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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行文)

地名，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

国防建设、国家主权，民族团结、外事交往的大事。

过去，我县地名在历史演交过程中，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以及地

名“一片红力等现象。特剔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给我们地名工作造成的恶果更为严

重。

现在，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搞好地名工作，实现地名标准化，显

得十分重要。
一

为了迅速实现地名标准化，根据国务院(79)305号文件精神，我县地名办公室根据上

级的要求，对我县所有地名进行了金面普查。经过反复核实，听取当地管委会和人民群众的

意见，查阅有关史料，提出了我县地名正名，更名，复名的意见，编集了《天峨县地名集》，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予以须发实施。

‘天峨县地名集》的颁布，结束了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凡列入此集的地名，

均为法定地名。 ～

今后，各部门、单位，人民团体所有的公私邮件、单位印鉴，路标署名，都要按此集中

规定的单一叫法和书写形武作为标准地名。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县政府批准不能随意更

变。

天峨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三年五月



●

1￡·

刖
—．L^

日

j 天峨县，。地处云贵高原，红水河上游。居住着壮、汉、瑶、苗、仫佬，布依、满、回，

侗、彝等十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在地名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建国以来，我们从未进行过地

名普查工作，特别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地名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各地随意

乱改、乱命地名，连地名都几乎成了“红海洋，，，造成了不少重名的混乱状况，给各条战

线，．各个部门，甚至给国防建设，军事建设和祖国领土完整i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因此，地名普查，编纂、出版《天峨县地名集》既是一项完成历史遗留下来的艰巨工
‘

作，又是一件地名工作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治任务。

《天峨县地名集》是根据这一需要问世的。它是一本用地名典籍的形式提供准确，详备

的地名资料。可供党政机关和经济建设部门以及各单位参考，收藏。主要内容有天峨县行政

区划及镇、社地名图九幅；工农业生产、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照片8幅，文字材料有县，

镇，各公社概况，历史沿革、部分企事业单位概况，，各类地名1980余条，全书为16开直编横

排。这是我县有史以来二部较为全面、准确的地名资料书。。
”

《天蛾县地名集》的编纂，是在完成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它得到全县各级地名领

导小组、地名工作者的大力支持，积极工作．在县委、人大，县政府领导下，在区，地地名

办的直接指导下，以l：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所有地名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核实。

按照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进行了部分地名标准化处理。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

内容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在规定的范围内不重名。它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统

一o

《天峨县地名集》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工作正在向标准化，规范化起步。查

阅地名资料汇编，可以从中了解和掌握很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较为准确地纵观我县地名

成因简况和规律。

县委，人大，政府的领导同志对《天峨县地名集》的编纂，出版工作极为重视，县委书

记黄河珠同志和县府以及统战部的领导亲自审查了初稿，在此，向这些领导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I
’

．

为了使同志们正确地使用此集，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此集共收集全县地名1980余条。全县自然村(屯)，公社，大部名全部收录，人’。

工建筑物，名胜古迹、企事业单位凡建立地名卡片的全部收录。

(2)所列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今后，各部门，各单位，人民团体使用地名时，

要以此为准。如确需改动的，要按照国务院《机关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严格审批手

续。

即。自然村命名、更名，由公社提出意见，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时抄送县地名委员

会，大队命名，更名，由县人民政府提出具体意见，报地区行署审批，同时抄送地区地名委



员会，公社命名，更名，由地区行署提出具体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同时抄送区地

名委员会。．
· 、

(3)本集编排，以公社为单位，。按公社，大队习惯顺序排列，自然村则按地名成果表

先后顺序排在所属公社、大队内，二，三，四类地名按同类地名集中编排。

(4)地名所注汉语拼音，均按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 j

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5)插入的地名图，均按所属关系排在文字概况材料前面。地名图中的地名尽量抄录

标注(因比例关系不能全标)。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实测。因此，不能作为划分界限依

据。

(6)对普查中发现的地名错别字、生僻字、土俗字和个别内容、含义不好，以及与客

观实际不相符的地名，按照公社申报的意见，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巳作标准化处理载入。不
。 再保留原名用字。

。

(7)集中的地名图，凡所取高程，均系海拔高度。统计的数字均截止一九八一年底

止。

(8)县，公社、镇地名图是在l：110000地图的基础上，录制编绘的。

(9)．汉语拼音栏，括弧内均为民族文字。

(10)地名图注记处理问题。公社、大队、驻地三者同名，只注公社名，社队同名驻地不

同名，注前者为主名，后者为副名，加绘括号，大队，驻地同名，只注大队名，大队，驻地

不同名，注大队专名为主名，驻地为副名，加绘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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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峨县概况

天峨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上游，东临南丹县，西接乐业县，南连东兰，

风山县，北与贵州省罗甸县接壤。县人民政府驻地六排镇。全县总面积3192平方公里。山区

面积约占80％左右。总耕地面积为183935亩左右。 ，

全县辖7个公社，1个镇，75个大队，1349个生产队，1889个自然村(屯)，17164户，

110752人。有壮，汉、瑶、苗、布依、仫佬等十一种民族。

该县版图，汉至五代(前206年至公元960年)，属蛮地i宋至清初为东兰县管辖，雍正

八年为凤山属地。

民国后由凌最县管辖，名为凌云县天峨弹压公署，驻向阳街。

民国九年，团练长李介山勾结冉隆安(冉大王)等迸驻向阳，宣布独立。

民国十年百色行署派龚寿仪用计兼取冉大王，此后天峨又归凌云管辖。民国十九年为凌

云县第十四区。民国二十年曾一度划归南丹县。民国二十二年成立天蛾县临时办事处。民胃
二十三年成立天蛾县府筹备会。

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成立天蛾县。民国二十四年正式行使权力。由凌云县东北部的逻

宜，天峨，更新三个乡，南丹县西部的甲板，月里，牙林，拉堡、六排、桥头六个乡及风山

县北部的老鹏乡合并而成天峨县。《凤山县志》第二十七页载。“民国二十三年，⋯⋯将老

鹏划归天蛾新县。，，又《广西历代郡县沿革编(初稿)》第一百五十九页云t ‘‘民国二十三

年(1934年)设置天蛾县。"

当初县城设在向阳街，因交通不便，1953年，报经中央批准，县府驻地迁至红水河左岸

小镇——六排。

该县名来由据《天峨县志》记载，有两种传说t向阳街的西北部有一座山。古代，一农

夫开山种地时，忽见一对天鹅腾空而起，展翅高飞。故向阳又叫“天鹅"。1934年成立县

府，在建房清基时，发现地下有一眼塘，塘内有一对“石鹅，，。当时伪县长黄建中以此命名

为口天鹅县黟。因该县山多，人们把“鹅"演写为“峨"，故名“天峨县"。 ．

本县地属亚热带．西北部地势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全境地处低纬地带，夏长冬

暖，千湿季节分明。一月份平均气温摄氏10．8度，七月份平均气温摄氏26．9度。北部和地势’

较高的山区气温较低，冬天可见少量霜雪。年平均降雨量1370．6毫米。大部分雨季集中在

六，七，八、九月份内，这种山区气侯特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冬季有寒潮入。

侵，对农业生产也带来一定影响。 一

本县森林资源丰富，主要用材林有杉、松木。经济林木有油茶，油桐、八角、栓皮树。

全县森林覆盖面积达4735208亩。人工造林以杉树为主，松，杂、经济林为辅，兼种油茶，

板栗等。县林业局设有森工，木司，国营林场，苗圃，林科所等单位，其中林朵林场是全县

最大林业基地，每年均为国家输送大批建材0金桔，板栗，木耳，香菇，山瑞，莱牛，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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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茶叶是我县土特产品。各种矿藏均有些储量。主要河流有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占宜县

的益良山，流经我县下老，向阳，三堡、六排、八腊、板么等公社，蜿蜒于崇山峡谷之间。

’布柳河，发源于乐业县的龙柳，流经我县更新公社新林大队，向阳公社平腊大队至八耐，汇

入红水河。百龙河，发源于贵州省昌明县，流经我县三堡公社顶茂、顶换大队，经八号村，

汇入红水河。川洞河，发源于南丹县金鱼岭，流经我县六排公社拉岩大队川洞、龙风大队至

纳益，汇入红水河。

本县最大山脉有高楼山，海拔达1419．3米。位于更新公社驻地西北部。

川洞电站位子县城北部30公里处。．水坝高16米，库容量200万立方米。巴象水库位于向阳

公社驻地西北部4公里处，坝高20米，库容量101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20亩。八念水库位于

下老公社驻地南部6公里处，坝高20米，库容量9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80亩。

全县均为黄壤土质，拌有沙壤土，宜于发展山区造林和多种经营种植。六排、向阳两公

社土质肥沃，水利条件较好，是全县水稻的主要产区。其它社(镇)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

也有利于林、牧、副，渔的发展。

，本县一九八一年国民生产总产值2485．63万元，人平均2．25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839．81

万元，工业总产值645．82万元。 ，

’

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天峨县的水利设施根本没有，过着“靠天吃饭，，的

痛苦生活。大多数农田只能种一造，加上耕作粗造，粮食产量很低，平均亩产只有100多斤。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峨人民治山治水，目前全县旱涝保收面积已达28161亩。

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农业机械从无到有。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也有很大发展。粮食作

物，主产水稻、玉米，兼有豆类、红茹、木茹，饭豆。经济作物有甘蔗．黄红麻，烤烟．花

生。水果种植有：芭蕉．西瓜，柚子，柑子。

一 解放前，天蛾县工业基础很差，没有一座工厂。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现巳建立起农

机修造厂，软木厂．水泥厂．木材加工厂．酒厂。 ’．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县交通运输事业也发展较快。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全县

只有一条通往南丹的大路(不能通汽车)。现在主要公路干线有丹峨线，六排(县城)通往

，板么，八腊．更新．向阳、下老，三堡公社的公路干线。全县通车里程达581．7公里。不少

大队和生产队还通了汽车或机耕路。除此之外，还疏通了六排至圭里采育场长达100多公里

的水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

的繁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形势也很好，商业网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生气勃勃，

’市场购销两旺，城乡一片繁荣。一九八一年．金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机构12个，社会商品零

售额达716万元。．

解放前，全县只有几所小学和私塾，在校学生很少。一九八一年已发展到中学10所，在

校学生3010人，小学407所，在校学生13827入。此外还办有县师范1所。、

j文化建设方面，各社(镇)建有文化站，县有文化馆、图书室、新华书店．电影公司。

各公社设有放映队。县有文艺队。县办广播站一个，公社转播站8个，有电视差转台l座。

有的社员农户还购置了电映机，专设放映场。 ．。

卫生方面，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县目前巳建有公社卫生院(所)8所，县级医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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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I县医院．县防疫站，县保健站．县制药厂。全县有医务人员222人。大队合作医疗站8

个。
。

、

计划生育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七九年人口出生率为29．1％o，到一九八一年

已经下降N24‰，有27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本县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进入了出生率

低．死亡率少、自然生长率慢，人口成活率高的新阶段。

我县有着十分丰富的水利，水电资源。境内河流纵横，水量充沛。红水河，布柳河，川

洞河．小河，山高水陡，宜于灌溉发电。解放以来，全县先后建起了五处大电站，大小水利

工程200多处，中．小型水库10座。
‘

科技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各社(镇)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县

农业局设有推广，种子，病虫测报和园艺场。全县有农用汽车五部，各种动力机械迅猛发

展。
一

我县还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韦拔群同志在东兰从

事革命活动时，岜暮地区(今板么公社)的韦国荚，班四妹就积极追随革命，在岜暮地区创

建工农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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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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