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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

北纬25。1

关镇是独

荔波，南

有公路与

南州南部交通枢纽，是贵州省南部的重要门户。

独山属云贵高原东南缘，是一片比各邻县稍高的突出的台地，境内以山地为主间有丘

陵，全境北高南低，由北向南倾斜，且可划为东北部．中部和南部三部份；1，北，东北部属

中低山区，包括三里乡及兔场乡东，西，北部，翁台，甲定两乡及拉林乡的高岩村，基长区

的水岩、江寨，温泉乡，望城区的新民，羊凤乡的多数村一带，这一带是独山的高寒地区，

分布有独山著名的几座大山，即大风坪、猴儿山、八瓣坡，大其山等。2，中部多是丘陵地

带，包括兔场乡南面的黄桥村，拉林乡!大部，麻万、三桥乡至基长区的上道、基长，狮
’

山，拉芒，本寨，打羊等乡(镇)，上司墨寨乡及凤汝乡拉偶村以北一带，这一带地区分布有

麻万～尧梭、上道～狮山，筹洞等几个较大的坝子。3，南部系低中山岩溶峰林谷地，从上

司区墨寨乡的琴阳村至上司乡的袍寨、盖寨，屯脚村和拉旺乡的进寨村，经凤汝乡拉偶村以

南至下司，麻尾一带，这一带由于泥盆系和石炭系的地层发育，水向深部浸蚀切割历害，所

以岩溶现象较普遍，地表形成气势雄伟、千姿百态的山峰，溶洞和漏斗，出现有名的里腊九

十九道滩，上道干河和神仙洞，拉旺的双红漏、基长的纪律洞，水岩的响水洞、凤汝的拉号

洞，新同的鱼寨洞等。地下形成很多暗河，全县暗河分三大水系，并有二十二条之多(有的

埋藏较深)，最长的地下河有黄后地下河，长56．54公里，流量达O．56公升／秒，白岩地下

河，长39公里。由于地下河纵横交错，地下水源丰富。独山县城由于地层，岩性特殊，地下

水位高，导致独山水井较多，仅城关及附近就有数百口，著名的就有51口，使之城内到处布

满天然消防太平缸，故有“井城黟之称。另外，在城郊五里桥地带有钻探喷井一口，是我县

水量最大的承压井。独山境内山势不高，地形较平坦，绝大多数山高在海拔1000——1300公

尺之间，高差在150——300公尺左右。境内最高点为甲定乡的大风坪，海拔1628米，最低点

为江寨乡的上庸寨边河谷，海拔500米，平均海拔1064米。

独山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5度左右。最高气温34．4

度，最低气温零下8度，无霜期270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346毫米，一般以4～9月的降

水量为最多，要占年降水量的75呖左右。独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于亚热带潮湿气候

区。粮食作物以水稻，包谷为主，其次是小麦，洋芋，红薯，高梁等。经济作物有油菜，辣

椒、茶叶、青麻，土烟、花生等。农作物主要分布在中部，其次在南部地区。东北部中低山

区仍以水稻为主，但野生经济作物占的比重较大，如木材，茶叶，棕片，构皮麻，各种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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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木耳，香菇，竹笋，菌子、蕨菜、杨梅、猕猴桃、板栗，核桃等，要占总收入的40％左

右。

·独山，山水秀丽，据“独山州志力卷一记载z独山有’“独山晓翠"，“凤饮刚源"，

“凉亭瑟韵黟， “喷瀑梅花一等独具一格的十二个自然风景。

独山有一别名ⅡLf“刚水一。早代诗人喜用作独山的象征，如清代咸丰年间邑人莫祥芝任

上海道时(上海道相当于今专州)，他家住江苏，自称“刚水莫寓一。

另一别名“紫泉一。据考证。在原北街二甲(现中华街三段三小门前斜对面)，街旁有

一水井，看之水色带紫，汲出清亮，故得紫泉之名(独山州志以此接近圣官，名为近圣井)

清代修建书院曾冠以紫泉二字，名为紫泉书院(此石碑现存独山民族中学)。

1930年独山城关名为蔚紫镇，1933年改名紫泉镇，1949年叫复兴镇，解放后叫城关镇至

今。

独山县得名于县城东南13公里处上道乡境内的独坡。独坡是：一个方圆o．1平方公里的

独峰，凸起于8平方公里的大平坝中央。山高百余米，山顶有古庙一座，古树环绕，风景幽

美，清代诗人蔡希端诗题“独山晓翠"。 “缅然睇会邱，宇宙一何悠，兀傲差若颖，顾瞻无

匹俦。．朝霞开宿雾，良日登远游。挥杯劝孤影，落落清瑶流。，，

据独山州志卷九记载t “出城南田畔蹴宋家桥，两山夹道予与客憩凉亭，纳爽少顷，再进

蹄大坡塘，众山顿为之四开，诧见平原内独山峻起，⋯⋯古人之以此山名州，非无谓者"。

“元置独山长官司，明设州时，疑看以司之名名之，而司之名仍存其旧。窃意古人每善陶情

于山水，大抵周游境内j见此山少双寡二，光怪突兀而巍巍然，别负有神气在。元适然而取

以名司，明亦适然而取名州，非必有所拘也’’。“独山生不混众山在唐宋以上虽久聘然，至元

明到今卒得荣遇，彼其挂名土司巳稍显至，挂名汉州达诸枫宸则又更加显矣"。故独山得名

始于元，实属无疑，元代以前独山城址叫郁力(布依语>。

通考《独山州志》，独山从汉代就有行政区域规划了，汉元鼎六年(公元前一百一十一

年)独山是群舸郡所辖十七县之一，名叫毋敛县，辖现今的都匀，独山，丹寨，三都，荔

波，平塘、南丹、思恩等县。据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万大章先生修著《独山州志》序言

中说：晋代毋敛为谢氏居地，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公元454～502年)群舸郡向东扩张立东群

舸郡，辖有广西三江县古宜镇等地。谢氏世袭治群舸郡330年，经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

隋朝三代。公元618年唐朝成立，谢氏归降，改群舸郡为群，庄，充，琰，应等州。唐太宗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用谢氏为庄州刺史，独山隶于庄州，州府设在石牛县(毋敛县改

为石牛县——以县城北面的石牛坡命名)宋代独山为黔州缴外归烂土长官司，属隶合江陈蒙

二州的羁縻州卫府所治(系土酋土官见((独山州志》卷三)，元代改合江陈蒙二州为思明路

(包括广西南丹一带)，属定云府(今黔南州一带，后称都匀府)所辖，独山是独山烂土

长官司，属于定云府。元代后期定云府新置葛蛮安抚司(今都匀，独山，三都、平塘等县)

独山烂土长官司改为“蛮夷军民长官司矽，属于葛蛮安抚司，公元1310年改设独山州，明洪

武十六年划独山为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属都匀卫管辖，洪武二十三年，设独山丰宁上，

下司长官司。弘治六年实行土司制度，弘治七年改土归流，增设流官，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

司定为州，州府于高乙，孟氏升州牧，辖烂士、九名九姓、丰宁上，下司长官司，属都匀府

(领二州1日麻啥、日独山)I清袭明建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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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中华民国总统府令·将各省隶府厅州名一律改为县，所以独山州改为独山县仍属

黔中道(即今黔南州)所辖。同时分出“三脚秒另立三合县(今三都水族自治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贵州省划为四个行政专区，独山为第

二行政督察区，后又改称独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公署驻独山，直辖独山，都匀，贵
定，平越(今福泉)，三都，都江，‘荔波，榕江，黎平，永从(今从江)，麻江，锦屏、罗

甸，平塘等十四个县。

民国三十一、二年间(公元1942～1943年间)黄浦四分校迁来独山(驻扎今拉林乡铜鼓

井)，主任韩汉英兼任黔南自卫军总司令，伙同独山专署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张策安等人，

为修新市区而拆卖独山石城墙。据《独山州志》卷四记载。独山石城墙建于清乾隆十三年

(公元1748年)，城墙周长816丈，外有大城门四座，次城门二座，炮台四座。1944年黔南

事变前，国民党抗日守士军总司令韩汉英、张策安以及黔南事变中的日本侵略军将这座二百

年的古城墙和城内三宫、六院、二殿还有寺庙，观，庵，楼，阁，祠堂，会馆等三十多个古

老建筑物连同千家住户的民房纵火烧尽。日本侵略军于1944年12月2日(农历十月十七日)

入侵独山后，进行拉侠，抢劫j残杀和强奸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人民惨遭蹂躏。当时有

诗云： “几辈石城焦土后，千家泪竭冷灰中’’，记实。

1949年前独山全县划为七个区，二十四个乡(镇)。城关镇叫复兴镇，分为中华路，和

平路，筑柳南，北路，康乐路((包括东升街，东坡街(又叫木匠行)，府前街(又叫横街)》，

并把城郊南面的石家坟划为新市区。沿筑柳南路以八角亭为中心，命名为中山路，中正路，

达铨路<达铨是吴鼎昌的号)三都路，荔波路，榕江路、从江路，平塘路，都匀路等。这些

街道短小复杂，拥挤不堪，被坏人利用作窝藏私娼之地，遗臭于后世。

1949年11月19日独山解放了。全县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劳

动在“黔南事变打时被火烧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独山面貌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从县城来看，城关镇现有和平，中华，北集，中南四条大街，现已修成柏油

路。和平街建有人民大会场、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幼儿园，独山民族中学，独山师

范，新华书店、旱冰场、游泳池、银行、和饮食服务行业等，成为一条文化，体育活动和工

商业聚集的街道，其他街分驻的机关单位，局，行，社，企、事业，公司等，相继修建了很

多楼房，原八角亭处，新修了园形街心花园，很多居民住房都建成楼房，有的还修有室内小

花圃，整个城关面貌大为改观。 ．

全县1950年划为望城，拉林，基长，上司、下司，麻尾等6个区，1个镇(城关镇)24

个乡。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1953年增设玉屏区，管辖8个小乡(即现在的江寨，温泉，水

岩，拉芒等乡)，当时全县按照7个区划为67个小乡，3个镇(即城关、基长．．麻尾3镇，

其中城关为区级镇)。

1955年11月小乡改大乡后，全县为7个区1个镇(城关镇)及25个乡和基长，麻尾2个

乡级镇。

1956年元月24日独山县委又规划将3区(基长)和7区(玉屏)合并为基长区，全县为

望城，拉林、基长，上司、下司，麻尾等6个区1个镇(城关镇)，35个乡和基长，麻尾两

个乡级镇，

1956年前独山仍是专区，．但因·些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在1950年时独山专区就移都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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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1956年8月8日成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于都匀，接替了独山专区。

1957年10月三都县成立水族自治县，把独山所属的定台乡(今甲定、翁台两乡)，巴维

乡(今江寨乡的维寨和三都的巴佑)和温泉乡等水族居多的地区划归三都水族自治县管辖。

大跃进时期，1958年12月将荔波，平塘，独山三县合并为独山县，把原来独、荔，平各

县的区改为公社。独山县共辖12个大公社，即原独山县的望城红峰(包括城关镇)，上司星

火．下司燎原，麻尾红旗，基长东方红，原荔波县的甲良曙光，茂兰光辉，荔波黎明朝阳，

原平塘县的平湖东风，者密上游，牙舟火箭等人民公社，原区所辖的公社则改为管理区。

1959年12月15日中共独山县委颁发更改社名的通知，将12个公社的红峰、星火，燎原，

曙光等字去掉，称望城人民公社，上司人民公社，甲良人民公社等等。

1961年7月份又把独山，荔波、平塘分开，恢复原独山，荔波，平塘各县，公社也还原

旧区。尔后独山县拉林区改为翁奇区，望城区改为城关区，玉屏区合并基长区，其余不动，全

县共有六个区一个镇(城关镇)，下属29个公社一个镇(麻尾镇)，12月将原划归三都的定

台乡仍划归独山成立甲定公社，巴维乡只划回维寨成立江寨公社(巴佑仍归三都)，林桥乡

戈n回成立羊场公社。1963年翁奇区的翁台从甲定分出，单独成立翁台公社，三里从麻万分出，

成立三里公社，这时独山县行政区分为望城、翁奇，基长，上司、下司，麻尾六个区，一个

城关镇，34个社(镇)。1984年3月基长公社改为基长镇，温泉，甲定、翁台三个公社改为温

泉、甲定、翁台三个水族自治乡。3月后，其余公社均改为乡，8月下司乡改为下司镇。12

月麻尾乡与麻尾镇合并为麻尾镇。现今独山县总共(有六区一镇)30个乡，3个乡级镇，

250个村，2289个村民小组，1917个自然村寨，54649户(包括城镇非农业人户)，263248人。

总人口中非农入口有25060人，占总入口的9．52％，未落常住户口有1447人，农业人口有

237067人，独山是多民族聚居的县，据1984年统计，全县有汉、布依、水，苗，彝，侗、

瑶、壮，藏、回、满、蒙，东乡，黎、么老、毛难、纳西，仡佬等十八个民族。汉族人口

97630入，占人口总数的37％，少数民族人口165618人，占人口总数的63％，少数民族中，

布依族有138044人，占少数民族总数的83．4％，分布在兔场，三里，上司，下司，麻尾，基

长、狮山等乡，其次是水族，有18563人，占11．2叻，分居在甲定、翁台、江寨，温泉，冰

岩等乡，苗族人数较少，有5314人，占3．2％，亦分散居住以上地区的新民乡，其余的少数

民族都散居在各个地方。

独山县由于泥盆，石炭，二迭系地层发育，石灰岩占全县面积的75％左右，又因地处新

构造运动的强烈上升区，加之我县地势比邻县稍高，所以岩溶现象普遍，卡斯特地形分布较

广，这样导致独山县地表水缺少，地下水甚多，地表没有形成较大的河流，一般都是短小

河。我县河流分成都柳江，六洞河、打狗河(少数民族语译音)三个水系汇流入珠江。全县

较大河流有19条，其特点是分段启名，无统一名称。最大的一条是发源于拉林乡磨石弯流经

新民、上道，水岩、江寨等乡，长百余公里，出三都入都柳江，我县境内还有黑神河，八

照河，丙尧河等都流入都柳江’打狗河干流有打羊，然仲，上司、筹洞等河流汇入荔波县，

六洞河支流有丙里，漂里，甲摆，拉旺等河汇入平塘县。这些河流，有的灌田，有的还能发

电，如王屯电站利用上道河水伏流后装机2000砝，也还有利用地下水发电的，如鱼寨，白岩，

铁厂坪等电站。

水利建设，据1980年统计，全县共修了大中小型水利工程设施1596处，蓄水量约3047万立

·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100100万立方以上的有黎家寨水库，大河水库等33个，总容水量2048万立方，设计灌

溉面积38890亩，其中100—500万立方的大水库有4处， (即黎家寨，大河、狮山，铁坑等

4个水库)设计库容999万立方。10万立方以下的水塘537处，容水量963万立方，设计灌溉

面积约19010亩，建成引水工程589处，设计灌溉面积51450亩，提灌工程437处，设计灌溉面

积47510亩。以上水利设施，由于维修和配套工程跟不上，故达不到设计要求，?目前全县有

效灌溉面积为103865亩0加之下司，麻尾等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近年来遇上天旱尤其是1981年这样的特大旱灾的情况下，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了应有

的效力，对减轻因灾造成的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7 一

农业方面：独山县有农业人口237067人，劳动力102838个，耕地面积为253052亩，其中

田202635亩，土50417亩，近年来农村普遍实行科学种田，推广各种良种，粮食产量有了显

著提高，亩产高的达到1500斤以上，全县平均亩产638斤。1984年农业总产值5455．27万元。．

1984年粮食总产量16155．23万斤，全县人均产粮614斤。油菜，辣椒，茶叶，，=桐子，麻
’

类，．土烟等经济作物的总收入约占粮食收入的30％左右，此外还有林业、畜牧业及其他付

业，．渔业等收入，占农业收入的39．8％。油菜产量达719万多斤。辣椒产量达211．87万斤，

质量好，特点是辣而香，呈长形，色泽朱红，皮厚肉实油润，绉纹多、鲜椒加工成辣糟，干

椒为盐酸菜原料，还可出口换汇，每年出口量在40一_100万斤，远销东南亚。独山高寨茶，’

历史悠久，闻名黔南。

’‘农业机械方面：据1984年统计，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33944马力，其中大中型农用拖

拉机，手扶式拖拉机181台，一4324马力；排灌机械柴油机、汽油机、电动机1340台，12283马

力I农付产品加工机械有1111部，14634马力、农用运输汽车40辆。我县电力1950年只有40

危的发电厂一个，现有水电站一个，装机发电2000珏，火电厂一个，装机发电1500砝机组有

两台，农村用电是解放后才有的，据1980年统计，农村社队的小型发电站有32个，共有发电

机组49台，装机容量7340珏，有效发电447．93危，农村用电(包括独山电厂，王屯电站供电)

达156．58万度，全县有25呖的农户亮了电灯。

矿产资源方面：县境内分布有锑矿，汞矿，铅锌矿，褐铁矿，赤铁矿，黄铁矿，重晶石

石膏，雄黄．硫黄，大理石等，这些矿产资源多产在泥盆系地层里，其次在二迭系地层里。铁矿
· 分赤铁矿和褐铁矿两种，赤铁矿分布在平黄山，桑麻，甲定、米董，蔡家山，大冲，猴儿山

等，水钢曾在平黄山开采赤铁矿，因品位低而停产。褐铁矿品位较高，一般在40——50％，

有的达到59％，分布在拉林，兔场，三桥，麻万，新民等14个乡，现在开采的有翁奇，城

关，基长等，较大的是牛洞铁矿，全县年产褐铁矿万余吨，供贵钢，水钢、重钢等单位使用。

锑矿分布以新民乡半坡为主，其次分布在背达，巴年和江寨乡蕊然沟一带。现在半坡在开采，

其特点是质纯，品位高，最高品位达28．12叻，一般在5％以下，1984年产精锑1310吨以上，

出口日本。汞矿产于新同、巴年．．凉亭等处，县里曾在新同开采过。煤矿分布在黄后．．坝

望，玉屏，三里，温泉，本寨，羊凤，兔场等乡，共有漂里，羊凤，摆罗，塘同，黎罗等十

八个矿点，矿藏不大，均系有烟煤。铅锌矿在凉亭，翁奇，林家寨等。重晶石分布在尧梭店

下，翁奇栗木山，水岩等。大理石产在上司，拉旺、等地。在地热专面，我县温泉乡有一温

泉，水温36度，县人民政府已两次拨款修浴池，给群众提供游览洗浴的方便。

我县森林复盖面积有73．1万亩，占总面积的19．9叻，其中用材林69万多亩，经济林l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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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2千亩，竹林2万2千多亩，森林多分布在县东北部。林种有500多种，130多科，主要有马。_

霹尾松，杉、柏杨．香椿，柏，泡桐、樟木，枫香、青杠，漆，油洞等20多种。从1966年来，在蜀
17望城，上司，下司、麻尾、基长等区飞播松林。现在共有七个飞播区，已有五里，云堆、打笺

擎羊兰个林区巳基本成林，有些已经成材。基长区江寨乡维寨村还有世界稀有的马尾树，它是‘
{ 德国科学家于1932年发现的珍贵植物，并记载于德国植物史上，我国科学家于最近在我县找i

到此树，该树现在生长良好，正引起有关科研单位的重视。基长乡巴薅小组的实心竹，也是

一种珍贵竹种。独山还发现有较好的牧草资源，有草地137万多亩，其中有草山草坡有79万

多亩，500亩连片草场就有66片，1983年，国家农牧渔业部在我县上司地区建立了牧草种子

场，繁殖红，白三叶及黑麦草种子，并聘请新西兰专家在场工作。

豳江独山县泥盆系地层发育良好，出露完全，标准化石很多，我国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

分院副院长孙云铸于1963年曾来独山基长区江寨乡考查过。现在我县泥盆系标准地层正引起

世界地层专家的重视，目前已有比利时、西德，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层专家来我县参观研究。

工业发展方面。解放前独山县内仅有私人开办的自纸，铁锅、火药炮竹、砖瓦石灰，火

柴，小型锑矿和盐酸菜等小型作坊和厂矿，产品质量差，产量不多。解放后，独山工业，尤

其是轻工业发展较快，据1984年年报统计，全县拥有国营和集体大小企业共51家，其中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有水泥厂，农机厂、印刷厂，电厂、汽车修配厂，打米厂，饲料公司、综合厂

等。集体工业企业有五金农机厂，民族布伞厂，橡胶制品厂、织带厂，化工厂，刺绣厂、服

装厂，砖瓦厂、盐酸菜厂、木制品厂、塘芒综合厂，东峰锑矿厂、兔场农具厂、麻尾建材厂

等。有职工3258人，工业总产值2222．08万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17个，芒￡产总值728．26万

元，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24个，生产总产值为907．47万元，乡村工业10个，生产总值为496．86

万元，在乡村工业中，东峰锑矿规模较大，总产值458．5万元，占乡办企业总产值的92．3呖

主要产品有钢骨布伞，弹簧伞，布面胶鞋，塑料凉鞋、皮鞋，布鞋、纱手套、睛纶绒线衣裤

各种刺绣工艺品及红砖，青瓦，水泥、铁锅、铁炉、矿烛，粉笔、墨水，打米机、制砖机、

压面机，木制家具，精锑、原煤，铁矿石，植物油，木材，配合饲料，酒和独山特产盐酸菜

等数十种产品。独山盐酸菜历史悠久，据考已有500年历史，如今独山盐酸菜不仅闻名于省内

外，而且畅销京，泸，港，澳，近年远销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并成为一种卫生可口增进食

欲具酸，甜，咸，辣，脆等独特风味的调味佳品，一九八四年在北京评为全国优；秀旅游产

品，荣获景泰兰奖杯。出口产品有精锑，桐油，辣椒等。另外我县综合厂生产的独山大曲

酒，在1981年全州酒类(除匀洒外)评比获第二名，1983年在全省商办厂酒类评比中连续

三年获第三名。1985年获“黔南州名酒’’称号，为了满足市场需要，去年以来，贷款近100万

元，搞技改扩大生产。

。商业方面·早在清代独山的商业就很兴旺，民国时期又有了发展，尤其是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独山设专署后，独山便成为黔南地区的行政，商业的中心，邻近的平塘，荔波，

三都，都匀，远至瓮安、贵定，平越(今福泉县)，罗甸，从江等县多数都到独山来进出

货。独山的商业都是由几家大的官商和私商控制，经营商品有小百货、文具，皮革，土青兰

布，花布，棉纱，红糖、川盐，冰片，火柴，家具等。当时有“协和一，’“协春隆"，“太

和一，o协车万等商号把持整个商行。这些商号垄断了市场，搞囤积居奇，盘削群众，至使

物价飞涨，。人民深受斗米换斤盐的苦难。解放后，独山商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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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私改造后，彻底改变了私人把持商业的局面。个体商业通过互相合作，公私合营组织起’!_
来，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轨道。国营商业，已由解放初期的民贸，花纱两个公司发展到有百{{

．货，糖酒，烟草，蔬菜，食品，饮食，药材，五金，燃料、民贸等十大公司，各区，乡都设’。

有供销社和分社，有的村还设代销点，形成了城乡商业网。州还在县设有百货、针纺，-盐业，{i

医药0土产等二级站，邻近的平塘，‘荔波，罗甸，三都等县都到独山来进货，独山现已成为 ：
黔南州南部的商业中心。，据1984年统计。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505．22万元j其中商业零售额

为3174．26万元，饮食业零售额86．48万元，土业零售额154．96万元，其他行业零售额89．52

万元。
7

教育事业方面t解放前据1948年统计，独山有两所中学，中心小学25所，国民小学37

所，国外留学生二人，大学毕业生12人，专科师范毕业生46人，高中毕业生62人，旧制中学

毕业生53人，初中毕业生304人，小学毕业生2659人，加其他短期训练结业、毕业学生共4105

人。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教育事业，使教育事业速迅的得到发展，现在全县做到村有小

学，乡有完小，区有初中，县城有民族中学一所，普中一所，完小五所、中级师范一所和幼

儿园四所。

据1984年调查统计，共有学校417所，其中中学10所，公办小学229所，乡村办小学178

所，当年在校学生有42579人。高中毕业生354入，初中毕业1591人，小学毕业生3902人。共

有毕业生5847人。 。、

医疗卫生方面：解放前独山城内有几家药铺，精通医理的中医师据考，清末有邓瑞图，

民国时代有邓仲炎，金西年等。另外有些民间草药摊和黔南事变前随着疏散而来的几家中西

医诊所。人民缺医少药，各种瘟疫流行，霍乱，疟疾到处可见，人民身体健康没有保障。

解放后独山设有卫生局，建立了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检所，区，镇及各

个乡都有卫生院等，大量把医疗卫生工作放到农村，使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在本地区就可治

疗。消灭了霍乱，瘟疫和疟疾的流行。近年来又基本消灭丝虫病和甲地病。据1984年统计，

全县有33个乡卫生院，6个区卫生院，1个中医院，1个县医院，共有病床416张，有医师

和药师及从事医务的人员共578人。县医院和县中医院都有制剂室，产葡萄糖注射液，生理

盐水，外伤药水，酒剂蕲蛇液，当归补血液，茨黎液，中药片，散冲剂，穿心莲饱和片等十

种药供应县内。

计划生育方面s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下，做了大量工作。据1984年统计，我县人口自然

增长率下降到千分之六点三四。

独山城关镇卫生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加强环境保护，防止污染，排

， 除三废，绿化城镇，开展爱国卫生劳动等，做了大量工作，使城镇的市容和清洁卫生焕然一

新，增进了人民的身体缝康。 ，1

独山县城于1971年安装了自来水，自引来水质优良的清泉水后，城里饮水卫生大为改观，

近年来又在“游鱼孔耖处新辟一水质清甜淳美的泉水，投资百余万元，大大增加自来水流量，

较彻底解决县城自来水不足的问题，对于翁奇、上司．下司，基长等区驻地和黄后乡等地的饮

水困难问题，国家也投资钻井，改造，安装了自来水的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的饮水同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现在望城，翁奇，上司，下司基



长等区都修了影剧院，电影院，还有lo多个电影队在各乡巡回放映。县设有广播站，。并

于1976年建有电视差转台，进行电视转播。据不完全统计城内有电视机10Do多台，60％左右

的居民都有收录音机。

交通方面：独山解放前只有黔桂公路，铁路两条干线。黔桂公路于1926年修建，1933年

通车。黔桂铁路始名叫湘桂黔，动工于1938年，到1942年只通车都匀，但路基不好，经常停

滞；’解放后，各区乡都修通汽车路。我县与三都，荔波、平塘、都匀，南丹等邻县都有公路

相通。黔桂铁路和公路南北纵贯我县五区一镇，黔桂公路在我县境内全长92．2公里，独山汽

车站成为黔南州南部的中心站。黔桂铁路于1957年复轨，麻尾设有机务段，过境铁路全长4

117公里，分设14个站，1直通全国各主干线。独山县成为贵州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咽喉要地。

独山飞机场位于城北三华里处，该地原是清代演武厅，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开

始修建机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美军借以联合抗日之名与国民党政权扩修飞机场，示图

作西南地区空军基地：解放后未开航使用，仅作黔南和黔东南两州飞播树种的民航基地，并

用作全州，全省航模表演场所。

’邮电事业虽早年就有了，但解放前作为一个大县只设一个邮政局和一个城乡电话所，业

务很简单。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县邮电信托事业也得到发展，除在县城设局

外，各区也加设支局，乡，村都通邮。1979年3月城内安装了自动电话，各区、乡都通了电

话，长途电话可通国内外。
‘

独山历史悠久，早在清代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有农民起义领袖杨元保，响应洪

秀全的号召，在今拉旺乡，王龙，播让村率领布依族农民起义，名传千古。独山城是一个历

史古城，又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载入史册的终点名城。

斯城早在汉朝就建政，距今已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了，元代以独坡取名独山，也有600多

年历史，全县劳动人民经过历代的辛勤劳动，留下很多名胜古迹，遗憾的是抗日战争中黔南

事变，烧成一片焦土，仅存一对精工石刻的大狮子，一座孔庙及石牌坊和抗日阵亡将士暨死

难同胞的纪念塔等，又在文革中被毁。而今幸存的，只有县城北部翁奇奎文阁和城北五华里

处的天然古迹麻万石牛坡，该坡顶有一巨石，形象如牛，民间传说有神化民歌一首。
． 遥望山岗一巨牛，不分寒暑立坡头。

嫩绿青草它不嚼，牧童拉索牵不走。’
‘

借问牛哥何不忧?牛哥正为鹊桥愁。

待等牛郎会织女，乐乐耕耘在田畴。

考之州志载：唐代曾以石牛为象征而取县名为石牛县。 ．

城西南漂里前面与都匀县交界处有凤啭新桥一座，工程浩大，桥长86公尺，宽8公尺，

高27公尺，并在五孔中央上端刻有约高1公尺，口卸转动，石宝的龙头(石宝已遭损坏)，

头向上游，尾向下游。此桥雄伟壮观，工艺精巧，尤为贵者是桥墩安置于水渺斜冲处，具有

吞吐瀑洪泛涨而又稳固桥身安全的奥妙。所以被人誉为黔南第一桥。这桥建于清代光绪年

间，系由独山人氏李本仁、徐学成，岑世杨等人解襄倡捐而修，根据凤啭遇仙桥碑序刊文所

云。此桥结念十年，兴工五年，共十五寒暑，于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竣工。 (此桥早

属独山，现为都匀市管辖)

名胜古迹还有上道神奇壮观的神仙洞和独坡、温泉乡的温泉、’下司拉抹的明代土司墓及

·8 ·一



温泉乡天星村石雕墓等。一，

旱在清末驻独山督带(兼独山县知事)壬华裔计划开辟凤啭河，引水入干河而出红岩，

流经漂里河到五里桥转汇独山南郊黑神河丽下，集汇都柳江，解决独山缺水之优，王华裔

拨银数万两，交地方人组织“华升昌力(王华裔，邱回升．邓和昌各取一字为华升昌)·

从事经商扩大集资开河之用，后因政治历史演变的影响；王死后，河未开成，华升昌倒闭，

集资被人吞没，终成地方少河缺水的不幸事纪。

独山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出版前修改于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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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泉书院石碑文(现存于独山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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