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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 陈光宗

《镇远县地名志》编辑工作，从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开始，经过六年的努力，现

在正式出版了。地名，它是每定地理范围的专f-li+言代号，是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历

朝历代都很重视地名的搜集，t整理，规范及利用工作。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日。

“古人观于天地，山JfII，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如今，充分利用地名资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已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管理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我县历史悠久，民间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源远流长。地名志的编辑，反映了我县一

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和民族特点。通过地名普查，我们发现并开发利用了湃阳河

风景区。在地名志编纂工作中，对我县风景名胜，文物古迹也进行了全面考察，对每地

名的渊源，沿革，特点进行了搜集整理。因此，它的出版对人fflT解镇远县情，开发镇

远丰富资源，发挥其优势，激发我县人民热爱镇远，建设镇远的热情，将起到重要的作

用。

我县地名志的出版，是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志书籍，是我县地名

之总汇集。它的编纂成功，凝结着广大地名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心血，是我县爷级党政
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借此机会特向参加我县地名普查，地名志拟稿、编摹，审
核、修订的同志以及关心支持我县地名志编纂工作的省，州，县有关部门及领导同志表

·^

示衷心地感谢。 7．

愿本书能给广大读者及有识之士起“拐杖’’，“渡船’’，“桥梁’’之作用，予人类

肴所裨益。
■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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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否正确和统一，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

响。

地名的称呼和书写

文教都有直接的影

《镇远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将结束我县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为四化建设

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对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发展我县的经济建设和旅游事业将发挥一

定的积极作用。

《镇远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黔发(1980)192号文件及地

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编辑完成的。
7

《镇远县地名志》是继我县1981年6月至10月地名普查的成果，通过对各乡、村实

地采访搜集资料，编制《地名调查卡片》。在力求达到准确，标准，不重不漏，使图．

文，卡、档一致的前提下，再进行词条编写。最后编辑完成的。

《镇远县地名志》共编写词条2283条。分作乡，镇概况，村，寨地名，企事业单

位，地片名，主要山峰，山洞I河流，水库，水渠，电站，井，泉，桥梁，隧道，名胜

古迹，旅游风景，废村名表，附件等九大部分。原则上遵照地名普查成果编辑，未作增

加和删减。．各部分又以行政区划顺序排列。对少数民族语的地方称谓，已译为同音汉字

地名。

《镇远县地名志>的编辑工作，根裾普查时间较长，行政区划和名称有所变动J的特

点，统一采取现行区划名称。对于部分村划为两个以上村的，仍保留原犬队管辖范固编

辑，现行村名在该村概述中分述。乡，村经济数据以一九八二年为准，部分数据采用农

业自然资源调查数据。 。

各乡，村地名图中所标地界，在普查中未作实地踏察标记，不作正式分界线。·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各乡，村干群的大力支助。同时，县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资

料，在此，表示感谢I

《镇远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鉴于历史的各种原因，难免有不少错误和不足。又

由于编辑人员文理水平有限，敬请指教。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凡 例

一，《镇远县地名志》收集了镇远县地名词条共2285条。分为地名，企事业单位，

地片，主要山峰，山洞，河流，水库，水渠，电站，井泉、桥梁，隧道，名胜古迹，旅

游风景等六部份编辑。

二，地名词条以行政区为单位分别编辑，后以乡、村民委员会，自然村寨顺序排列。

三，汉语拼音注音，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共同颁布的《中国地名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为依据注音。 ，

四，方位表达，采用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方位制。

五，距离的表示，各乡到县城距离以交通里程。各村寨与乡人民政府驻地取直线距’

离。旅游风景点取交通里程。 ．、

六，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计量总局颁布的统一计量单位。

七，经济数据在选用时，凡是1982年以后的，则在数据前冠以年份。现状描述以近

新状况编写。

八，地名图图例统一编于卷首，图中不再另注。地名图均无比例尺。 ’，

一一九’．‘地名词条首字涉及491个字。为便于词条查阅，本志书后编有笔划索引。在同

一笔’划中，按出现先后顺序排殉。同名词条按照乡之间标乡名，乡内标出村良委员会名

称的方法区别。非地名类的名称，在其后标有所在类别及类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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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远县

Zhan yuan Xian

镇远位于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在东经108。8 736Ⅳ至108。52／

58¨，北纬26。4774lⅣ至27。22717"之间。东面与湖南省的新晃县、东北和铜仁地区的

玉屏县接壤，东南与三穗县，南面与剑河县毗邻，西部与施秉县、西北部与铜仁地区的

石阡县相连，北面与岑巩县交界，全县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60公里。总面积为1878平

方公里。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所辖。县城距州府凯里公路151公里，铁路90公里。

镇远县地处黔东南山地丘陵中部的中低山丘陵地带，地形东部窄长而西部较宽，略

呈三角状。地貌为南北高中间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菌岭山脉分支自西向东横布县

境。境内沟谷纵横，起伏变化大，除县城以南、黄泥岗以东的盘山和北郭溜沙关至七星

坡、铧口山一带，有海拔1000--1300米的高山区外，其余地区无明显突出高峰，全县最

高峰为半屯乡打杵岩村的椅头山主峰，海拔1322米，山区范围内坡高谷深，坡度较大、

县境内其余大部分地区属海拔400一900米的中低山，丘陵，分散在河谷地带的坝子既多

又小，除都坪、羊坪，青浪，江古等地各有面积约1000亩左右的大坝子外，其余多数不

到100亩。 ．，

全县总人口1985年底为209535入，其中农业入口185512入，非农业人口24023人。

县境内居住着汉、苗、侗，彝．布依、仡佬、水，瑶，土，回，满，壮，青、纳西、维

吾尔等23个民族，其．申少数民族有62178人，占29．-67％。拥有耕地面积199998亩(习惯面

积)，其中田116392亩，土83606亩。设置5个区，1个区级镇，2个办事处，19个乡，5

个乡级镇，213个村民委员会，1809个村民组；14个居民委员会，105个居民小组i 1882

个自然村寨。

镇远素有“滇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史书上就有“欲据滇楚，必占镇远，，，

“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的记载。镇远因地处交通要塞，地势险要，山川峻秀，建置甚

早。秦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2(-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隶荆州，当时属无阳

县，三国，晋，齐，梁、陈沿袭旧置，隋属清江郡；唐为奖州，置梓姜县，宋大观元年

(1107年)称安夷县，属思州，宝裙六年(1258年)11月，筑黄平城，赐名镇远州，名始

此。德祜元年(公元1275年)元将宋国宝攻镇远未下，其后，世祖遗海崖取江陵，田氏

降，置镇远沿边溪洞摇讨使司，元为镇远府，金容金达等处，属思州军民安抚司I明洪

武二年(公元1369年)置镇远溪洞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四年(公元

1371年)降镇远霄为州。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废思州、思南两宣慰司，置镇远

府。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改置镇远县，附郭J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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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卫改隶贵州，同年省镇远卫入镇远县。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省县，

辖。

公元1913年废镇远府，复置镇远县，为黔东道治，1935年置镇远县为第

专员公署驻地，次年全省缩并为八区，镇远为第八区驻地。1937年全省又并

察区，镇远属第一区驻地。1941年青溪县并入镇远县。1943年省又特增设

察区，镇远仍为驻地。1948年将全省划为七个行政督察区，镇远仍属第一

1949年iiH 8日镇远解放。1950年建立镇远专员公署，驻地镇远。1956年4月18日

国务院批复撤销镇远专区，1956年7月23日在这里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58年撤

销岑巩县、三穗县、并入镇远县，j'i’i府迁至凯里。1961年恢复岑巩县，从镇远县分出，

1962年恢复三穗县，三穗县从镇远县分出。

1934年红军长征中，以一、九军团为右路纵队的一郜，由剑河县岑松进入我县报

京，经两路口，过镇远县城，向施秉，黄平方向挺进。一军团十五师于12月15日攻克剑

’河县城后，经施洞口进入我县鼓楼坪，驱走了王家烈军部行营守敌，于12月25日夜克

“黔东门户’镇远城。红军经过报京时，曾在居民住房的晒壁上书写“打倒土豪分田

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大幅标语(此标语于解放后即送交省博物馆)。。

全县境内主要河流育三条；沅江支流的湃阳河，自西向东穿流县境达94公里，为全

县第一大河。其次是龙江河，发源于县境内西北部，流经本县38公里I南部的绞巴河，

县内流长15公里，属清水江支流，不通航。此外，长度在1--10公里的有61条，小于l

，公里的18条。

本县气候温和，四季比较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4．6——16．8℃。最冷月(元月)平

均气温全县大部分地区在3．4——5．6℃之间。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在24．8——27℃

之间。常年风向以东风为主，风速l米／秒。无霜期长达234——305天，雨量充沛，年，

平均降水量在1278．1——1109．6毫米之间。

本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铅，锌，铜、铁、磷、石煤、瓷土、重晶石、金¨IJ

石等。铅矿主要分布在都坪一带，锌矿分布在松柏一带，铜矿埋藏在罗溪天堂坡一带，

铁矿主要在青溪区I石煤蕴藏在沿河，磷矿分布在文德与小田溪一带；瓷土出于河口的

燕子岩l金刚石分布在涌溪、马坪一带。青溪铁矿从清代光绪年间就开始了开采与冶

炼；铅矿在一九五八年就曾开采过，县里开办了磷肥厂、瓷厂，对磷矿与瓷土进行开发

和利用。省地质局在六十年代就派地质队驻马坪地区进行勘探与普查金刚石矿。

镇远县是一个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青水秀的

好地方。但是，全县各族广大劳动人民，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残酷压榨下i生

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困不堪，民不聊生。由于过去缺乏水利设施，在雨水较多的季

节，往往是大雨滂沱，冲刷而过。而河岸两旁阶地上的梯田坡土，得不到灌溉利用。旱

地和“望天水田"较多，产量极低。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大兴水利工程，兴建了拦山沟、水堰、水渠、水库等中，小型水利工程，并大力推广水

轮泵，建立抽水站、电灌站，改善了排灌条件。全县还因地制宜地把坡土改成梯田，把

旱地改造成水田，并且广辟肥源，精耕细作，推广良种，扩大复种面积，提高了单位面

积产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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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总面积为281万余亩，耕地面积19万余亩，其比例是九分山，七厘四的田土、一

厘二的水、一厘四的道路和住宅区。主要稂食作物为水稻，玉米，小麦、大豆、薯类等。

一九八二年粮食总产盈为4594．99万公斤，其中稻谷3256万公斤，小麦192．6万公斤，

大豆65．9万公斤，薯类459万公斤，粮食平均亩产190公斤左右。复种面积为153％。主

要经济作物的产量s油菜籽361万公斤，花生41．7万公斤，茶叶8．6万公斤。

镇远山多田土少，适宜林业与牧业的发展。全县拥有森林面积498268亩，复盖率为

17．7％，其中：用材林289391亩，经济林48497亩，经济林以桐油为主计29280亩，是全

国桐油主要产区之一。是著名的“油桐之乡"。畜牧以牛、猪、羊为主，太牲畜1982年

末有存栏39828头，猪82920头，羊20481只，乡镇企业与家庭副业，近年来有很大的发

展，全县共办有乡镇企业493个，总收入达104．48万元。

全县先后兴建了中小型水电站16站28台，装机容量9766砝。年发电量885万度。州

红旗电站在湃阳河上游已竣工发电，计划装机容量12800碰，现有装机容量是6400珏。

大型水利工程有龙井水渠，仙人桥、苗寨、黑滩、马家冲等水库12处，总蓄水量537万

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63888亩。农业机械化程度逐年增加。据1982年农机普查统

计：全县已有大中型拖拉机61台，1790马力。手扶拖拉机72台，866马力。机引犁33

部，机引耙19郎。排灌机械1452台，12097．5-5力，水泵213台，农产品加工机械1394

台。喷雾(粉)器1030部。饲料粉碎机59台。人力水稻插秧机1l部，脱粒机121部，胶轮

手推车675辆。这对于减轻劳动强度，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稳产保丰收，起到很大的

作用。

解放前，全县的工业只是几家手工业小厂与作坊。解放后，工业发展速度很快。现

有工业企业单位50多个，工业总产值已达到1080万元。在城关地区建有力车厂，农机

厂，磷肥厂、水泥厂、铁合金厂，酒厂、酱元厂、面粉厂等国营厂矿，轻手工业有五金

厂，皮鞋厂，皮箱厂，织染厂，工艺厂、机绣厂、道菜厂、花炮厂，木器厂、锯条厂、

糕点厂、建材厂等。最近，贵州省镇远黄磷厂已竣工投产。在青溪区建有瓷厂、洪油

厂、酒厂、铁锅厂、纸厂等。镇远力车远销省外，皮鞋畅销外省大中城市，洪油远运沿

海一带，陈年道菜香飘万里，绣花工艺参加全国展销，青溪大曲载誉全省，远售外地。

本县工业产品时有创新，质量也不断提高。

解放前，全县仅有湘黔公路经由县境，全长不过60公里。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本

县的交通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现有通往各区的5条主要干线和28条乡村支线，通车

里程长达443公里，形成了贯穿全县城乡，婉蜒起伏的山区公路网。湘黔铁路穿越县境

79．9公里，从青溪区的羊坪一碗水进境，至涌溪区的水花——翁塘站甘沟桥出县界，

经过3个区，1个镇、8个乡(镇)，沿途建有g个火车站。真是车水马龙，南来北往，

交通便利，四通八达。随着交通的不断发展，镇远商业15益繁盛，正形成一个物资聚

之地。

镇远县解放初仅有中学2所，学生400人。小学23所，学生2001人。1982年有中学

11所，学生5354人，师范1‘所，并有公办小学46所，民办小学105所，学生24644人。

共有教职-V1128人，民办教师有823入。在校中学生比解放前增长20余倍，小学生增长

15．7倍。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全县有卫生院23个，医务人员270人。拥有病床250张，



医疗设施不断增添与改善。计划生育工作作出了较好的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降。

在湃阳镇城东中河山的悬崖峭壁上耸立着一组别具风格的古建筑群一。青龙洞一，
人称。入黔第一洞天修。远处眺望，宛如一副错落有致，巧夺天工的巨型浮雕，掩映于古

树绿荫丛中，确系一处奇特别致、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加之还有香炉岩上的莲花亭、

祝胜桥，四官殿、天后宫、吴王洞，新桥溶洞、云露泉，仙人桥，燕矶渔唱、龙山屯云．

五老宾南，石屏巨镇，铁壁三关等景观。此外，湃阳河风景区两岸奇蜂异石，山光水

色、峡谷高峭、钟乳嶙峋，翠竹成林，红叶满山、瀑布成群，渔舟穿梭，真是“一里一

个景，．十里一重天"，把镇远装点得更加秀丽可爱。

镇远县以其独特的历史，资源条件和特点。1984年被国家选定为全国一百个农村电

气化试点县之一。1985年又被批准为全国开放县城之一。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湃阳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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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 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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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阳镇是镇远县县城，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镇远县中部偏西，在东经108。227至

108。277：北纬26。597至27。037之间。东与两路乡接壤，南与金堡乡毗邻，西北部与

文德乡相连，东北角与黄桑乡交界。辖区除城区外，南部延伸到与金堡乡交界的凉亭坳

坡脚，总面积46．9平方公里。地形南高北低，处镇远枢纽断层之间，湃阳河穿城而

过，岸北为府城，岸南为卫城。四面环山，海拔464米，最高点龙头山海拔853米。年平

均气温为16．CC，最冷元月5．2。C，最热七月26．6℃。全年无霜期为292天，年降水量

1090．3毫米。

湃阳镇是一座历史悠久，风景秀丽的苗乡古城，素有“黔东重镇，滇楚要冲"之

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设立县治。明正德万历年间始筑城址于石屏山上，

清朝始迁至现址。长期以来这里即为黔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国民党统

治时期设镇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于此，解放后到一九五六年，一直是地专机关所在地，

一九五六年七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这里宣告成立。全镇现辖两个街道办事处，

九条街道，七个村民委员会。共4735户，21547人，其中农业人口4590人；以汉族为主，

共19473人，占90．37％。镇人民政府设在兴隆街西部，解放前后，湃阳镇均为区级镇，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隶属湃阳公社，一九六一年末恢复区的建制，公社划小，湃阳镇

改为湃阳区属公社级的城关镇，一九八O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为区级镇。

一九五八年前，城区府、卫两城，街道窄狭，路面泥泞，一九五八年进行城市规划

整顿，府城繁华区。从四方井巷口到新大桥一段靠湃阳河一侧之房屋全部拆毁，宽处按

规划重建企事业单位，窄处修堤保坎，不准再建房屋，一九五六年前府城分头排至六排，卫

城仅周大、和平两条街，一九五六年庆祝建州前夕，将府城改为顺城，兴隆，新中、民

主，共和五条街，卫城增设联合街子周大，和平两街之间。一九八一年九月又经县人民

政府批准，将和平街划成和平、西门两街。从一九八O年开始，政府拨出大量资金，将

府卫两城的两条主要街道加宽路面，浇灌沥青。改变了过去“下雨满街泥浆，天晴尘土

飞扬"的面貌。

湃阳镇是镇远的交通枢纽，湘黔铁路，湘黔公路都经过此地。解放后，修通了至路

腊、金堡，江古，都坪，蕉溪的乡村公路，并修筑了至台江县的公路。湃阳河穿城而

过，过去是湘黔两省物资交流的主要通道，现在由于沿河修筑了不少的拦河大坝，加之

陆上交通发达，航运事业已基本中断。

解放前，湃阳镇是一个商业消费城镇，只有几家私人开办的打铁炉、修理店及一座

以木炭为燃料的小型火力发电厂。现在已发展有。水力发电，农机，力车，磷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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