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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矧省平塘县地各象
即I珊U硎酬印憎瞰H畎I州mHⅢ刚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平塘县人民政
--九,A七年七月



付印说明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从1980年11月开始，至1981年底结束，历时一年

零_个月。经过参加地名普查工作全体同志的辛勤工作，搜集了大量的

地名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了《贵州省平塘县地名录》一书，本书定稿

后已上报省州地名办审核，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付印。而在1981年以

后的这段时间里，人民公社体制已进行了改革，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又组织力量对县、区、乡

(镇)概况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图表也相应作了更改。由于各自然村寨

的人口数一时难以统计，故仍维持1981年统计的数字不变，其余均采用

县统计局1986年的年报数。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编写水平有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修改得到县政府办公室张兆如、邓贵平、杨光庭、谭舒华，县

林业局舒新，县档案馆金家栋，-县建设局奚建龙，县水电局于传谦，县

计经委彭文华等单位和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平塘县地名工作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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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平塘县地名录》，是在完成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汇编印制的。 ．

长期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新地名不断产生，有的任意乱改地名，’因此出现了地名重

名，用字不当、含义不清、有地无名、甚至有影响民族团结的现象存在，给很多工作带来困

难。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和黔发(1980)192号文件精神，平塘县地名普查工作·在县委和

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州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于1980年建立组织，开展地名普查工

作。以1／5万的地形图为依据，对平塘2825平方公里境内的行政区划，自然村寨、地理

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名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核实查对。在深入实地普

查的同时，还注意查阅有关历史资料，进行反复校正，作标准化的审定，要求作到地名不重

不漏，达到图、文、表、卡一致。历时一年零一个月，地名普查工作基本结束，解决了许多

地名长期混乱的现象。为巩固普查成果．决定建立资料档案，使之为四化建设提供有用的历

史资料。

《平塘县地名录》一书，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黔发(1980)192号文件以

及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汇编的，它具有法定的意义，今后一切工作上使用地名时，必须以此

为准。如需要更改地名时，必须按照国务院和省、州有关文件规定办理，否则无效。

经过这次地名普查，对全县所有地名都作了标准化处理。总计全县有地名2853条，自然

村寨2576处，地理实体144处，人工建筑物41个(水库16个，引水沟14条，渡槽1个)，50千

瓦以上电站11个，名胜古迹27处。在地名上，其中有在全州内重名的乡3个，象县内重名的村

16个，同音不同字的村4个，都按照规定原则作了解决。地名的变动：1、新增加地名326条；

2、消失地名149条；3、更改地名161条；4、变字不变音492条，5、更改村名8个。总计地名

变动1128条，占总地名的44．4％。

《平塘县地名录》一书的组成，卷首有前言、目录、平塘全县地图、平塘县概况，中间

部分按区乡顺序排列，有图、文、表．并附有部分照片说明，卷尾部分有乡(镇)、村、自然

村寨的更名对照表和政府文件。全书约25万字，38幅照片，41幅地图，共209个版面。

《平塘县地名录》的出版，由于时间短，汇编人员水平有限，对地名普查没有经验，不

当之处在所难免，敬希领导和同志们指正。

平塘县地名工作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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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地名录分区并所辖乡次序排列，共收录地名2853条。

二、县、区企事业单位凡不是独立存在于县、区、乡所在地的，地名图上标注不出的，

本地名录之地名图上均不予标注。

· 三，大多数地名都有一定含义．按方位．数字，姓氏等取名，也有一部分只有音而无一

定含义，如油岂、掌奋、螃蛤。九定拉麻告、波拉挪、呕等。

四、部分区乡名称因音而定，如克度含义不明，据《黔记》载，可能由“客都”转变而

来，公峨因传说中有一对鹅降落该地成石山而得名，一名公鹅．一名岂鹅，演变而为公峨。

摆茹不读茹音而读“路黟音，含义不清。

五、区乡地名中有很大一部分因当地一种习惯用字而冠地名之首和尾．如甲、拉、摆、

坨、卡、满等。

六、地理实体中的水利设施只标注已成工程，蓄水十万立方米以下和引、提水灌面三百

亩以下的均未标注。不在公路上的主要桥涵均未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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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人民政府文件
平政发(1980)2'7号

平塘县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平塘县地名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区公所、公社管委会、县直各工作部门：

地名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的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开展地名普查，是搞好国内地名工作、实现全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的重要基础，也是地名工作的重点，为了加强对地名工作的领导，经研究，建立平塘县地名

领导小组，由杨其伦同志任组长，唐豪，艾维密、刘振清同志任副组长，成员有；孔治明、

石国良、陆廷书，王万清，陆庆奎、杨天才、杨佳新等同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杨佳

新同志任主任，金家栋同志任副主任，由政府办公室、计委、民政、公安、教育，水利等部

门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承办地名普查工作的日常事务。

报：州革委。

抄：省、州地名领导小组。

发。县政府正、副县长，县地名领导小组成员。

平塘县人民政府(章)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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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塘．县概况

平塘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南部，东邻独山县．南与广西南丹县毗邻，西

与惠水、罗甸县相连，北与都匀市、贵定县接壤。所在地理位置，东经106。55，至107。02'．

北纬250437至260。全境东西最大跨度76．3公里，南北最长距离67．1公里，总面积2825平方

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平湖镇．北距贵阳192公里。

县城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平舟河畔，东而龙山高拔，树木葱茏。西、南、北三面为玉带般

的河水环抱，宛若一玲珑俊秀的盆景，风采独具，韵致天然，有“玉水金盆”之称。沿河两

岸，绿树成荫，柳林坝，桑林坝和北门草坪是盛夏乘凉小憩的极好场所。县城南面和北而，

两座大桥飞跨于大河之上，给平舟河增添了壮丽景色。沿河逆流而上，有峭壁千仞，古树参

天的养鹤山，顺流而下，两岸山峦叠嶂，峡谷幽深，风光秀丽。

平塘县始建于民国30年(公元1941年)69，由平舟、大塘两县合并而成。平舟因城南

河中有一沙溯而得名，大塘因城边有一大水塘丽得名，两县合并后，县名由原两县名称各取

一字组成。

平塘是一个开发较晚的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山区，历史上很少有文献记载。据碑记和《定

番州志》记载，原大塘县于清乾隆时期从定番州(今惠水县)划出来建为分州，后与平舟县

合并。原平舟县的沿革，据《黔记》记载，明朝时期调北征南，洪武23年(公元1931年)，

杨再亘自江西率师到平舟，被封为平舟六硐世袭长官司，隶属都匀府。清朝杨姓仍被封为土

司，以一亲支在六硐建立分司。民国2年(公元1913年)，废土司改建为平舟县，后与大塘

县合并，县城从通州迁设平舟。

1949年11月30日，平塘县解放，结束了封建统治的历史。解放后，行政设四个区，即平湖

一区，牙舟二区，通州三区，六硐四区，共14个乡(镇)。1953年设六个区，除上述四个区

外，增设西关、克度两个区，共60个乡(镇)。1956年lo月都匀县的七区(又称自龙区)划

入平塘县。1957年全县合并为30个乡(镇)。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是年11月并县，以槽渡

河为界，将平塘县一分为二．通州、克度、西关人民公社划归罗甸县。平湖、牙舟、六硐人

民公社划归独山县。1961年下半年恢复平塘县，将人民公社改为区，管理区改为人民公社。

同时将原都匀县戈Ⅱ入的九农、凯酉划归都匀，将白龙划归平湖区，谷硐划归牙舟区。1962年

增设摆茹区。现辖七区一镇，下设39个乡(镇)，242个行政村，1836个村民组，有2576个

自然村寨。1986年全县总人口为246578人，居住有汉、布依、苗等17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县总人口的55．4％。
‘

平塘地处贵州高原南缘向广西丘陵过渡地带，境内地势高差显著，地貌类型多样，属可

溶性碳酸质岩石山区。一般海拔600一1000米，北部较高，多在1000米以上，以西关垠上坡

最高，海拔1487．7米。南部河谷海拔多在800米以下，以甲茶岔河口最低，海拔437米。县境

内，槽渡河、平舟河、霸王河三条主要河流自北向南流入广西，汇入红水河。山脉沿河流呈

走廊式分布，岩溶洞穴发育。南部河谷区，石灰岩山峰裸露，山峰林立，多奇峰异洞，景致

奇特而壮观。

全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一月平均气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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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平均气温25．4℃!年平均气温17℃，全年无霜期312天，年降雨量1260毫米左右。主要

灾害性气候有客早、夏旱、暴雨、大风、冰雹、秋季绵雨等，对农作物生长有一定影响。

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铁、汞、水晶石、大理石、煤、陶土、瓷土等。平塘县晶墨玉大理

石藏量丰富，晶墨玉大理石荒料代表贵州省精品参加1987年世界博览会展出。全县共有千支流

31条，境内河道长403．7公里，水力资源十分丰富。主要干流有平舟河、槽渡河、霸王河，过

境总长度189。2公里，县内流域面积2825平方公里。具有水能理论蕴藏量24．8万千瓦，其中可

开发的水能蕴藏量4．8万千瓦，已建成电站24个，装机容量5322千瓦：较大的电站有龙塘电站，

装机容量3 x 1600千瓦，已安装2×1600千瓦，官滩电站装机容量700千瓦；天生桥电站装机容

量400千瓦。三条干流还盛产各种肉鲜昧美的鱼类，尤以槽渡河上游一带山涧支流中盛产的娃

娃鱼较为著名。在高山密林之中还有天麻、麝香等名贵药材。近几年利用山塘水库，人工养

殖业有所发展。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251636亩，其中稻田136111亩，土115525亩。主产水

稻、玉米、小麦、大豆等，1986年冈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全县粮食总产鼍51987吨，比历史最

高年1984年产量减少33862吨，但仍比1949年增产33610吨。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辣椒、青

麻、花生、烤烟等。全县宜林宜牧荒山较多，发展林牧业有较好的前景。据农业区划资料统

计，全县有林地面积69．4万亩，草场面积98万亩，森林覆盖率为16．37％。1986年全县大牲

畜存栏8．5万头，生猪存栏11．9万头。

解放前，平塘县只有土陶、砖瓦、编织等几种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解放后，平塘县的工

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现有国营工业企业16个，集体企业57个，生产刺梨系列

饮料、酒类、纸，水泥、陶瓷、鞭炮、农机、大理石、糖果糕点、松针粉等各类产品。这些产

品中，牙舟陶历史悠久，产品富有民族特色，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工艺品展览，享有盛誉。县

纸厂生产的中性铝容器包装纸1986年获黔南州科技新产品奖，县酒厂生产的刺梨发酵酒1986

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新产品。全县1986年工业总产值达1128万元(含城镇个体工业)。

交通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平塘县未通公路。解放后，党和政府为发展交通运输事业，

扭转交通闭塞状况，投资兴建公路。1957年，横贯我省东南的册(亨)三(江)公路正式通

车，该路由东向西贯穿平塘县境，通过这条主干线，连接各区、乡的公路先后修通，1986年

实现了全县区、乡全部通公路，县内通车里程465公里，拥有各类汽车121辆，拖拉机125台，

马车运输非常发达。此外，邮电通讯形成网络，县有邮电局，区有邮电所，乡有乡邮员，电

报电话传递迅速，报刊信件能及时投递。

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方面，全县有小学455所，其中公办47所，民办408所，在

校学生4048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3．3％，小学现有教职-r：1833人，其中公办778人，民办

1055人，有普通中学11所，，其中完中2所，农职中2所，在校学生5156人，其中高中生

616人。中学现有教职工409人，其中民办24人。有教师进修学校一所，教职工18人。幼儿教

育，职工业余教育和农民教育都有新的发展。

卫生方面，现有各级医疗机构55个，医药卫生人员490人。县、区卫生院有医务人员185

人，病床201张，乡卫生所有集体卫生人员193人，病床123张。医疗卫生设施不断得到改善，

医疗质量逐步得到提高，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初步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文化方面，县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各1个，电视差转台

5个，有线广播站15个，区乡文化站26个，农村电影放映队40个，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

活。



平塘县地貌类型多样，岩溶洞穴发育，多奇峰异洞。位于甲青乡苗拉村境内的天生桥，

长10余米，宽3米多，横跨于幽深的峡谷之上。塘边乡的三溶洞(白马洞、水洞、牛角洞)

各具特色，洞中有洞、厅洞相连、有山有水，景致奇特。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拟人似

物、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具有旅游开发价值。龙塘电站库区，水中有洞，洞内景观奇特，

可乘船游览。库区上游十多里河段，两岸山峦叠嶂、树木葱茏，间有瀑布，溪水由山涧倾泻

入河，颇为壮观。乘船一游，两岸湖光山色令人赏心悦目，可领略到“漓江风光"，令人心

旷神怡。

在平湖镇的龙山之上，建有烈士陵园，以纪念为解放平塘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

8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平湖镇概况

平湖镇位于平塘县境东部，所在地理位置，东经107。19 7，北纬25。49 7海拔高度720米，

总面积5．8平方公里。

平湖镇旧称平舟，因镇南面河中有一沙洲而得名。明初设六硐长官司。清雍正八年(公

元1730年)裁平洲六硐长官司、于平舟设土把总。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设平舟弹压委

员。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置平舟县，为县治。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设平湖镇。

1958年建红旗公社，1962年建城关镇，1965年为城关公社，1983年实行政社分设，改为城关

镇，隶属平湖区管辖。经贵州省人民政政府批准，1984年城关镇更名为平湖镇并升格为区级

镇。现辖5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9个村民组，1986年全镇总人口877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764人，农业人口3008人。镇内居住的主要民族为汉族和布依族。

平湖镇是平塘县人民政府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册(亨)三(江)公

路、平塘至墨冲公路在此交会，东北至独山36公里，北至都匀66公里，西南至罗甸120公

里，西北至贵阳192公里，交通十分方便。

平湖镇座落在平舟河畔，山青水秀，风光佳丽。沿河逆流而上，有峭墙千仞，古木参天

的养鹤山；顺水而下，有神话色彩浓厚的梭沙坡。东面龙山高拔，树木葱茏，西、南、北三

面，一湾清流环绕，平塘大桥和北门大桥横跨在大河之上，给平舟河增添了壮丽景色。沿河

两岸，绿树成荫，柳林坝，桑树林和舒坦的北门草坪是盛夏乘凉小憩的极好场所。

平湖镇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全镇现有耕地

面积2337亩，其中稻田1523亩，土814亩。主产水稻、玉米、小麦，1986年粮食总产64．84万

公斤。经济作物有油莱、辣椒等。

解放前的平湖镇，虽属县城，住户不过五、六百户，人口约二三千人，基本上以农业为

主。解放后，城镇面貌大为改观。现有十二条街道，大部分街道铺设了水泥路面，道路两

旁，各式建筑鳞次栉比，镇内居民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

近几年乡镇企业发展较快，1986年全镇共有乡镇企业281个，其中乡级10个，从业人员

489人，其中乡级170人，总产值176．12万元，其中乡级47．95万元；总收入141万元，其中乡

级48万元，主要经营建材、粮食加工、缝纫、饮食等行业，主要产品有砖瓦、石灰，鞭炮、

酱油等。
’

～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方面，平湖镇清末时始设星川书院，入学不到三十人。民

国初改为官办两级小学(即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后增设女子小学，在校学生合计不到￡

百人。临到解放，才有县办初中一所，三个班级，在校学生100多人，教师十来人。现在，

镇内有公办小学两所，在校学生1221人，设有民族中学、机关子弟中学，中学在校学生1，523

人，其中高中生463人。各类学校教职T165人。卫生方面，解放前仅有一个卫生所^一个中

药房，几个中草药医生。现有县，区医院各一所，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指导

站，有医务人员117人，病床106张，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文化事业方面，

镇内设有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电视差转台，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不少家庭

购置了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这些文化生活的享受，是解放前闻所未闻，见所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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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商业贸易方面，1949年，镇内仅有几人卖棉布，十余人卖土杂百货，大都是肩挑手提的

小本经营。现在镇内有供销扯，有佝。货、民贸、烟酒、烟草、盐业、食品、农资、土产、药

材、劳动服务等公司和集体商业、饮食业、小百货门市，个体经营户在镇内主要街道随处可

见，市场繁荣，购销两旺。

镇内现有工、建、交企业20个，有职2E1164人，生产的工业产品有刺梨系列饮料，酒

类、纸、水泥、陶瓷、鞭炮、农机、大理石、砖瓦、糖果糕点、松针粉等。

为纪念解放平塘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在龙山上建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平湖镇地名表

标准地名 汉语拼 音 人 口 民 族 别 名 备 注

平塘县Pzngtang xtan 246578车篓朱鋈簇
平湖

平塘县
环卫

居民委

中 山

新平

新华

新市

人民

健康

新生

建设

翻 身

红桥

后 山

文化

镇

城关
所

员会

路

Pinflhfl Zhen

PingtangXi矗ncheng
Gu丘n Huhn weisu6

Jflmin Weiyuanhut

Zhonosha,n Ld

Xinpino L矗

Xinhua Ln

Xinshi L矗

Renmin Ln

Jiankang L矗

Xinshen9 Ln

Jianshe Ln

Fanshen Ln

H6ngqitio Ln

H6ushan L讧

Wenhua Ln

大街、下街

老场坝、横
街、桥头街

马庙街

大井边、
三拉边

北街、
新场坝

小北门

石门闾、
陆家院

后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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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

渴

砭

"

曩

嗵雕加

概

啪

啪

藿||i三m

瞄

抛

撕

蹴

蚋湖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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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路路路路路

路路路路路路



平湖区概况

平湖区位于平塘县境东北部，所在地理位置，东经107。117至107。247，北纬25。477至

26。。东邻都匀市沙寨乡和独山县羊凤乡，南与者密区河中、六硐乡和摆茹区摆茹乡相连，

西与摆茹区甲桐乡和牙舟区卡罗，谷硐、牙舟乡毗邻，北与都匀市凯酉、凯口乡接壤。全区

总面积415．3平方公里，辖8个乡，46个行政村，376个村民组，共351个自然村寨。1986年末总

人E147989人，主要民族有汉族、布依族及苗、水、侗。壮、回、彝等少数民族。

平湖旧称平舟，长期以来都是县，区政府所在地，较之县内各地开发较早。据《黔记》

载，明朝初叶此地设平舟六硐长官司，当时调北征南，杨再亘由江西弘农郡率师到平舟，因

镇压少数民族有功提袭为土司。清朝时杨姓仍被提袭，并在六硐建立分司，直至清末。民国

二年建立平舟县，县所在地平舟改称平湖。土地改革时，平湖为平塘县一区，1956年由都匀

划入白龙、九农、凯酉三个乡合称平湖区，1958年划归独山县改称东风人民公社，1961年复

县后将九农、凯酉划归都匀县，白龙改名兔场重新划入平塘县建立平湖区，共辖城关、耕

平、甘寨、京舟、米寅、兔场、吉古、苗二河、卡蒲九个公社。1984年城关公社改建为平湖

镇并升格为区级镇以后，平湖镇从平湖区的行政区域内划出，现所辖八个乡。

． 平湖区所在地海拔720米，年平均气温17℃，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水源条件较好，是平塘县的粮食主要产区。全区有耕地53037亩，其中稻m24562亩，土

28475亩，千亩以上大坝2个。主产水稻、包谷、小麦、大豆等，1986年粮食总产1248万公

斤。经济作物有油茶、花生、青麻、辣椒、烤烟等。

平湖区水力资源丰富，平舟河流经本区的京舟、米寅、苗二河、新舟、吉古等乡，可供

开发利用。1972年已在米寅乡境内建成官滩水电站，装机容量700千瓦。沿河先后建成电灌

站9个，装机288千瓦，修建蓄水二十万方以上水库3个，引水工程2处，总有效灌溉面积

15446亩，全区8个乡有37个村、186个村民组用上了电。有8个乡、26个村、82个村民组通

了公路，交通运输比较便利。

全区有普通中学一所，小学戴帽初中班6个，初中在校生678人’有小学71所，其中公

办12所，民办59所，小学在校生7290人，中小学教职7-'-397人。1986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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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舟乡概况

新舟乡位于平塘县城郊。所在地理位置，东经107。17，至107。207，北纬25。48'至25。527。

东邻苗二河乡，南与吉古乡相连，西与甘寨乡毗邻，北与米寅乡接壤。总面积30平方公里，

海拔高度710米，年平均气温17℃，年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

1953年新舟乡称新平乡，1956年与新龙乡合并仍称新平乡，1958年将甘寨乡大新村的陈家

桥、大坡、万独等队划入新平乡，同年由城关镇、新平、三新、米寅、苗二河乡组建平塘县

第一人民公社——红旗公社。后划归独山县东风公社建新平管理区。复县后，1962年隶属平湖

区管辖建立新平公社，1983年实行政社分设，改为新平乡，后更名为新舟乡。全乡共5个行

政村，52个村民组，42个自然村寨。1986年末总人口7212人，居住布依、汉，苗等民族。

全乡现有耕地7421亩，其中稻田3467亩，土3954亩。该乡的新舟坝，望沙坝、拉高坝连

成平塘县最大的坝子，面积2500多亩，百分之八十五的稻田可引水，提水灌溉。主产水稻、

玉米、小麦、大豆等，1986年粮食总产175．4万公斤。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青寐、辣椒

等。

全乡有公民办小学5所，教职工63人，1986年在校学生118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8．7％。

近几年该乡乡镇企业有较大发展，截至1986年底止，共有乡镇企业49个，其中乡级企业

个，从业人员272人，其中乡级145人，总产值48．31万元，其中乡级20．09万元，总收入

535．35万元，其中乡级13．8万元。主要有粮食加工，原煤、土陶、砖瓦、砂石、石灰、木制

家具等。

新舟 乡 地名表

标准地名 汉语拼音

平湖区Ping ha Qn’

新舟乡Xinzhou Xiang

新舟村委会Xinzhou Cnnwaihui

民 族 别 名

布依、汉、苗、
水、侗、壮

汉、布依、苗

汉，布依

新 舟Xinzhou 332 汉、布依

望 沙Wangsha 521 汉、布依

围 芦Wai la 235 汉、布依

双桥村委会邕墨：曼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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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区公所驻
平湖镇

乡政府驻新舟

村委会驻新舟

乡政府、村
委会蚴f舟

1965 汉、布依 村委会驻上梭

313 布依 村委会驻地

⋯、 321 布依 麻旁寨

⋯⋯⋯⋯一．一一89"⋯一一布依⋯一观音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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