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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地名录》的问世，是我县地方志编写中的一件大事。

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是祖翻文化jj§委要组戎部分，是区别不同地理

位置和范围的标志与记号。地名融称说是否正确，书写是否统一，关系到国家领土主

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以及人民的正常生活。“册亭地名录》既

结束了长期遗留下来的我县地名混乱现象，又为当前各部门提供了急需t侉、准角完整

的地名资料。它是各级政府统一的法定的称说和书写形式，同时，又是国家行政管理

科学的重要文史档案材料之一。因此，((册亨县地名录》的出版有待十分重要的意义。

册亨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份，地处云煲高原向广西陈rlj匠骏过度的

高原边缘斜坡地带，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jI：盘面积大，气候亚热，雨水充沛，

地上地下资源丰富，溶洞，峰林，伏流相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工

农业生产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

化，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任务。从我县实际出发，县委提出“农林牧i埘渔全面发

展，逐步实现以林牧为主，推进农工商综合经营，促进册亨尽快富起来”的近期发展

方针。在农业方面，着重抓好林业、畜牧业、水果(柑桔等亚热带水聚)三大基地的

建设，锑、金等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富县富民的重要措施。地下地上资源已

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了：『；‘?册亨，重新认识册亨。《册亨地名

录》的出版，可以为愿意熟悉册亨、开发册亨妻暑人起到“向导”的作用，它将引导人们

去了解册亨的风土人情，欣尝自然风光，掌握婆本情况，从而为册亨“林、牧、果"

三大基地的建设和锑，金矿的开发，为促进册亭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

此，《册亨地名录))的出叛对振兴册亨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按照上级部署，在县人民政府沟直缕领导稚l有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从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71"始到一九八一年九月止，历时五个月，基本结束，

参加普查的专业人员98人。广大普壹人员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fj的支持协助下，经过

艰苦的努力，初步弄清了全县地名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的迪名普查资料；并进行：

了地名标准化的处理，对地名进行了改错、消失，新增和重名＆0更名工作，建立了地：

名档案。现在出版的《册亨县地名录》内容较为丰富，使用的材科真实，具有较高的，

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全面性和资料性，是广大池名普查工作者，辛勤劳，

动的结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的历史新时期，随着经：

济建设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新的居民点，新的城镇和工I记区不膨；出现，旧的城市不

断在改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受求地名录不断修改、补充：

和完善，以便在四化建设、国际交往和人民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蔡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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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册亨地名普查资料汇编》

地名汇编谱沧桑，

山川道路齐罗列，

物丰资饶载图籍，

待到四化功成日，

上承禹贡志域疆。

林田塘堰记周详。

翥茎：纂盒蓁：：’册邑富庶更荣昌。’

覃发修 1984年2年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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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国发(79)305号文件和省、地有关地名普查工

作的指示精神，我县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领导筹建县地名普查工作，八一年四月

六日又对领导小组进行了充实加强，四月下旬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在我县全面铺开，投

入人力近千人。

经过五个月的努力，我县地名普查任务基本完成。在普查工作中，我们对全县所

辖六个区，一个镇，三十八个乡，一百八十四个村民委员会，九百九十二个村民小组，

一千一百三十五个自然村寨都分别进行了核调，并填入了图表，卡，对县境内的重要

山峰、河流，水库，溶洞、桥梁也分别填入了图、表，标注了所有自然村寨的地理位

置，并用拼音字母注了音，共填写地名卡片近2000套，编写文字概况材朱1．45份；拍摄

照片301幅。同时，对地名资料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成绩是较为显著的。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县领导穗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地名普

查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原县委副书记岑极高同志担任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

长，蔡映林副县长对地名普查资料进行了最后的审定，并撰写了《序言》，区划办主

任袁致中同志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对图表、数据等作了重要的更正，区乡广大干部群

众和有关部门也积极派人参与协助此项工作，终予使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得以圃满结

束，使《册亨县地名录》一书得以顺幂lj出版。从而，为国家提供了一份较为真实、较

为完整的县地名资料。借此机会，我们向我县广大地名普查人员及参加这一工作的广

大群众，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l

这次编辑出版的《册亨县地名录》，因种种客观愿因，我们除了在技术上作某些

重大修定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材料的本来面目，特别是人口数据，工农业产值等均沿

用八O年的统计数字。本书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编纂工作细则》

(试行)的有关规定和省、州的补充要求进行编写的，现装订成册奉献出来，我们希

望通过它，能使广大读者较清晰地全面地了解我县的概貌。

由于相隔时间较久，人员流动较大，而且现有编辑人员数量少，水平低，本书在

许多方面一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广大读者、同行及有关部门给予批评指

正，以利于我们今后的编辑工作。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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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亨县概况

册亨县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端，贵州省的西南部，东隔北盘江与望谟相望，南抵南

盘江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界，西与安龙县相连，北同贞丰县接壤，地处东经105。27，

至106。127，北纬24。387至25。197之间，东西长约72公里，南北宽约45公里，全县总

面积2598平方公里。 (合3，897，000亩。

册亨县城于一九五七年经国务院(57)政齐字第57号文件批准由册阳迁驻者楼，

县人民政府驻县境中部的者楼镇，位于东经105。497，北纬25。597。册亨县所辖6个区，

1个镇，37个乡，184个村民委员会，992个村民小组，1，135个自然村，全县共有26，169

户，151，917人(包括非农业人口8，456人)，其中l布依族111，468人，占73．4％，苗

族5720人，占3．8％，此外，壮，回，侗等十二种民族208人，占0．1％。

经调查，册亨原名叫郎卧(布依语译音)，意思是山坡的斜凹处(现在的册阳乡

住地)，后又根据该坡对门的高山“b四”，又名西帽良(汉名叫南屏山，俗称帽壳

山，过去的营盘)和下汾河的最大绿阴塘“泓堰刀(修巧马公路时已填平)，用两地

的最后字音合称为“西堰弦，从此，群众广为传用，用汉语取谐音译成了册亨。

册亨元置那历州属管番民总管(公元1279--1368年)。明为广西泗城府所领红水

江北岸地，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划入贵州。置册亨州同，属新建之永丰州，乾

隆十年(公元1745年)，筑城垣，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苗变陷坏，道光二十八年

(公元1848年)，署州同陈浩劝绅民整修。陈浩去，张元泰、王用议等继之。咸丰三

年(公元1853年)巴林涂令恒滋事颓、州同刘静安捐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又遭攻毁，十二年委员李浩修补。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置册亨县。

一九三五年，红军由江西转战湖南到达贵州，同年暮春三月神速地经贞丰的白层

河抵达册亨坡坪后，分两路前进，一路从坡坪往安龙的龙蛇方向，一路从坡坪经威牛

(即威旁)往安龙的平乐方向，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不惜牺牲了自己的同

志，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传播了革命的真理，为解放册亨奠定了基础，迄今群众还记

忆犹新。

解放后，册亨县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所辖三个区，一十二个乡镇，一九五三年至

一九五六年，为四个区，四十八个乡。一九五七年为四个区，四十二个乡。一九五八

年为十五个公社三十八个乡。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为五个大公社，二十一个管理

区。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二年六个区，二十五个公社。一九六三年以后为六个

区，三十八个公社。一九六四年经省政府批准设者楼镇。

解放初期，册亨隶属兴仁专区，兴仁专区撤销后，一九五二年改属兴义专区。一

九五六年八月划归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划归安顺专区，同年十

二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册亨县，其辖区并入安龙县。一九六一年八月经国务院批

争一／I



准，恢复原册亨县。一九六五年八月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报经

国务院批准恢复设立兴义专署，将册亨县划归兴义专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国务院一五九次会议通过撤销册亨县，成立册亨布依族自治县，按省政府安排于一九

六六年二月一日在册亨县隆重举行了布依族自治县成立大会。

册亨县境内是一个山高坡陡平坝少的山区，西北高于东南，山咏呈西北至东南走

向，山脉之间分布着大小河谷和小坝子。境内最高海拔1634米，最低海拔301米，相对

高差达1333米，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和它的主要支流大田河，者楼河、秧坝河、

百口河、板其河、乃言河，弼佑河等，还有一些溪流蜿蜒予群山之间，由于西北部地

处较高、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东南部低洼地区于亚热气候，冬暖夏热气温较高。全

县年平均温度为19．223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温度为9．923，最热月(七月)平均温

度为26．123。年降雨量为1336．9毫米，最多达1872毫米(1968年，最少为917毫米

(1960年)。年无霜期340天左右。年≥】023积温为6219．323度，主要灾害性天气有：

1、倒舂寒，一般多在三月上中旬发生，发生次数为三次左右；2、春早，结合我县

实际、春旱标准为三至五月十天内；3、大风冰雹成灾的大风是四至五月和八至九月

份，风速为17米／秒左右，相当于八级风、冰雹一般发生在舂末夏初之问，多见于

海拔较高的西北部；4、暴风、出现在六、七月，常导致山洪暴发，水土流失溪河陡

涨；5、高温，日温在3523以上为高温，对农作物生长危害极大。

我县处在云贵高原东南端向广西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顷

斜，境内山谷交错，气候垂直差异比较明显。但是册亨蕴藏着丰富的石油、水银、锑、

硫、磺、硝、金矿等自然资源，由于条件所限未进行开采。

全县各族人民以经营农业、林业，牧业为主，共有耕地面积169，581亩，其中田

5G，647亩，地112，934亩。--gL]k0年总播种面积174，714亩，粮食总产量733，612担，

平均亩产t120斤，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早稻、次为小麦、豆类、莽类等。主要

产区是冗渡，秧坝、坡坪，主要经济林木有油桐、油茶林，种植面积74，000亩。最高

年产桐籽达40，000担(57年)，茶籽8，792担(73年)。八。年因遭受雹灾有所减产，

桐籽产量达15，615担，荼籽6，272担。沿江一带适宜种植甘蔗，最高产量达121，900担，

八O年仅保持在44831担。其次是油菜。棉花、烟、茶叶等都有所生产。主要土特产

是木耳，八。年收购量达93，000斤，同时也是盛产香蕉、芭蕉、木棉和龙须草之地。

畜牧业亦有新的发展，到八。年底止，生猪存栏达43，453头，大牲畜41，390头。

我县遗广入稀，有大面积的草坡，水革丰茂草质较好、牧地宽广，适宜畜牧业的大发

展。

全县森林93万亩，大面积的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巧马、双江、秧坝一带的松、杉、

青杠木等。荒坡多、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适宜林木生长，州和县、乡分别在巧

马、秧坝等地建立了育林场和伐木场，从而促进了林业的发展，支援了社会主义建

设。只要认真抓好植树造林，并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册亨的林业是大有希望的。

几年来，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因地制宜，先后建成了马力、同心，者耐，饶家

湾等小型水库，打通了这年海子排洪导洞，将使五千多亩海子地得到受益。随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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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工程的逐步完成，灌溉面积也逐年增加，有效灌面达21，629亩。建成农村小

水电站55个，装机容量122千瓦。

工业亦有发展，解放前我县仅有一个富册公司经营土硝，当时的年产值为9，460

元大洋。解放后由于贯彻执行了国民经济方针，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改进

经营管理，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现在我县工业企业单位有23个，年产值达269万元。县

城有了半机械化的农机厂、食油加工厂、酒厂。近几年来，250千瓦的夯达电站直接

为年产一千吨的冗渡水泥厂提供用电，庆坪电站正在加快工程建设，将为城乡提供

l，000千瓦的电力。

交通运输成绩较为显著。解放前夕只有滇、黔、桂公路通过我县(为西至南103

公里)，交通十分闭塞，解放后，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修通了册亨至望谟公路，全长

59公里。一九六五年以来又新修了冗贝至威旁、冗渡至坡坪通往贞丰，县城至者告通

往安龙、花冗至双江等公路，全长170多公里，南、北盘江部份地段已能通汽船和木

船，航程为192公里。现在全县除19个乡外，已分别通公路和水路。随着交通事业的

发展，交通运输量仅八O年完成了11，581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和城乡的物资交往。

财贸战线，认真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积极开展购销业

务，广辟财源，增收节支，在以支援农业为中心的购、销、调、存赚的工作中，取得

了显著成绩，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八。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671，400元，

财政收入逐年上升，城乡储蓄和信贷资金发放都有较大的增长。

文教、卫生有所发展。历史上给册亨留下来的文教、卫生事业是一个烂摊子。解

放前夕仅有29所学校(包括教会办的四个经典学校)，仅有一个旧政府内部医疗室，

农村处于无医无药状态。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文教、卫生极为重视，现

在，已有中等专业学校一所，普通中学十三所，小校一百九十二所，在校学生共

16，535人。为改变册亨落后面貌和为四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卫生事业亦有发展，

县城设有人民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区都有卫生院、防疫组、乡办起了

卫生所，全县共有医务人员208人，病床120张，年治病率为，门诊治疗28，850人次，

巡回医疗4，483人次’住院治疗1254人次。从而保障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职的身体健

康。

我县西北部属岩溶地貌，溶洞较多、并奇丽壮观。能容纳万人以上的有位于东经

105。477，北纬25。077的广山洞和地处东经105。527，北纬25。077的郭家洞。广山洞地处

险要，是战备防空的好地方，洞内千姿万态的钟乳，奇景异色，引人入胜，郭家洞、洞

宽平坦，两辆汽车可同时并驶，内有长流河水，并有最佳听涛之处，钟乳奇异，独具

一格。该洞又同燕子洞相映、洛凡河流经洞中，洞口冬暖夏凉，无数飞燕竞舞，数万

蝙幅孑翔，还有成群的猴子，传说洞内悬岩陡壁处有出名的中药燕窝和猴结。三洞之

奇，在于钟乳千形百态，有如下凡仙女，有似奇花异彩，有象珍禽异兽，有清泉流

水，有飞燕、蝙幅、猴群，若能开发利用，将是最好的游览胜地。

奇丽群山抱，长流河水清的者楼，是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纪

念解放册亨建设册亨而光荣牺牲的烈士，经上级批准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城东修建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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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烈士陵园，园内有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烈士墓，有机关干职和工人之墓，有不同

形状的纪念亭、塔。逢年过节，县民政局都在那里举行纪念座谈会，各学校也经常在

那里开展学英雄活动，深表对为国牺牲烈士的敬仰，陵园内培植了令人观尝的花、草、

木，建设了房屋及大小不同的水池，林荫深处隐设亭阁，一派幽静。那里山水秀丽，

风景优美，既是革命烈士纪念地，也是人们喜爱游览的地方。

为把册亨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繁荣昌盛的乐园，各族人

民正在更加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指引下，同心同

德，群策群力，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在党的领导下，册亨人民在前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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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楼镇概况之一

者楼镇人民政府驻地位子东经105。497，北纬25。591。地处册亨中心偏北，除东面

接高洛乡外，其余均在者楼镇境内，北抵册中，南抵者楼寨，东到浪沙电站，西到纳

福寨，是个南北窄，东西长的小县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共七条主要街道。县人民

政府位于拥军路西，派出所在前进路中段。全镇人IZl5，000人，居住汉，布、苗、回，

壮等十五个民族。

者楼镇是一九六四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任镇长是刘吉良同志。

该镇处于者楼河两岸，海拔570米，因处河谷地带，河流两岸山高坡陡，地势狭

窄，因而气候炎热，年平均温度为19．2℃，最冷月(一月)为9．9℃，最热月(七月)

为34．5℃，无霜期极长，年降雨量为1340毫米，雨季一般在四至九月。

在本镇城东有一由烈士塔修建发展起来的陵园，现有专人护管，可供人们休息游

览。

城内以拥军路、前进路为主，现部份路段已建成水泥路面。前进路又是主要商业

区，百货，土产、农资、食品、五金、农机等公司和门市部均设于此，全县唯一的电

影院属于前进路酋端，册亨一小在前进路末端。

根据县城发展的远景，者楼镇的建设规划，主要往向阳路和红旗路两侧发展，随

着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建房单位和住户将不断增多，这一矛盾将更为突

出。

册亨县城原驻册阳，因缺水，居民饮水困难，一九五七年经县人民政府上报黔南

州，经省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拨出专款修建者楼县城。一九五八年底册亨，安

龙并县后停建，后叉子一九六一年与安龙分县，再行续建，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现已

建成一个拥有五千多人日初具规模的小县城。



者 楼 镇 地 名 表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名 称来历及含意筒况

者楼镇 Zh荟i(Suzhen

红旗路

拥军路

向阳路

东风路

前进路

文化路

园陵路

1964年建镇时以驻地得名，全镇人r-J5，ooo

人。

1972年底城市整顿时命名

矬 嚣

静 静

竹 髓

∥ 舻

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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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楼镇概况之二

者楼镇所辖区域位于本县的中部。东部与高洛乡、西部与册阳乡，南部与秧坝

区，西北部与冗渡区的板年乡地域接壤，是年轻的册亨城所在地，也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海拔505米，东经105。497，北纬25。59 7。

者楼镇解放初期属册阳镇的四，五村。一九五三年建立小乡，一九五八年成立者

楼人民公社。一九五七年册亨县城从册阳迁往者楼。一九六四年经上级批准建镇。镇

有红旗、者楼、东风、高峰，前进5个村民委员会，36个村民小组，36个自然村寨

(这5个大队原名是纳福、者楼、浪乃，冗燕、洛晚大队。文化大革命时期受“破四

旧，，运动的冲击，当时认为一些大队名称带有“四旧"的色彩应当破除，镇的负责同

志根据这一精神，结合当时政治运动，归纳为“举红旗、乘东风、大跃进，攀高峰、

向前进’’五句话为大队名称。由子广大群众不习惯称者楼大队为跃进大队，仍称原

名，其余4个新名使用至今)。镇一九八。年底农业统计年报共有835户，5112人．居

民有布、汉两个民族(其中布依族4936人，汉族363人)。另外城镇人口5，000人(其

中汉族3925人，布依族928人，其他民族147人)。集体耕地面积4294亩(其中田1943

亩，土2351亩)。

全镇为山地地形，中部是河谷地带，者楼河流经县城，山沟河流多水源丰富，土

地肥沃，是一个宜粮，宜林、宜牧的镇。

者楼镇属亚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气温19．2。C，极少有霜雪，阳光充足，雨量充沛，

雨水一般5至8月较多，其它月份偏少，但长期以来，未出现久旱无雨的现象。农

作物主要有水稻，玉米、旱谷、也产小麦、油菜。经济作物有油桐，油茶，甘蔗，兰

靛和少量棉花，也可产芝麻、花生。部份地区水稻可一年两熟，一九八。年农业统计

年报粮食总产量2，265，930斤。

镇现有中型拖拉机2台，手扶拖拉机4台。

本镇交通方便，有沙(子岭)八(渡)公路从西南方的洛晚到中部的浪乃桥再折

向西偏北经册亨县城过石头寨出境，长约20公里。册(亨)三(江)公路从浪乃桥向

东北方向延伸，到浪沙农场东面约200米处出境，长3公里。这两条公路成为册亨县

的交通运输中枢，来往货车、客车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日夜奔忙。

者楼河从西向东，浪乃河从西南向东北在浪乃桥东北约200米处与者楼河汇合，流

向东方。这两条河水是乳育该地布依人民的母亲，灌溉着沿河肥美的农田，它们还顺

着沙八公路两端蜿蜒向东并行，犹如兰，白四龙嘻戏，贯通该镇。

在镇境内，有林场两个，其中一个是县办林场。林场种植的杉木林，现已逐渐成

材。郁郁葱葱的杉林，增添山乡景物的美，从侧面衬托出新城的秀丽，更主要的是对

促进布依山寨群众的植树造林起了良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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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现有小学7所，在校生400多名，另外还有县城学校4所，其中小学2所，中学

l所，中等师范学校l所，它们对发展布依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镇还有卫生所一所，卫生人员三人，兽医站一所三人，对治疗当地的人畜疾病起

了一定的作用。

登上大山山岭，山顶气候清新凉爽。举目远眺，可以看到望谟境内和本县很远的

地方。特别在夜晚，看到者楼城镇的万家灯火闪烁，犹如银河繁星落地上，往往使人

瞳景美好的未来。

者 楼 镇 地 名 表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名称来历及含意简况

者楼镇 Zh吾I 6u Zh吾n

红旗村H6ngqf CQn

坪 寨

石头寨

桥 边

纳 福

纳 逢

纳 阳

纳 者

者楼村

P Tngzhai

Shit6uzhaI

Qi60biOn

Naf0

Naf百ng

N(3yong

Nazht§

Zhal6u COn

者 楼 Zha 16u

攀枝花

者 山

新 寨

者 烧

巧 洛

田 坪

前进村

P石nzhThu0

Zheshoh

×TnzhaI

Zh否shoo

Qi50Iao

T1 0nPfng

Q16n J Tn CQn

洛 社Luc邑shi}

8

以所在地命名，驻地者楼片区

原名称纳福，1967年改名为红旗，村民委员会

驻地纳福寨，人口1304，耕地1151亩。

村民委员会驻地，布依语译音，纳一田、福一漂．

者楼村委会辖管者楼片村，县、镇、区，驻地．

人口1313，耕地931亩。

村民委员会驻地，根据布依语“西劳，，译音得

名。西一明朗，劳一楼上。

原名称洛晚，1967年改名为前进村民委员会，

驻地洛晚，人1：1 538、耕地53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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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名称来历及含意筒况

洛 晚Lu6WSn

内 寨 N吾I zhSI

林 场LTnchShg

东风村Dohgf百ng Con

浪 必

崩 扛

浪 乃

峰

Langb T

Bsnggang

LangN己I

Zh吝J I c3ng

jIOhOh

LOngsh8

GOofong Con

QI石oj IOo

g否Iao

NOyOn

R6ngYan

Zh否I百。

者 老 Zh爸I石。

秧 草 YongcSo

东 墓DongmB

新 建X)nj i ah

登 坡D百ngPO

坡 拉 P6 I石

大 山DashOn

村民委员会驻地，布依语译音得名，意思是位

于不平整的洼地。

原名叫浪得，1957年改名为东风，村民委员

会，驻地浪得。人口148，耕地620亩。

村民委员会驻地，布依语译音得名，浪一山坡，

乃(底音)一麻。

原名叫冗燕，1967年改名高峰，村民委员会驻

地者老，)k日1196，耕地933亩。

村民委员会驻地，布依语译音得名，者(西)

一明朗，老一大。

(又名l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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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寒沙村

交闹岩燕老

者家浪高

巧各纳冗者



册阳乡概况

册阳乡位于册亨县西北部。东南与县城者楼毗邻，西北与冗渡接壤。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最高山峰央管梁子海拔1495公尺，次之为南门外者楼河下汾河段南岸的帽壳

山海拔1188公尺，者楼河自西南向东北把册阳划分成两半，河南岸有屯上，者孟两村

民委员彳j．河北岸有者屯、央箐、大沟、册阳四个村，除者孟村民委员会村寨主要分

布在河坎山脚处，其它村民委员会村寨全在山梁上或半山上，稻田多分布在者楼坝稿

至纳阳河段沿岸。

者楼河起源于安龙县冗华乡境内的仙鹅坪，经巧马区巴金乡的兴安√＼窝、巴金、

者骂进入本乡流经河边，坝稿、者孟、下汾，可灌溉农田800亩。

沙(予岭)八(渡)公路由西北向东南斜穿本乡册阳、红旗两村，县内者(楼)

巧(马)公路，起自纳福寨经下汾者孟进巧马，以上两条公路经过本乡3个树，12个

村民小组。者巧公路8公里处的河边桥(石拱桥)是册阳、巧马为区的交通要隘，桥

长31．6公尺，宽6．6公尺，建成于一九六六年，可通行一般载重汽车。

全境总面积50．ol平方公里，75，016亩，有耕地面积4203亩(田1823亩、地2380

亩)有森林面积2144亩(用材林1343亩，油桐林801亩)，主产水稻、玉米，经济作

物有桐，荼籽、甘蔗等，一九八。年粮豆产量2114400斤。

全乡管辖6个村，27个村民小组，23个自然村，856户，4521人，有布依族、汉族

和苗族。

册阳是自一九一四年设立县治以来到解放前止的旧县政府所在地，一九四一年设

立册阳镇建制，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一九五七年底是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由于严

重缺水，没有发展前途，经报国务院批准，县城于一九五八年初迁至现址者楼。册阳

一九五一年五月至一九五二年底隶属第一区的一个镇辖13个村，一九五三年初至一九

五六年底属冗贝区的一个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册阳镇与者楼小乡同为火箭公

社，一九五九年初至一九六一年七月册阳属册亨镇大公社册阳管理区，一九六一年七

月建立册阳公社。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起，册阳又是册阳区机关所在地，由于册阳地

处全区西部边沿，不便指导工作，曾请示上级拟将区机关迁至者楼或高洛，但未获批

准，近年来区行政机关已迁至者楼镇办公，其它企事业单位仍在册阳。

文卫事业，解放前仅有完小一所，学生百余人，旧县政府有一医务室。现有学校

9所(其中在办7所)教师50人，在校学生604人，其中册阳中小学一所，教师27人，

在校学生326人(中学生114人)，有区医院一所，病床五张，医务人员13人，有乡卫

生所一所，卫生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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