安磷矿、新华磷肥厂)，

县办厂矿十一个(铁厂、电厂，磷肥厂、农机厂，水泥厂、酒厂，纸厂等)，集体厂矿七个

(印刷厂、农具五金厂等)，社队办厂矿三百多个，街道办工厂二十多个，全民所有制职工

四千二酉零九人，集体所有制职工一千五百三十六人，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二千四百零二

万元。商业发展日新月异，购销两旺，市场繁荣。一九八。年，纯购进总值一千八百九十八

点四万元，纯销售总值三千三百九十九点一万元’个体有证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十二点五

万元，农民对居民零售额一百三十一点四万元。

解放前，县内仅有两条很不象样的公路：县城至马场坪六十五公里(县境十五公里)，

县城至草塘二十公里，由于坡陡弯急，路面不平，车运很少，物资运输依靠人挑马驮。现在

公路四通八达，区区社社通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队通车，形成以县城为枢纽的公路网，

通车里程达八百四十九点五公里。全县一百三十五辆汽车，四百二十台拖拉机，经常奔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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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公路线上。瓮安车站每天发出客车十八辆，过境客车十辆，接送旅客二千多人次。瓮安

往返贵阳、遵义、石阡、余庆、都匀、贵定、福泉等地，都有班车对开直达，旅行甚为方便。

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十多所小学。现在办起了完全中学六所，中等师范

学校一所，初级中学四所，公办，民办小学三百三十五所。建校而积七万零四百零三平方公

尺。有教职工二千六百六十四人，在校学生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人。一九八。年国家下拨教

育经费达一百五十八点九万元。全县有广播站十九个、电影队二十六个；医院、联合医院、卫

生所等医疗卫生机构六十六所，病床三百四十二张，医务人员六百三十七人；大队医疗室一

百一十八所。区医院有化验、照光等设备。县医院设备较为齐全，大部份疾病能以诊治。

县内名胜古迹甚多，比较著名的有：乌江急流飞驰而下， “浪挟风霆，，， “声闻予天”

的“震天动”，银盏公社数丈飞瀑，形似白练垂挂，声如松涛竹浪，人从水下通过的水帘穿

洞；下司公社平地突起一峰，怪石丛立，千姿百态， “洞蟠龙迹”的后岩观；营定公社高冠

全县，云雾缭绕，郁郁葱葱， “九龙司水”的花竹山；城关公社天然石桥，【上i势陡险，巍峨

雄壮， “播南首景”的仙桥山；太文公社清成同年间农民起义大本营，地势险要， “玉华捧

月”的玉华山。

·

4 ·



雍 阳 区 概 况

‘‘

雍阳区，位于瓮安县南部，东经一百零七度十八分至三十二分、北纬二十六度五十六分

至二十七度十一分之间。东接水和区，话邻中坪区，西北抵玉山区，北连天文区，东北靠草

塘区，南和西南界福泉县牛场区和道坪区。面积三百一十一平方公里。辖城关，银盏，太

文、玉华、平定营，营定、茅坡七个公社，和城关街道办事处(四个居民委员会)。境内公

路四通八达，全区三十七个大队，队队通公路，有不少大队还通客车和农村公共汽车。

这里，明代实行分军屯田，为千平堡、干溪堡，梭罗堡、冷家堡、刘家堡、小坡中堡，

飞练三堡等辖地。清代置里团，属附郭里、干溪里所辖。民国时期建区乡镇，属第一，二区。

县城设镇，因认为瓮安的瓮字(繁体为饔)缺“阳”气，将‘‘饔纾字的“瓦一字去掉，留下鼻雍一字，

再加个“阳"字，故名雍阳镇。后改第一、二区为雍阳镇、平兴乡。解放后，建第一区。一九五

五年，改称雍阳区。一九五八年，城关镇从区内划出建区级镇。同年，撤镇、区，建雍阳，

平定营两大公社。一九六一年，撤大公社，恢复雍阳区，建城关镇和银盏，玉华，平定营、

营定、茅坡公社。一九六三年，增建太文公社。一九七五年，城关镇分别农村、城镇建城关

公社和街道办事处(公社级)。区公所驻县城。县城，为明代干平堡地，于设瓮安县后第二

年(公元一六。二年)创修，自那时起，就成了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全区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倾斜。最高点，南面营定公社花竹山顶，海拔一千五百六十七公

尺，最低点，北面银盏公社瓮安河与岩根河汇合口，海拔八百一十五点九公尺，高差七百五十

一点一公尺。山峰、河流也多是南北走向，呈“山山相连，河坝交错，两山夹一谷静地形。营定、城

关公社属中LIJ丘陵，太文公社属中山峡谷，玉华公社属中山河谷，平定营、茅坡、银盏公社属中

山平坝地带。境内山水秀丽，风景壮观：有营定公社高冠全县，云雾缭绕的“花竹天泉"，有

太文公社悬岩绝壁，地形险要的“玉华捧月”，有城关公社巍峨雄伟， “播南首景’’的“石

巩仙桥，，，有银盏公社“飞练飘霞”，松涛竹浪的水帘穿洞；有平定营公社平地突起，郁郁葱

葱的高僧观山，有县城北郊山明水秀，古树蔽天的“龙坑蓬莱”。区内河流：瓮安河(小溪

河、牛渡河，塔边河、花桥河、西门河，飞练河，穿洞河、席子河八河段)，流经营定，平定

营，茅坡，城关，银盏五公社。支流有花江河，冷水沟，周家塘河，帮溪河，长滩河，水冲

河、小河边沟、望洞沟，堰平河。岩根河(岩根河、杜仲河，马颈河三河段)，流经玉华，

太文、银盏三公社。支流有跳墩河、小河，翁冲河、自溪，高枧河、青坑河。自水河(白水

河、龙潭河二河段)，流经营定、银盏二公社。这些河流灌溉着沿河两岸万亩农田。另有水

库十个，山塘四十九121，有效灌溉面积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二亩。河谷地区成片田坝很多，最

大的有平定营田坝二千八百五十五亩，梭罗田坝五千七百五十亩，茅坡田坝三千亩，城关田

坝一千五百亩，飞练田坝三千四百亩，白岩田坝一千四百亩，是该区的“米粮仓黟。年平均

气温摄氏十三点六度，最冷月二点九度，最热月二十三点二度，无霜期二百六十一天，年降

雨量一千一百三十四点四毫米。这里气候温和，无霜期长，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村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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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烟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二百一十二人)。有四百九十五个自然村，一万三千七百四

十_户，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非农业二千六百八十二户，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二人)，主

要是汉族，只有苗族五百一十二户二千零六十九人，彝族五户十人，水族一户四人，仫老族

四户二十人，仡佬族九户四十七人，壮族二户二人，回族十三户三十一人，布依族十四户四

十一人，侗族五户八人，佤族二户四人，藏族一户一人，朝鲜族一户一人。耕地七万零四百

四十七亩(田三万六千六百九十四亩，土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三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

玉米、烤烟，油菜、小麦等。常年产粮二千五百万斤。一九八。年，产粮食二干八百五十六

万斤，烤烟五十九万斤，油菜籽七十九点六万斤。有森林四万二干八百三十二亩，茶山一千

三百五十亩。

磷和煤是该区的两大主要矿藏。玉华公社一带的磷矿，满L【J遍野，品质优良(含磷量百

分之三十左右)。除省办瓮安磷矿大量开采外，县，社组织有三百多入开采，年产十二点七

万吨，纯收入四十九万元。所采磷矿，除供省办新华、福泉磷肥厂和县办磷肥厂生产磷肥

外，还大量运销河北、河南、广西等省。过去的荒山变成了宝山，巧合印证了旧时民谣：

“石笋对石鹅，脚踏岩根河，哪入识得透，金银用马驮"。花竹山煤矿藏量也很丰富，是省内

外有名的煤田之一，除省办瓮安煤矿大量开采外，区、社、队还组织部分劳力开采，较大煤

厂有打铁槽，水阳冲、冷水沟、柏家田等，年产原煤十二万吨。

全区有小型水电站七个，装机容量二百四十八千瓦，年发电二十九点六万度，加上县电

厂供电，工农业生产和照明用电十分方便。区、社还有汽车八辆，拖拉机四十五台。

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也较快。解放前境内仅有中学一所，小学五所，中小学生不满千人。

现有中学二所、师范一所、小学二十一所(其中附设初中班小学八所)，中小学生一万三干

多人；民办小学更是从无到有，现有三十九所，学生七干二百三十人。解放前，只县城有一

卫生院，现在不仅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区医院和联合医院，而且七个公社都有卫生

所，城关、平定营，银盏三个公社还办有大队合作医疗室。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已基本上

解除了疾病对人民群众的威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长征经过城关、银盏公社境内。一九三六年元

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银盏、城关，茅坡，营定公社境内。当年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

深深地铭刻在雍阳人民心中。今天，全区人民正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新的长征路

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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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街道办事处概况

城关街遭办事处，驻县城，位于瓮安县南部，东经一百零七度二十七分至二十八分、北

纬二十七度三分至五分之间。东面是邱家山、苏家山、塔坡，西面是龙耳坡，半月山，大坡，

王家岩，南北两面是宽敞的大坝。东西宽一点五公里，南北长三点三公里，面积约五平方公

里，呈狭长形。海拔一千零八十公尺。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三点六度，最冷月二点九度，最热

月二十三点二度。年降雨量一千一百三十四点四毫米。无霜期二百六十一天。西门河(瓮安

河此段河名)由南向北沿城西流过。辖四个居民委员会，十四条主要街道，二千七百一十五

户，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五人，其中非农业二干六百三十七户，一万一千九百零五人，苗族

二十六户，九十四人，壮族二户，二人，回族十三户，三十一人，彝族四户，九人’布依族

十四户，四十一人，侗族五户，八人I佤族一户，一人，仡佬族一户，二人。

((瓮安县志》载： “明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创修瓮安县城。瓮安县城，本

平越卫干平堡地，|f1隶贵州都司，而草塘，瓮水二司隶播9'I'I．明神宗二十八年(公元一六oo

年)，播州平⋯⋯以干平堡及二土司地置瓮安县。⋯⋯相度城址，东倚山石，北临平原，西

跨三山之顶，镄遵戎伫之塘，四周石砌共六百九十丈零，计三里八分。东南西北凡四门⋯

⋯"。从那时起，县城就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清朝置里团，为附郭里

本城团，辖四大街，文明街、北门外街、南门外街、蛇场坝、朵园；子巳赶场。民国置乡镇

保甲，一九二九年建雍阳镇}一九三六年设雍阳联保，辖四保(东门一保，南门二保，

西门三保，北门四保)。解放初期，建城关镇(乡级)，辖东，南、西、北，中、南关，

北关七大街，一九五六年，匕星乡、仙桥乡划入，均隶雍阳区(原称第一区)。一九五八年

初，改为区级镇。九月建立和平、跃进公社。十二月建雍阳大公社，原银盏乡划入为银盏

管理区，和平、跃进公社合并为城关管理区。一九六一年，撤大公社和管理区，恢复雍阳

区，建城关公社。一九七五年，由r；j。￡‘、、七星、云星、河西、岩孔，望洞六生产大队组建

城关公社’城内单独建城关街道办事处(公社级)。

解放前的瓮安县城，是一个人口不足四千，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房屋破烂不堪的城

镇。下业空白，商业萧条，只有二十来家打铁，五十多家织布，六，七家染坊，十余家小

铺；街道窄狭，乱石路面，沟沟凼凼，垃圾遍地，一无电灯，二无自来水，三无影剧院，四

无交通工具，五无大型建筑。

解放三十一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瓮安县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区扩大约五

倍，人口增加近九千，草房没有了，街道加宽铺成沥青路了，电灯，自来水、汽车，白行车

都有了，饭店，旅社，影剧院，汽车站、百货大楼，邮电大楼等等也修起来了。同时，兴办

了铁厂，水泥厂，磷肥厂，农机厂，酒厂，纸厂，印刷厂等全民和集体企业二十二个，有职

工一千七百九十八人，工业总产值一九八。年达六百五十三万元。近年来，街道企业有较大

发展，塑料厂、纸袋厂，农具厂，修配厂，建筑社，理发店，照相馆，缝纫社等十多个单

位，一九八。年总产值达十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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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城L二成量；÷盘?路幺通“!：i。矾负(Ⅲ)j。【曩)、2t(乡：)

(庆)、笼(安)赞(平)、iI(场坪)生(安)≮!：路往这里夕Ⅲ

区、祉。汽车站{{灭发出’91：十八辆、过境。牟i：}。辅，接达旅并

百零六辆汽车、二百多台拖拉机，经常奔驰赴-±些尘路上，幺jⅢl

教育、卫生；口业毁眨较快。现在，fl芷≠由一几四儿年的‘所发J c

所；小学由一所发腱到二昕，纠7r幼儿j日所；巾学教师由二二十多，

小学教师由十乡人增加到一7i二；‘多，~；一。Izq∥}’仁(包插师范纠：)

二百吗寸·人，小学且：山l：r4 i'i-多人j盅增刊：r／i“fL i‘人；医j，机构f『

六所(县医院，强健站，防疫站、区医院、聪f?K院、0 7弛卫生所)

到二百五十多人l艄床更是从j：■Tf，㈨衍已订 订六卜f=张拼床；

i手术。人民健康水：1F大大提t。i。

一九三pq年十：Jj T【1一九j六年元』j，iI．j

遵(天)、瓮(安)系

．，巫7j_一蝗公路通，吐

多人砂：：城区轩tA他打

I÷，i侵j

到二所，另7f师范

啪)j；j到·百四十多人，

山一i’i多人增加剑．f

昕(卫生院)发展到

；旺符人n山数人发碰

璺K院并能进行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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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部电局

瓮安县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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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民 族人 口 备

瓮 安 县 w每ng’石n×ian 鋈谨善、 325776 县政府驻县城

雍 刚 区 y6ngy6ng Q石 汉 68162 区公所驻县城

蔫蓑≯蒜 ch否ng?u霁婀da。 汉 12655
办事处驻南街共和路Ban办 事 处 sh Tch0

从 川’1寸从弛m肚J六1H坩

喜民委员签 N6nji百Jom，nw yu6nhu、汉

共和路 G6ngh@L0

南 路 N6n La

解放路 J诺fang L订

环城南路Hu6nch@ng N6nI辽

蓍民委员饔 D5ngii百JOrnu}w否iyu6nh，n汉

中心东路 ZhOngxTn D6ngl O

中心路 ZhSngxTn L已

为i 山路DSng sh石n LO

东大路 06ng Dal b

善民委员篓 xT】；百j。m，nw诺yu6nh瞳汉

胜 幂U路 Sh@ngIi La

西 路 XT L0

西：{匕路XTb否i 山

凿民委员錾 B矾浯J0mlnw善iyu6nh止 汉

j匕 路 B蓟LO

={匕关路 B6iguan L已

环城北路Hu6nch@ng B荟i O

居委会驻共和路

门牌5——113号

门牌1--155号
门牌1——】69号

门牌2——124号

居委会驻，{l心东路

门牌1——153号

门牌1--39号
门牌1——90号

门牌2——142号

措委会箍lii-利路

门牌1--205号
门牌1--134号
门牌1--52号
屠委会驻北路

门牌l——205号

门牌l——311号

门牌1——68号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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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城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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