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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普安县地名录》一书，是一本介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地名

情况的资料书。是根据国发(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州关于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

统一部署，为尽快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适应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需要，在

地名普查成果验收的基础上编纂的。

解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行政区划

的变更，历次政治运动的波及等等原因，新地名不断产生。而且，地名重名，名不副

实，用字不当，含义不清的情况普遍存在，有的地名还常有侮辱性，影响民族团结，

给地名工作造成混乱，很不利于各方面的工作。

地名，是提供人类交往使用的一种工具和语言代号。地名称谓是否标准化、规范

化和书写统一等，直接关系着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国际交往和“四化”建设的

大事，影响着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旅游，测绘、文

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较强，

知识面涉及较广的工作。尽快地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使用，这对于我国高

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情冲义明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巩固地名普查成果，我县编写了《贵州省普安县地名录》一书，汇集了地名条

目共3414条。分为地名图，表，照片，文字概况和附录等五个部分。重点介绍了普安

县土地面积、人口、民族、地名沿革，地理位置特征、山峰、河流，水库、电站、公

路、桥梁、厂场、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农作物、土特产、蔬菜，水果、经济作

物、矿藏、森林资源、政治，经济、文化和名胜古迹等概况。力求达到县、区，镇，

乡，村地名不重；全县地名不漏，图、文、表、卡一致。扭转普安县地名混乱现象，

为全县建立地名档案，为实现服务，提供了较完整的历史性的地名资料。

经过地名普查核涮结果；

有一个乡更名’

有一个乡更字’

对重名的14个村进行了更名，

对有侮辱少数民族含义的两个地名进行了更名，

对用序数命名的11个村进行了更名，

对错字错音，增减字的25个村进行了更名；

对错名的自然村寨更名142个J

对错音错字的自然村寨更名135个’

新增地名142个，

．3q1日¨



消失地名66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重视，有关部门

持，省，州地名办的热情指导，<贵州省普安县地名录》终于出版了。由

的专业水平有限，差错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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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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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普安县地名录》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至十一月全县地名普查成果验

收的基础上编纂的。 ， ．，2

’二、为提供使用和方便查阅，本地名录是按行政区瓤即县，盘水镇，盘水区及
其所属六个乡，地瓜区及其所属九个乡，青山区及其所属十个乡(镇)，兴中区及其

所属十一个乡(镇)的顺序编汇。

三，本地名录的内容有：

1、全县、县城，各乡镇地名图和有关照片。

2，县、区，镇、乡和厂矿文字情况和有关文件等。

3、全县地名表册共十余种。

四、地名录中，每一地名均以普通话读音标准，用汉语拼音字标记。

五、少数民族语音命名的地名，符合地名标准要求的，予以保留。

六、取用数字，除自然村人口数以一九八O报年年报数为据外，其它数据以普安

县统计局一九八四年年报数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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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县概况

～ 普安县位于黔西南西北边陲，东经104。567，北纬25。487。属珠江水系的南北盘

、江之分水岭，云贵高原向黔中过渡的东斜坡。东与晴隆县接壤，南与兴仁，兴义县相

连，西与盘县特区相依，北与水城、六枝特区毗邻。

全县总面积1429平方公里，辖五个区(镇)，36个乡(镇)，164个村，1256个

村民小组，13个街民小组，1347个自然村。有41865户，213，646人(其中l农业人口

202]49人)。居住汉、布依、苗、回、彝、黎、仡佬，侗、白等民族。全县耕地面积

250269亩(其中l田76269亩，地174000亩)。主产玉米、水稻、大小麦、油菜、花

生、烤烟、茶叶、甘蔗、油桐，生漆，核桃、水果等作物。粮食作物以楼下松林的

“贡米厅为驰名。经济作物以高棉，地泗、江西坡，波汆等地的搿薄壳核桃，，为著

名，其声誊已载入《辞海》。

乌蒙山脉横贯中部，将全县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

由高山、半高山过渡到丘陵台地。北部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山峦叠障，沟深谷

峡。海拔平均1500米以上，最低海拔646．3米，最高海拔2084．6米。气温差异很大，有

“四时皆无暑，遇雨变成冬"之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3．6度，最高温度为摄氏33．_

度，最低温度为摄氏零下6．9度。

普安河流均属珠江水系，以乌龙山脉为分水岭。新寨河，大桥河、渔洞河，板桥

河、乌都河，虎跳河、罗细河，上寨河、格所河均往北注入北盘江。鲁沟河、下厂河’

岔河，平塘河，隔界河，泥堡河，楼下河向南汇入兴义县境内的马岭河再注入南盘

江。全县大小河流40余条，全长约500多公里，流域面积约1000多平方公里。

地下矿藏丰富，有煤、铁、铅、锌、磷，铜、锡、硫磺、火硝、石朱砂、石膏，铀

等矿。有的已开发利用，有的尚待勘测开采。

林业资源雄厚，全县林面积30．4万余亩，森林覆盖率7．3％。其用树林13万余亩，

经济林1．2商，果林6000余亩，竹林9600余亩，水土保持林4770余亩，疏林3．3亩，灌

水林7．3亩，散生林4万余亩。

全县有树种共145科578种。用材林以杉、松、樟、栎、楸等为主。经济林以油

桐，核桃，板栗、白果、漆树，油菜，棕，乌桕．竹等为主。还有名树种鹅掌楸。

普安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

块肥沃的土地上。周、秦时属“夜郎国"地。汉(公元前205一儿7年)群舸(C石ng

Ks) 群领县十七的淡稿县，为今主要县地。汉期以后，县名经常改变，有漏江县、

贲古县，西平州、盘水县、安南卫地、普安州之称，并复置过两次漏江县。清顺治十

八年(公元1661年)，正式定名普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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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县、

公所设莲花山(后迁地瓜坡)辖地瓜、莲花，岗坡、细寨等地。波汆乡公所设波汆，

辖波汆、新店、花月、箐口等地。普白乡公所设泥馒，辖泥堡、羊屯、三道沟等地。

楼下乡公所设楼下(旧营)，辖楼下(旧营)、磨舍、糯东等地。鹧鸪乡公所没凉水

井，辖凉水、罗汉、博上等地。直至解放前夕未变动。仅将原东、南一、南二、西，

北、中六个区，改为兴中，盘水、地瓜、青山四个区。

解放后全县分为城关、第一，第二、第三、四个区。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

期，城关区改为盘水区，第一区改为地瓜区，第二区改为青山区，第三区改为兴中

区。各区所属乡改为公社， “文革”时期改为“革委会刀，一九八一年改为公社管委

会。一九八四年初机构改革后，于八月区设区公所，公社管委会改为乡政府，所属大

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

普安县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文化遗产，仅县城内古建筑达十处之多，庙宇棋布，

驿道环绕，寺塔茸峙。江西坡乡的“碧云寺”，罐子窑乡的“松岿寺’’，九峰乡的

“九峰寺，，，誊为普安三胜景。建于宣统元年的青山“清真寺"，古朴大方，为青【II

回族宗教活动之场所。铜鼓山古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文物，具有“夜郎文化，，的某些

特征，为研究历史和夜郎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普安县各族人民对历代封建统治者，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远在汉时，楚将庄

趼伐滇路经县境，乃普安县师旅之始。三国诸葛南征，其部战于北盘江之东，漏江之

南。武德将军黄任廷率兵激战于县境之“普纳山"。明末吴三桂入滇过县折州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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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长达十三年之久，起义军曾五克县城。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经过县境，留下“反对王家烈尤国材抽丁当兵I，，的红军标语，播下了革命的种

子。

1949年十月，解放大军挥师南下，挺进西南。12月10日，普安县和平解放。1950

年3月29日，正式成立普安县人民政府。

1958年十月，经国务院批准，普安县与晴隆县合并，仍称普安县，县人民政府设

在普安县城，辖属安顺专区。1961年普安县与晴隆县分县。1965年8月，经贵州省人

民政府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兴义专署时，普安县隶属兴义专
‘

区，仍称普安县。1981年9月21日国务院决定成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2年

5月1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正式建立，普安县隶属黔西南自治州。

普安县城置于盘水镇，南临南山坡，北依凤凰山，滇黔公路穿城而过。城西烈士

陵园拔地而起，青松翠绿。东风水库亮如明镜，栩映生辉。

全县有4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似银蛇舞尾。无数溶洞，如画龙j乏睛，装点着普

安山河，显得更加壮丽。

解放3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普安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一九八四年；

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5076．34万元，人均工农业总值238．61元。全县粮食总产9797

万斤，超过了历史最高产量。农业总产值达4138万元。

全县兴建、扩建水利工程135个，总库容1700．95万立方米，沟渠389条，灌溉面

积41638亩。小农电站装机容量约974千瓦。

大牲畜存栏数达58259头，生猪存栏数达65497头。

工业交通有了较大的发展。厂、矿企业增多，有普安铅矿、普白纸厂，县九峰煤

厂和乡镇煤厂，县酒厂，县安乐大理石厂、县化肥厂、县水泥厂、县复烤厂，县铁锅

厂、县糕点食品厂、县农机厂，县印刷厂和个体户办的牛肉加工厂、食品罐头厂。工

业总产值达938．34万元。交通运输有较快的发展，1984年已修建公路400多公里，全县

五个区(镇)、36个乡(镇)均能通车，交通较为方便。邮电事业发展很快，全县有

一个县局，8个邮电所，乡乡能通电话，邮寄信件、包裹、汇款、订阅报刊极为方

便。

财贸战线经济购销两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城乡集市贸易活跃，商业供销总

值逐年增长。财政信贷收支多年保持平衡，财政总收入达212．31万元，解决地方财政

的开支有所增加。在省、州政府的支持下，县人民政府拨款新修了盘水镇场坝和县城

街道(均铺成了水泥地面)。近年来，人民政府又拨专款修建了自来水塔，新建和改

建了职工宿舍，方便和改善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

全县已有中小学253所(其中：完中三所，初中三所，农中二所，师范一所，小

学244所)，在校学生31999人，教师144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77％。新修了县电影

院，青山民族电影院，新华书店、文化馆，新建立了县图书馆、广播电视局、站，文

化局，进一步改善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医疗卫生到1984年止，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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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设有医疗卫生机构共56所，有病床253张，医务人员达424人。新修了

门诊部、住院部、县卫校，县妇幼保健站、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整修了县办马

疯病院，方便群众就医，增进了人民身体健康。

安县21余万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

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开创社会主义“四

设事业的新局面，站在改革的前列，以开拓者的姿态，为努力建设高度物质文

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普安而奋斗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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