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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前 言

．六盘水市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在省人民政府地名普查办公室的

具体指导下，於1981年4月开展的。《六盘水市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整理大

量第一手资料后编辑的，现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六盘水市是由原安顺、兴义、毕节专区的部分地区及云南省的少数区，社组成．自

1964年开始工业建设至今，已初步建成以煤炭．、冶金、电力、建材、机械制造为主，兼省、市、

特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的新兴工矿城市。随着生产和建设的发展，新命名的地名大量增加。

《六盘水市地名录》按国务院的要求对原有地名进行了全面核查审定，对新增的地名尽量

予以收录。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本市的发展情况，增加了中央、省属在市企业专章。

《六盘水市地名录》共收集地名14495条。其中。火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2040条；自然

村寨地名9745条，中j唤、省、市等企事业单位及专业部门使用的地名346条，纪念、名胜、

游览地名39条，山峰、洞穴、山隘、地片等地理实体地名2208条，水库、沟渠、井、泉、桥

梁、渡口：瀑布地名82条，新命地名3539条。地图256幅，照片76张。

《六盘水市地名录》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对体现大汉族主义的地名、“四旧，，的地名、

“文革"的“一片红”地名以及错音错字等不科学地名，属市和特区职权范围的，都做了

改正，属省和国务院批准的已按要求上报。

《六盘水市地名录》中“六盘水市概况"各数系1984年底统计数，其它均系1982年地

名普查资料统计数。

《六盘水市地名录》的编辑工作，是在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各特区党委、人民政府

的关怀下，在市地名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市地名领导小组由张作圣、粟保轩、

李秋来、袁廉洁、种衍银、陆官华、李明歧、鲁从胜、伏开振等九名同志组成。

《六盘水市地名录》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水城矿务局地质工程师管福珍，冶金

勘探--PA技木员李国华，六枝矿务局生产处、市委宣传部、市规划设计室和群众艺术馆等

有关部门以及中央、省属在市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六盘水市地名录》出版

之际一并表示感谢。

尽管我们在编辑出版《六盘水市地名录》过程中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水平有限，

经验缺乏，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六盘水市地名录》主编：李明歧

修改：刘崇荣、袁朝辉

审定：袁廉洁、富宝安

校对：周士俊，洪林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k--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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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市概况

六盘水市位於贵州省西部，东经1040187至105。427，北纬25。197至26。557。西邻云南，

东、南、北三面分别与省内的安顺地区、黔西南州，毕节地区相连。南北最长170公里，东

西最宽110公里，总面积9914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5．62％1人口216．66万人，占全省

人I=／的7．39％。人口密度219／平方公里。在总人口中，城镇人口31．71万人，占14．64％。

境内居住着汉、彝、苗、布依、仡佬、回等3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41．35万人(包

括待识别民族1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9．08％。六盘水市为省辖市，辖六枝、盘县、

水城三个县级特区。市人民政府设在水城。

全市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一般海拔在1300米以上，是一个高地城市。地势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最高海拔2900．3米，最低海拔609．5米。石灰岩、自云灰岩广泛出露，岩溶发

育，地势地形呈条带状展布。在总面积中，山地约占70％，丘陵约占20％，坝子、盆地、

河谷约占lO％。
●

气候受西藏高原南支流和昆明静止峰的影响，为副热带高原性季风气候。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常年平均气温12．3—15．2。C，盘县偏高，水城偏低；降雨量1223．6—

1482．3毫米，主要集巾在6—9月，六枝雨量偏多，是全省三个暴雨中心之一j目照时数

1244．5一1600．5小时，盘县较多，六枝较少。无霜期230—298天，一般在3—10月，六枝

较长，水城较短。全市气候垂直分带，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占29％，海拔在1300—

1800米的温凉区占60％，海拔在1300米以下的温热带区占ll％。由于地势起伏较大，局部

小气侯差异明显，形成多样性、立体式的气候特征。常有不同程度的插仡性春早，冰雹，低

温、凌冻等自然灾害。

六盘水市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的有煤、铁、铅锌、铜、石灰石、重晶石、硅砂，石

膏、白云石、莹石、冰洲石、粘土、大理石等20多种金属、非金属矿及镉、锗、钢，镓、

银等稀散元素。其巾，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大、煤种全、煤质好，保有储量150．17亿

吨，①精查储量89．93亿吨，炼焦煤储量占保有储量的63．44％，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焦煤生

产基地，素有“西南煤海’’之称。铁矿石储量约1．25亿吨，占全省总储量的28．01％。铅

锌矿保有储量约为7万吨。④

由於气候、土壤多样，地形地貌复杂，有利于多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生长

和畜牧业的发展。全市有耕地面积159．07万亩④，占总面积的lo．7％，其中田37．29万亩，占

23．44％，土121．78万亩，占76．56％，人均耕地0．86亩，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

2．14亩。在耕地中，一年一熟的占10％，一年两熟的占80％，一年三熟的占lo％。主要

粮食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豆类等。玉米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水稻占30％。

①煤炭保有储量数系1981年资料．

②铅锌矿保有储量数系1983年资料．

③阱地面积159．OT万亩系统计局数字。为习惯亩，不合实际．市农业区划资料为501}．8万亩．

· 1 ·



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甘蔗，生姜等。森林面积98．18万亩，森林覆盖率为6．60％，

林木积蓄量为150．52万立方米。宜林荒山约500万亩。林业资源中除用材林外，还有经济

林木，如生漆、油桐、油茶、核桃、板栗、茶叶等，水果有黄果、柑桔、梨，桃、苹果等，

此外还有一些珍贵木材如红楠、桢楠、马桂木、木莲、银杏(白果)、大花膀胱果等。主

要中药材有天麻、三七、杜仲、党参、黄连等。宜牧草地面积228．91万亩。主要牲畜有猪、

牛，马、羊等。有塘、库水面两万多亩。

六盘水市地处长江和珠江水系河源地区，河流纵横，多为雨源山区河流。境内有十公

里以上支流43条，有属长江水系的三岔河，属珠江水系的北盘江，南盘江三条千流。河网

密度为9．9公里／百平方公里。水资源约101．18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约86·97亿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14．2l亿立方米。由于雨量充沛，水源丰富，落差大，水力资源蕴藏量丰

富，理论蕴藏量为116．64万千瓦，可开发量为69．7r9万千瓦。

境内共有革命遗址、风景名胜、文物古迹129处，较著名的有：盘县城内红军二、六

军团长征时曾作为总指挥部的武营九天楼，水城剑齿象洞(洞内发现新生代第四纪剑齿象

化石)，水城汪家寨硝灰洞(洞内发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六枝特区桃花洞古人类遗

址。此外还有盘县城南存有明清遗迹的千奇百怪的碧云洞，水城龙场区北盘江上光绪33年问

建成的普济铁索桥，六枝风景优美的桃花山公园，水城钢铁厂笔架山公园及其造型奇特，

绚丽多姿的“龙凤地宫"。

六盘水市所辖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在1970年前均为县级建制，分别隶属于安

顺、兴义、毕节三个地区行署。六枝县原名郎岱县，建于清雍正八年，次年设置郎岱厅，

盘县建於晋成帝时，名西宁县，’属平西郡，清宣统元年设置盘州厅，水城县建於清雍正十

年，次年设置水城厅。辛亥革命后，厅改为县。六枝、盘县、水城分别于1950年元月14日、

1949年12月20日、1950年2月13日获得解放。1964年，国务院决定在六枝、盘县、水城一

带进行煤炭工业开发，成立“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对外称大华农场)。根据矿井建设的

分布情况，从六枝县划出8个公社，盘县、水城县各划出lO个公社，分别组成三个政企合

一的特区，属“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领导。1967年底， “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由六枝

迁水城，取三特区字头改称“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1970年，成立“六盘

水地区革命委员会"，并将三个特区分别与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县级行政机构合并，成

立三个县级特区。1978年1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六盘水市。

解放前，地处边远山区的六枝，盘县、水城三个县，农业耕作粗放，生产原始，粮食

产量很低。工业基本上还处于手工作坊状态，产值低微。三县交通闭塞，仅盘县有一条过

境公路，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三个县农业总产值

仅有6477万元。1964年以前，经济结构以山区农业经济为主，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90％以上。从1964年开始，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相继建起了冶金，电力、建材、机械制

造等大中型企业，促进了食品加工、酿酒、化肥、农机、小煤矿等地方工业的发展，为经济

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十年内乱"的干扰，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粉碎“四人

帮”后，工农业生产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5．84亿元，其巾工业总

产值3．95亿元，占67．64％，农业总产值1．89亿元，占32．3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全市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初步形成了一个以煤炭、冶金、电力、建材、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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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为主，兼有市、特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所组成的工业体系，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也

有较快的发展。1984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94亿元，与1978年相比增长70．21％，年

递增9．72％。其中工业总产值为5．88亿元，占59．15％，比1979年增长48．86％，农业总产

值4．06亿元，占40．85％，比1978年增长1．15倍。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有

了较大的发展，城乡购买力有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 工业：从六十年代中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二十年来，国家对全市开发性投资达29

亿元，其中，工业基本建设投资24．85亿元，形成固定资产21亿元。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

中，中央，省属企业建设投资24．03亿元，占96．66％。其中，煤炭工业建设投资19亿元，

占76．46％。七十年代初起，煤炭、冶金，建材、电力、机械制造等主要工业部门，逐步形

成生产能力。1984年，全市共有工业企业439个，其中，中央、省属大中型企业8个，全民

所有制企业职工总数16．57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1．57万人。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职

工人数中，煤炭工业部门职工7．5万人，占45．26％，冶金工业部门职工1．8万人，占10．86％。

现有生产能力为：煤矿23对，设计生产能力1120万吨，选煤厂六个，洗精煤能力560万吨，

钢铁厂两个，设计生产能力为生铁93万吨，铁矿石50万吨，钢材15万吨，机制焦40万吨，

水泥厂6个，设计生产能力为67万吨，火力发电厂6个，装机16．67万千瓦，高压变电站五

所，输变电线路428公里，形成东连安顺、西接宣威、南送兴义、南盘江的1l万伏输电系

统’机械制造厂4个，加工能力为2万吨，炸药厂1个。

煤炭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兴建，使全市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力增长

较快。198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5．88亿元。其中，中央、省属企业产值4．72亿元，占80．27％，

市、特工业产值48．11万元，占8．18％，乡镇企业工业产值6795万元，占11．55％。在工

业总产值中，煤炭工业占46．45％，钢铁工业占28．06％，电力工业占7．97％，建材工业占

7．67％，机械制造业占4．43％。1984年全市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71年相比，原煤增长2．4

倍，达945万吨；洗精煤增长5倍。达298万吨，焦炭增长2．6倍，达129．43万吨，生铁增

长3．18倍，达52．68万吨，钢从无到有，达0．5l万吨，结束了贵州不产普钢的历史，发电量

增长4．04倍，达8．42亿度，水泥增长3．61倍，达60万吨。

近年，一些工业部门采用新材料、新工艺，创出了一批名优产品。六盘水煤矿机械厂

的CDXT2．5吨防爆特殊型电机车，获1984国家银质奖，水城水泥厂的普通525硅酸盐水

泥，获国家建材总局和省优质产品称号，水城钢铁厂的改质沥青，填补了冶金工业的空

白，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生铁合格率达100％，六枝酒厂的九龙液，水城食品厂的天麻

糖，水城酿造厂的双钟酱油，均为省名牌产品。随着经济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六盘水

市的煤炭资源，日益引起国际上的重视。近年来，先后有荷兰、香港、西欧、日本、意大利

等国家和地区的十多个团体前来考察。煤炭、生铁、水泥已打入国际市场，远销美国、日

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农业：随着农业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全市农业生产获得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了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

到1984年，全市修建各种水利工程759处，有效灌溉面积为25．18万亩，占水田面积的67％，

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5万马力。拥有拖拉机1048台，排灌机械1228台，农产品加工机械6716

台，农用汽车601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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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4．06亿元，比1949年增长5．26倍，年递增5．38％。主要农

产品产量1984年与1952年相比，粮食增长1．7倍，达4．755亿公斤，农业人口人均占有257

公斤，油料增长2．44倍，达588．9万公斤，烤烟增长569倍，达102．55万公斤。农业劳动生

产率为551．3元，比1952年增长1．4倍。农村劳动力人均产粮639．2公斤，比1952年增长

33．44％。农业各业产值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1984年与1952年相比，种植业产值增长1．9

倍，达1．84亿元，林业产值增长2．25倍，达2417万元，畜牧业产值增长2．3倍，达7313万

元。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58．06％降

低到1984年的45．3l％。乡镇企业发展较快，1984年已有17672个，从业人员12．3万，占农村劳

动力的16．5％，产值1．625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0．15％。仅乡以上小煤矿就有160个。乡

及乡以下原煤383万吨，占全市原煤总产量的34．88％；土焦82．88万吨，占全市焦炭产量

的64．03％。
．

交通邮电：解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建设，全市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快。

铁路从无到有，公路从少到多，已形成以铁路和公路为骨干，包括各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

合运输网。有贵昆铁路干线横贯六枝、水城两个特区，有水城西至大湾、云南沾益经盘县

平关至土城两条铁路支线。境内铁路总长250多公里，车站27个。水城西、六枝、红果站

为主要客货站。客运量256万人次。铁路年货运量为一千万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2620．5公

里。其中特区公路692．5公里，矿区公路312．2公里。专用公路706．9公里，区乡公路908．9

公里．三个特区所在地为公路交通运输中心。全市有机动车辆7630辆，其中大型货车3066

辆，大型客车283辆。公路年客运量为564万人次，年货运量为443．18万吨，货运周转量为

3508．71万吨公里。全市铁路和公路相辅，沟通省内贵阳、黔西南、黔西北和云南昆明、滇东

北地区的联系，是滇黔交通要道，也是黔西北、滇东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客货集散中转地。

全市有邮电营业局(所)78个，其中城镇19个，农村39个。邮路总长1189公里，电报电

路20路，长途电活电路45路，总长1．5万公里。市话交换机容量2000门(不含企业内部电话)。

电话机7868部，其中市话1437部，农话3673部。企业内部电话2758部。1984年邮电业务总

量为203．59J‘j"元，已初步形成邮电通讯网。

商业服务行业。建立了从批发到零售的国营商业系统，发展了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

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集体和个体商业为补充的商业网。全市拥有商业机构11914个，

从业人员27388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商业1314个，从业人员11271人，集体所有制商业625

个，从业人员4807人，个体商业9842个，从业人员11122人。饮食业机构1334个，从业人员

2824人，服务机构1219个，从业人员3368人。1984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15亿元，比1978

年的1．89亿元增长66．59％，年递增8．88％；社会商品零售额2．87亿元，比1978年的1．79亿元

增长59．83％，年递增8．13％。全市贸易集市208个，1984年集市贸易成交额9096．72万元。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六盘水市是年轻型人口城市。据1982年统计，在总人

口中，解放后出生的有135万人，占总人口的62．3％，每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25

人，高中文化程度的224人，文盲半文盲4920人。1984年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2341历，在校

学生344172人，其中师专1所，在校学生234人，中专5所，在校学生3790人，高中27所，

在校学生7813人，初中99所，在校学生62314人；小学2159所，在校学生292773人。全市有

专任教师17896人，在初中任课教师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30．7％，在高中任课教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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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83．3％。农村有高中5所，在校学生915人，初中54所，在校学生

30533人I小学1861所，在校学生205354人。全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72．74％，农村为69．92％，

小学升初中率为62．77％，初中升高中率为23．42％，高中升高校和中专率为51．83％。近

年，各地、各单位重视成人教育，发展了广播、电视教学，职工专业培训，干部专业培

训，组织青壮年职工进行文化补习，举办农村夜校和开展读书活动，提高了成人的文化知

识水平。

全市共有各级各类科研、设计，勘察机构19个，职工总数4861人，其中科研人员825

人，占17．5％。全市共有科技人员12472人，其中中央和省属企事业单位7837人，占62．8％．

科技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4892人，占39．2％，农业科技人员711人，占5．7％，卫生科

技人员3721人，占29．8％，建立市、特两级各种专业学会，研究会、协会87个，有会员

4086人，农村区乡科普协会96个，有会员4000余人。科技队伍有所发展，普及科学技术取

得了一些成绩。1982年全市首届科技成果授奖大会上，市属单位获奖的科技成果54项，其

中，六枝酒厂“Urll一新菌种，双杂优势利用与推广等14项已在生产上应用，并取得经济

效益。

全市现有电影院，影剧院、俱乐‘部52个，电影放影队201个(其中农村153个)，图书馆

3个、文化馆8个，区乡文化站123个，74％的区镇，31％的乡有了文化站。新华书店5

个，发行量为835．2l万册，专业文艺团体2个。电视转播台、差转台46个，电视覆盖65万

人。广播电台一座，特区广播站2个，区乡放大站111个，无线广播覆盖率为84％，有线广

播覆盖率为30％。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机，收录机拥有量大大增加，人民文化

生活得到了改善。

全市现有卫生机构411个，其中医院366所(城市25历，农村281所)，门诊部118个，卫

生防疫站5个，妇幼保健站4个，药检所2个，劳动卫生研究所和其它卫生机构6个。有卫

生技术人员6173人，其中城市3488人，农村2685人。病床3996张，其中农村1748张。金市

每千人口医生数为1．72人，病床1．85张。市特医院为综合性医院，能治疗常见病、多发病

和部份疑难病症。市医院是新建单位，将成为我市临床、科研、教学、扩大预防、指导基

层、指导计划生育的社会医疗服务中心。三个矿务局中心医院和水钢医院，在技术力量和

装备上均有相当水平。

城镇建设：随着煤炭开发和钢铁，建材、电力、机械制造业的兴起，在主要工矿区和

铁路沿线形成了一批工矿城镇。现全市有11个区级镇和三个乡级镇，总面积约110平方公

里，人口约54．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5．7％。

市中心区现已建成长2．2公里，宽40米的钟山大街，文化路、建设路、民族路、康乐

路与其相交错‘。街道两侧，办公楼和居民住宅群鳞次栉比，百货大楼，综合商场、贸易中

心、农贸市场、新华书店、图书馆、人民会场，影剧院，饭店、银行、体育场等相继建

成。一条长达9．3公里的振兴路，1986年即可竣工。
’

到1984年底，城镇房屋建筑面积492万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272万平方米，城市居民

人均8．58平方米。供水量6934万吨，其中生活用水801万吨，用水人口16．6万人，每人每

年平均用水48吨。城市公共汽车55辆。年客运量为564万人次。城镇实铺道路152公里，面

积167万平方米，铺设下水道51公里。园林绿化面积384公顷，市区绿化率2．5％，公园5

a§aa§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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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面积47·l公顷。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各行服务事业的发展，。个新

兴的现代化工矿城市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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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特区部份)

《六盘水市地名录》上册六枝特区部分，是根据六枝特区地名普查资料整理编辑的。

《六盘水市地名录》上册六枝特区部份包括文字概况、地名图、地名表和照片四部分。

共编入：地名3180条，其中大队以上行政机构427条，自然村2176条，厂、矿、场、站等企

事业单位167条，纪念，游览，名胜8条，山峰、洞穴、山隘，地片、河流393条，水库、沟

渠、井，泉、桥ll条，街，巷、路6条，地名图40S随，照片29张；更改、新增、消失地名

836条。

《六盘水市地名录》上册六枝特区部份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六枝特区统计局、档案馆、

文化馆、六枝矿务局、省煤炭基建局、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省煤田地勘公司一四二队、水源队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张太达、袁明扬、米嘉隆、杨安华同志的积极协助，在此致谢。

编写地名录是一项新工作，由于人员少、时间紧，水平有限、经验缺乏，书中不当之

处，敬请批评指正。

六枝特区地名办公室

一九A-"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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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六枝特区政区、地名变更

情况的说明

本地名录截止时间为1981年底，1981年以后，本书出版前，六枝特区行政区划又有如

下变更。

新增4个镇。

平寨镇(区级镇)

木岗镇(区级镇)

郎岱镇(乡级镇)：辖原郎岱公社范围及街道．

岩脚镇(乡级镇)：辖原岩脚公社范围及街道。

成立4个管理区l

原六枝公社改为六枝管理区，属平寨镇，下辖六枝街道办事处、平寨街道办事处。

原云盘公社改为云盘管理区，属平寨镇，下辖云盘街道办事处、那克街道办事处。

原木岗公社改为木岗管理区，属木岗镇，下辖木岗街道办事处。

原抵簸公社改为抵簸管理区，属木岗镇。

原38个公社除以上已改为镇和管理区外、其余的公社改为乡，变更后共计四十五个乡

<其中民族乡十七个)。

新增乡名称。落别区增加凉水井乡，坝湾乡，岩脚寨乡。六枝区增加二塘乡。中寨区增

加鲁戛乡。新场区增加乌柳乡，上官乡，高石坎乡，代家包乡。新华区增加陇木乡，老马乡。

堕却区增加郎节坝乡，牛坡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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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枝特区概况．·

概 述

六枝特区，位于贵州西部，六盘水市东部。距贵阳172公里，距水城100公里，特区人
民政府驻下营盘。

六枝地处东经105。097--105。437，北纬26。597m26。33 7之间。东接镇宁、普定，西靠

水城，南邻关岭，北连织金、纳雍，西南与晴隆、普安交界。南北最长约61公里，东西最

宽约56公里，总面积1787平方公里。1980年末辖有郎岱，落别，六枝，中寨、岩脚、新华、

新场，堕却8个区，38个公社，380个生产大队，2574个生产队，2176个自然村，91860户，

460487人，居住汉、布依、苗，仡佬，彝、回等民族。

六枝特区，原名郎岱县。

据《郎岱县访稿》(以下简称《访稿》)记载： “郎岱之得名历来已久，在明初即有

是称。有谓因建城于古郎山之间，故日郎岱。而前厅丞孙清彦则谓因城西老郎山及城中岱

山而名。又有谓郎岱系土语‘哺【日E’二字之译音，乃两山间之平地也。，，诸说，当以郎山

之说较为恰当，

有关郎岱建县年代，有如下记载：《安顺府志》： “雍正九年设同知驻郎岱，以府属
及西堡付司地隶之。一又： “郎岱同知，明为陇氐地。国朝康熙五年叛平之，雍正九年设

同知驻其地，又为府辖之。共领州二、县三，分驻同知，通判各一。"《郎岱木城碑记》：

“郎岱故西堡地，雍正九年设安顺同知分驻。”《访稿》： “初，滇黔诸苗变，鄂尔泰率

兵平之，改土归流，雍正八年奏准建设厅城，九年移安顺府同知分驻，后是郎岱，即安顺

七属之一。力

综上所述，郎岱建县年代应是：雍正八年(1730年)经清朝政府批准。雍正九年(1731

年)正式建立。

其问，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设置羊场巡检。先隶安顺府，后改隶郎岱厅。民国三

年(1914年)改为羊场分县，驻县丞于岩脚街上。1936年归入郎岱县。

郎岱石城，乃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所建。高1．3丈，长630．6丈。门楼四座：东为近

日门，西为游爽门，南为来薰门，北为承恩门，并建了四座炮台。同治丁卯春，司马孙清

彦来郎岱任职，因农民起义频繁，遂仿青岩、独山式样，在城墙垛口上加造了木栅六百七

十五架，炮台四座，敌台三座，号日木城。解放后，城墙被折除。

旧郎岱，由于官府压榨，地主剥削，民不聊生，迫使人民多次起来反抗。据《访稿》记载，

咸丰五年(1855年)有杨龙喜、岩大武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同治三年(1864年)有朱大黄瓜、

密蜂小姐及吴贡南领导的布依等民族的农民起义。民国初，有杨玉清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

1934年旧历年底，高桥乡农民李顺清为首，组织了一千多人的甜齐心会"，进行暴动。．1939

年，长寨、闹河、阿志、新场少数民族共五千余众组织“寒心会"，又一次起来进行反抗和

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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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8日，在贵州地下党黔北特委的领导下，发动了“三三一革命武装暴动，

在解放郑岱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郎岱县建立至今，行政区划变动较大。．

《访稿》记载：郎岱“本属苗夷杂处，未设厅治以前，政权操之土司。东部有温氐，

南部有陇氐，西北有安沙二氐。而以陇氐为最强。一建设厅城以后，土司势力仍盛。直至

“同治十年(1871年)乱平，陇土司平贵，小名二苗，通匪被正法，其家族远遁，土司势

力始衰，治权始实归厅治。砂清季，全厅分：家仁、民让、时和、敦孝、笃行、物阜、财

丰、乐善、岁稔、崇政十里。民国成立，改厅为县，属贵西道，于是脱安顺而独立。民国

：年(1913年)设议会厅。五年(1916年)划拨插花，改十里为十区。六年(1917)设地

方审判厅，裁决数县民事案件。民国十九年(1930年)又改为八个区，十二个乡、镇。

1950年元月14日，郎岱获得解放，15日郎岱县人民政府成立，属安顺专区。辖6个区，

29个乡。1个镇。1952年辖6个区，48个乡，两个镇。1960年辖8个区，34个公社。1960

年5月26日，为适应煤炭工业和铁路建设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郎岱县．改设六枝

市，市政府驻下营盘，仍属安顺专区。自此，下营盘成为六枝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

心。1962年lo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改设六枝县，隶安顺专区。1965年12月15日，省人

委请示国务院同意，成立六枝矿区人民委员会，与县并存，1966年4月10日改为六枝特

区。1966年6月30日六枝县恢复原名郎岱县，驻地仍在下营盘。1968年8月12日，六枝特区改

为六枝矿区，范围包括郎岱县划出的店子、六枝，云盘、九龙(原渔塘)四个公社，普定

县划出的大用、索考、抵簸三个公社及沙子坡、联合两个大队，镇宁县划出的木岗公社。

与县并存。1970年元月，六枝矿区改为六枝特区。1970年12月2日，经国务院批准，郎

岱县和六枝特区合并，隶属六盘水地区，把企业和政府分开，成立六枝矿务局，专管煤炭

生产。1978年，六盘水地区改设市，六枝特区仍属市辖至今。

自然条件及资源

六枝特区地处乌江，红水河分水岭上，位于乌蒙山脉与苗岭山脉的交趾地带，西北高，

东南低。地质状况是紧密线状背向斜构造，强烈的褶皱，断裂多走向逆断层，部份走向横

向断层。岩石以灰岩，白云质灰岩为主，其次是泥质灰岩，泥灰岩、泥岩、页岩和砂岩。

岩溶相当发育，形成峰林、槽谷、溶洞、漏斗，天然桥、泉眼、伏流等奇特景观。山脉多

为北西_南东向。大部份地区平均海拔1350米左右。最高的老王山，海拔2126．9米，其南

麓的毛口河谷，海拔仅609．5米，高差达1517．4米。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但根据形态特征，

地貌类型组合及农业利用的地貌条件，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型；中部、东部属黔中丘陵，

南部属黔南山地，西部、北部属黔西高原地貌。由于地形影响，土地，气象、生物、水利，

矿藏等资源的分异很明显，为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六枝特区山高谷深，河流落差较大，不宜通航。河流以老黑山脉为南北两大水系的分

水岭。北面属乌江水系，千流为三岔河，支流有岩脚河、懒龙河、沙子河、老马河、龙场

小河。南面属红水河水系，千流为北盘江，支流有月亮河、磨盘河、毛口小河、郎岱河、

六枝河、落别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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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从纳雍县的岔河入境，流经牛场、新场、梭戛、阿岔，民乐，新华、鼠场、龙

场等公社，由龙场公社的后寨流入普定县马场公社，六枝境内流程约36公里。此河上建有

湾河电站。
’

北盘江上游，本地称毛口河。由晴隆县长寨公社的猫猫河入境，流经双夕、毛口等公

社，由毛口公社的湾河出境，流入关岭。六枝境内流程约24．5公里。

六枝属六盘水煤田区，煤炭资源丰富。据煤炭部门提供的资料，全特区总储量为20．3

亿吨，含煤总厚度3．98至23．37米，可采总厚度0．85至13．4米。六枝矿务局七个矿可采储量

约1．82亿吨，广泛分布于25个公社。石膏矿分布在营盘公社的青岗林至同云大队一带，厚

度1．7米，储量大，尚待开发。雄黄、铅，锌分布在长寨公社。铅锌储量较少，雄黄有一定

开采价值。铁矿有一定储量，但品位低，开采价值不大。

气 候

六枝特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条件较好，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

14．6。C。极端最高气温为34．1。C，极端最低气温为一5．5。C，平均年日照总时数为1264／J'。时。

年平均降雨量为1466．5毫米，最大日降雨量为127．3毫米，年平均降雨日数为198天。降

雨多集中在5至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6％。降雨量以中寨、新场最多，平均1600毫米以

上；以毛口最少，仅1053毫米，其余地区多在1300毫米左右。历年平均无霜期为291天左

右。北盘江沿岸的毛口，鲁戛、长寨、闹河等地，海拔在1000米以下，气候炎热。新场、牛

场、黑塘、梭戛、冷坝、堕却、箐口西北部等地，属高寒地区。

不利气象条件主要有冰雹，春早、倒春寒，水稻扬花区低温、暴雨，秋季绵雨等。

经济状况

六枝自然资源丰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却未得到开发和利用。解放以来，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六枝

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农业成倍增长，交通运输相当发达的新兴的煤炭工业
矿区。

工业：六枝特区的工业企业从1950年的一个，发展到1980年的21个。其中中央企业一

个，地方企业20个(省属企业3个，特区、市属企业17个)，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22．2

万元，发展到1980年的4220．55万元，增长19．1倍。

主要工业有煤炭、机制、水泥、水泥制块、粮食加工、冷藏、食品加工、印利、饮料酒、

红糖等。

中央企业有铁道部第五工程局水泥厂。该厂年产量由2400吨上升到5000余吨，水泥标

号原由设计的325号提高到425号，部份已达到525号。

国家大型企业有六盘水煤矿机械厂，主产八个品种十二个规格的电机车及金属支柱、

金属顶梁等，1980年总产值837．38万元。中型企业有六枝矿务局的7个煤矿，1981年产原

煤1310．69万吨，洗精煤117．5万吨，1980年总产值2656．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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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矿服务的企业还有贵州省煤炭基本建设局，六枝矿务局六十五建井工程处、六枝

矿务局机电修配厂、贵州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四二队，水源队等。

以上工业企业除木岗矿外，均分布在六枝区境内。社队办的小煤矿则几乎遍及全境。

农业l全特区有耕地面积35．72万亩(习惯亩)，其中田14．96万亩，地20．76万亩。1980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1023．88万斤，比1949年增长了2．18倍，农业总产值4169．11万元，为

1949年的4．8倍。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籽、烤烟，甘蔗、油桐，生漆，茶叶等。1980年产

油菜籽98．36万斤，烤烟15．7r4万斤，甘蔗498．87／斤，桐籽56万斤，生漆6200斤，茶叶

61200斤。

农业现代化水平与解放初相比，提高很大。1980年末，农用机械总动力为2万多马力。

共有机械1146台，机耕面积达3953亩。化肥施用量达14343．6吨。

林业：全特区现有林地373233亩，其中用材林192970亩，经济林21270亩，竹林18285

亩，灌木林125730亩，森林覆盖率为7．16％(包括灌木林为百分之十一点八四)．

牧业：全特区1980年有大牲畜55771头，生猪存栏数为95680头。

副业：社队企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全特区各区社都兴办了不同类型的企业，有采

煤、养殖，种植、农副产品加工、建材生产、红糖生产等。

水利电力设备：全特区现有蓄水、引水、机灌、电灌、水轮泵提灌等各类水利工程630

处，有效灌溉面积74235亩，占稻田总面积的49．64％。建有水电站7l座，装机容量4777．6

千瓦。目前，已有97％的公社，54％的大队，34％的生产队通电。1980年农村用电量740．8

万度。

交通：六枝特区交通运输条件较好。滇黔铁路过境75公里，有客、货火车站八个，还

有铁路专线与厂矿相连。除贯境的安水公路外，还有六枝至普定、织金，郎岱至黄果树等公路

干线，加上区社公路，共计593公里。半数以上大队已通汽车。

‘文教卫生事业：1949年，全县仅有小学5所，在校生1000人，初中1所，在校生120人，

中小学教职员工57人。到1980年，全特区有小学101所(不包括民办)，在校生27161人，

初中23所(不包括民办)，在校生15107人，高中1l所，在校生2506人，师范1所，在校

生231人，小学教职员工2687人，普中教职员工1311人，中专教职员1147人。

解放前，郎岱只有卫生所1个。到1980年末，有医院20个(包括厂、矿、各区医院)，

防疫站、保健站、公社卫生所，工矿卫生所50个。共有病床825张，医务人员1195人。此

外，还设有电影院，图书馆、文化馆等。

名胜古迹

名胜古迹现在保存较好的有六枝大屯(南极山)、打铁关、老王山(郎山)、郎岱东山、郎岱

文峰塔、高桥(仙人桥)、郎岱木城碑记、“惠超郑相"石刻、窗子洞、大用及郎岱“三三暴动力

等革命烈士墓。作为重要关隘的打铁关，号称靠铁锁雄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为古滇黔军事要隘。郎岱贡生李钟岳诗云： “立马铁关夕照寒，千寻绝壁似涂丹。昏昏瘴

气接三板，滚滚江声下九盘⋯⋯"足状此关之险。打铁关的悬岩上，郎岱司马喻怀信所书

“岩疆锁钥”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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