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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县人民政府文件

政发(1983)3 1号

关于颁发我县标准地名和《地名志》的通知

各公社(镇)、大队、县直各委、办、局：

地名，是人们对个体领域的指称。是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

具；地名的书写是否正确，含义是否健康，读音是否标准，是一项关

系到我国四化建设、民族团结、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的大事。我

县的部份地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变化较大，出现了一些重名、一

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好和音译用字不妥等现象，特别是在“文

革"时期，在林彪、 “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影响下，大搞地名

“一片红，，，任意更改公社，大队和自然村的名称，破坏了这些地名

的历史继承性及群众的习惯称谓，给地名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结束地名的混乱现象，有

利于国际交往，增强民族团结，提高管用地名的科学水平。我县地名

领导小组，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及《全国

地名普查的若干规定》的精神，于一九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六

月，进行了全县范围内的地名普查和《地名志》的编纂工作，对全县

809条地名进行了认真的核调工作，充分听取了群众意见，查证了有

关资料，提出了我县地名标准化方案。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

纂了《绥江县地名志》、绘制了《绥江县地图》，经县人民政府研究

审核，决定颁发施行使用。 《地名志》中所辑录的全部标准地名，自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起，不论公私邮件、各种报表、单位印鉴、路

标署名等所用的地名，一律以《绥江县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及书写

形式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凡须命名、更名的地名，须报请县

人民政府批准，方能使用。

绥江县人民一政府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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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对个体领域的指称，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和社会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地

名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科研，出版、城建、旅游、邮电、

公安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与国际间的交往等。随着历史的发

展，地名也不断地发展和演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一些问题：

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妥，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

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为

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

305号文件精神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地名文件精神，从一九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

进行了地名普查和《地名志》的编纂工作，普查了地名820条，其中包括县l条，公社(镇)

5条，大队(居委会)34条，自然村(包括片村)435条，街道8条，企事业单位11条，

人【建筑物24条，游览地l条，专业部门8条，自然地理实体282条，废地名1 l条，本

《志》实录809条，未列入废地名。

我县地名绝大多数是从群众中来而又乐于为广大群众称谓的，因此，在普查时地名更

动不多，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即中城镇的3个居委会是以序数命名的；“文革”中所命，

更名而待恢复的街名有5条，须更名的人工建筑物有l条，公社内重名的村有4条，公社．

大队名称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有17条。对上述存在问题，根据地名文件精神，本着既保持

地名的稳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作了如下处理：凡以序数命名的居委会，则以居委

会驻地街道命名；对于“文革”中所命，更名，含义较好的地名，群众已乐于称谓的则不

作更改；对于公社内重名的村，则冠以方位词或量词。以利区别和习称；对于公社，大队

名称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若须更名，涉及面较大，而且不易改变群众习称，故仍保留原名。

本《志》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10万的全县地图，

标注了全县各公社的行政区划和自然村等各类地名，收集了普查成果中各类地名文字资料

16篇，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来历含义及其主要特点，力求做到按法定书写，标准

渎音，含义健康，增删适当，图表相符，尊重习惯，方便群众，使用简便和易查易记的原

则·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认真查阅有关资料，确定我县标准地名，经省，地地

名办公室验收认可。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这次地名普查工作调查比较深入，工作

比较细致，资料比较系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

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的地名普查资料编纂成《绥江县地名志》，以满譬广

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为实现四化和建设精神文明服务。
‘

简注和文字资料中涉及的有关数据，均采用县计委统计室一九八二年年报数(人口数

以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为依据)，因我县少数民族较少，全系汉语地名，放未简注民族
和语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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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纂中．参阅的主要资料有： 《绥江县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 《中国

古今地名大辞典》． 《中国历史地图集》、 《现代科学技术辞典》， 《康熙字典》， 《现

代汉语词典》、 《辞海》地理分册等。所录地名按其性质分为5大类：1．行政区划和居

民点，2．企事业单位，3．人工建筑物，4．游览地，5．自然地理实体。各类地名除

行政区划的驻地和重要地名排列在各类地名之前外．其余地名。一律按其所处的地理座标，

由北至南，从西至东的顺序排列。附录列入r新命名，更名地名表，新旧地名对照表．地

名首字笔画索引，地名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以供方便查阅。

本《志》由绥江县人民政府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编纂，承云南省地名办公室，昭

通地区地名办公室，县级各机关，中城镇以及各公社、大队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深表

谢意。参加本《志》编纂，制图．摄影具体工作人员有杨家鑫、曾垂金、宗顺华、赵咏华，

黄康林、王贵贤，蒋明万等。编纂《地名志》是我们的初次尝试，由于水平有限，业务不

熟，虽经反复审核，难免有一些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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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县。概况

绥江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金沙江畔。东接水富县，南邻盐津县，西南连永善县，

西北和北部隔金沙江，与四川省宜宾、屏山，雷波县相望。总面积740平方公里。全县辖4

个谷社，1个镇，31个大队(435／f"自然村)。有22833户，118435X。其中非农业人口11570
人，苗族233入，彝族36X,白族15入，傣族8人，回族5入，壮族5人，满族4人，土族1

人，布依族1人，啥尼族1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数的0．26％。

县人民政府驻地中城镇，距云南省省会昆明728公里(经东川的公路里程)。海拔3 3 0

米。

据史料记载· 。绥江汉属犍为郡，三国时期蜀汉属益州南部(床降都督)朱提郡，西晋

因之。东晋时属宁州南广郡，南朝宋时因之J齐时属宁州安上郡，梁时属戎州六同郡，北朝

周时因之。隋朝时属犍为郡，唐为剑南道戎扑I域，南宋时属潼川府路马湖部。北宋时属梓州

路马湖部，元属四川行省叙南宣抚司马湖路，治所曾设在绥江县西北部的金沙江南岸。明隶

四川马湖府。清雍正六年(1728)改隶云南昭通府，设永善县于米贴，裁马湖府留屏山县，

重划疆域，以金沙江为界，北岸属川，南岸属滇，为永善县境。清宣统元年(1909)改设县

治，名靖江县，因‘靖江’二字与江苏省靖江县同名，有碍例制，次年改称绥江，，。此乃

因鼻靖摹馁”系近义词，均有安抚平定边疆之意，即易鼻靖"为。绥’’。又因临金沙江，寄
寓为安抚平定江岸民众之意，故名绥江。绥江之名自一九一。年始至今。一九五。年六月获

得解放，同年建立绥2工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六年二月建立绥江县人民委员会，一九六八年四

月建立绥江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年六月经选举恢复绥江县人民政府。

政区变化是：一九六六年永善县桧溪区划归绥江县辖，一九六八年桧溪区又划回永善县

辖·一九八一年，绥江的太平公社和会仪公社的新安，新寿两个大队划归新设的水富县辖。

全县自然状况是：地处五莲峰山脉(尾部)，北临金沙江(下游)，地势南高北低。大

宝顶，轿顶山、莲花山，香炉山等主要山峰及其分支由南向北，逶迤金沙江畔。全县最高海

拔在大宝顶主峰2054米，最低海拔在会仪公社和平大队中岗上附近的金沙江边，海拔280米。

境内河流(除金沙江外)均系南北流向，大汶溪、小汶溪、新滩溪、会仪溪等主要溪河均顺

山势由南向北流入金沙江。这些溪河和山峰构成了全县地势的特征和骨架。因为境内海拔悬

殊，所以南北水平分布和垂直高度上的差异较大，属亚热带，南温带共存的季风立体气候区

域，因此地面动植物资源丰富，宜于发展经济林木，开展多种经营。

县人民政府驻地中城镇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7．9。C，年平均降雨量998毫米。年平均

日照1012．4小时，是全省日照最少的县之一。

全县自然资源：有森林面积268185亩(系一九七四年林勘数，按原行政区划计)，林地

多为混交林(杉、松，杂木)，除一般常见树种外，在罗坪，关口大队有名贵树种鸽子树和

木兰花树，华峰山有三棵珍贵的桢楠树，凤池大队黄家祠有三棵株兰树。山中有名贵的金

猫，还有豹、狗熊，野鹿、野鸡，竹鼠等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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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溪、新滩溪，黄坪溪、会仪溪等主要溪河及其支流穿行于崇山峡谷之间，水力资源

较为丰富，现已在这些溪河及其支流上建成小水电站37座，装机容量(除黄龙溪电站外)

869．5砝。金沙江沿农业，凤池、会仪三个公社的北面流过，江中特产中华鲟鱼，大倪(娃

娃鱼)以及味鲜可口的鲣、岩鲤，鲇等鱼类，江岸有取之不竭的沙石和较多的沙金资源。

地下矿藏。有较丰富的烟煤、无烟煤和石灰石矿，还有铁、铜、钾盐、硫磺、铅锌，熔

融石、冰洲石等矿藏。

经济状况。绥江县是一个山区县，属待开发地区。解放后工农业生产虽有较大的发展，

但仍比较贫穷，一九八二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3377万元，入平均285元，其中：农业总产

值为270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工业总产值675万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

农业：全县有耕地173653亩(农业人口人平均占有1．62亩)，粮食总产，一九五一年为

3181万斤，一九五七年达5957万斤，一九七九年达8367万斤，比一九五一年增长1．3倍。一

九}k--年全县播种面积为274272亩，粮食总产7221万斤。油菜子总产量2 lO万斤，比一九八O

年的157万斤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八。全县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为主，其次有小麦、薯类及

豆类。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芝麻、花生、烟叶，甘蔗等。林特产有油桐、乌桕、柑桔，茶

叶、棕片、竹笋，核桃、白蜡以及天麻、猕猴桃、蚕茧、五倍子，中药材等。

解放前，全县虽有较丰富的水利资源，但水利设施甚少。一九五二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

仅23600亩(按原行政区划-{=f=)。解放后兴建了一些农田水利设施，至一九八二年底，共建

成水库三座，总库容量82．5笠方米。建成堰沟8条，总长度119．4公里。还有小坝塘260口，从

而改善了全县的水利条件，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39662亩，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

工业。解放初期全县仅有竹、木，铁器，织布、榨油，陶器、酿酒、食品等小手工业，

有的在临近解放时已频临冽闭。解放后，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现主要有水电，采蔚雪茄
烟、石灰、，水泥、砖瓦、陶瓷、榨糖、造纸，粮油加工、农机，农具修造等工业和竹，藤编

织加工，铁、-木、竹等手工业。县办工业20个，社(镇)办工业24个。主要工业产品年产

量：原煤6．28万吨，发电量537万度，石灰15568吨，水泥3856吨，沙砖322．5万块，雪茄烟

和卷烟1924箱，机制纸125吨。

由于绥江县境蕴藏有丰富的质地优良的石灰石资源，且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对建材

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是我县发展工业生产的优势之一。

交通运输：金沙江沿本县西北部蜿蜒流经14个大队，全长85公里。全县有机船9艘，

木、驳船61只，载重量3000吨。沿金沙江航线主要港站有新市镇、绥江、新滩i屏山、会

仪，水富、安边、宜宾等，县内水路运输较为便利。大(大关)绥(绥江)公路贯穿县境南

北33．5公里，可直达昭通和省会昆明市。一九五八年以来，先后修通了双(双河)板(板

栗)、会(会仪)太(太平)、三(三渡)黄(黄坪)等简易公路73公里。全县有汽车2 7

辆，轮式，手扶式拖拉机1210，百分之五十八的大队通公路。

文教、卫生事业。一九五。年，全县仅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21人，小学28所，在校学

生2032人。一九}k--年已发展到普通中学5所，其中。初中在校学生(包括附中)2459人，

高中在校学生444入，小学155所(包括民校)，在校学生19411人，幼儿园1所，入园幼3L467

人。；全县教职工总数920人，其中民师184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科研方

面，建立了县科委，有农、林技术干部70余人．文化方面，现有川剧团1个，文化馆1个，

公社文化站2个，图书馆1个，电影院1个，农村电影放映队5个，现全县有电视机430台。

．．一4．．一



卫生方面，一九五三年仅有县医院1个，病床23张，医护人员27人。一九八二年已发展到县

办医院1个，防疫站1个，保健站1个，卫生所4个，联合诊所9个，合作医疗站27个。全

县共有病床214张，医护人员278人。

全县的名胜古迹有明、清时的寺庙和石牌坊，县城内有文昌宫、禹王宫、魁星楼，黑神

庙、川主庙等鼻五宫六楼十三庙黟。遗憾的是这些名胜年久失修，相继垮塌，有的经修缮后

作学校使用；有的拆除建盖新舍，有的在。文荸眵期间被毁坏，完好者竟无一处。

一九七六年三月，在凤池公社凤池大队出土一石斧，据云南省博物馆考证，此石斧确属

新石器时代遗物。我县是否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问题还尚待研究。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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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城 镇 概．况

中城镇位于绥江县北部。东南面接风池公社，西与农业公社相连，北临金沙江，与四

川省屏山县新市区新安公社隔江相望。镇东侧有小溪沟，西侧有大汶溪，全镇坐落于三面

环水，南高北低的一缓坡地带上，总面积O．5平方公里。

全镇现辖3个居委会，由金江街，人民街，新河街，正街，县府街，横街、大汶街，

工农街等8条街道组成。有2075户，9451人，其中彝族21人，白族12人，苗族lO人，傣族

5人，，回族5人，壮族4人，满族4人，布依族1人，哈尼族1人，土族1人，余系汉族。

中城镇乃绥江县历代县治驻地。据有关史料记载：。该镇明隶四川I马湖府，乌蒙府，

为土司统治。对岸平夷场为正长官司署，中城为副长官司署，故名副官村。副长官司署驻

地为城东小村一带(即现工农街东段)。清雍正五年(1827)“改土归流”后，在绥江设

置巡检署，两湖，赣，闽等省移民至此，居民逐渐居多，商业及手工业逐渐发达。从清乾

隆，嘉庆至光绪中叶，魁星楼(即现金江街与正街交叉口处)，河坝街(解放初已不存在．

即现新河街下面沿金沙江边一带)，横街是当时的工商业中心，由于河坝街、横街等街道

夏、秋易被洪水淹没。其工商业中心逐渐移至营盘上(即现人民街中段百货公司附近)和碾

子湾至观音楼一带(即现正街，横街和人民街的一部份)，清末至民国初年逐渐形成了一个

小集镇的规模。清宣统元年(1909)，绥江县由分县改设正县，副官村即成为全县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民国三十六年(1947)，绥江县辖的第五区(即现大关县的木杆公社)

划归大关县辖后，即将副官村和汶水乡合并为一镇，定名中城镇，意即全县的中心城镇。

全镇地势由南向北倾斜，海拔在300米至38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7．8。C，无霜期324

天，年平均降雨量998毫米，气候温和，旧有“干桧溪，湿中村，不干不湿副官村”之称。

因滨临金沙江边，沿江街道每年常被洪水威胁，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江水猛涨，如甲子年

(1924)，全城竟被淹没一半以上。

解放前，全镇内街道短小，狭窄，路面高低不平，市面萧条。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镇人民奋发努力，新建房屋倍增，特别是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增长速度更快，仅一九A．--年竣工的房屋面积即达15963平方米，

使镇容焕然一新。镇内驻有县、镇人民医院，文化馆，川剧团，电影院，新华书店和绥江

一中、三中，中城小学，幼儿园、托儿所。此外，还有各种商业，饮食服务机构。县党，

政机关及主要企事业单位驻此，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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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绥 江 县

县 府 街

中 城 镇

横 街

金江街居委会

金 江 街

正 街

工 农 街

新河街居委会

新 河 街

大 汶 街

人民街居委会

汉 语 拼 音 简

Sufjiing Xi／tn 祀。O+-if-冀i筹；i嚣
Xi：infd Jie ^氏釜丢矗耋，妻室：5名

Zh6nochEng ZM：n 仝县釜：?：：≥鬟j：
H知Jie 街．气：鐾≮淼嚣
Jinjiingji6 JifiwEihu

Jinjiang Ji÷

Zheng Jie

G6ngn6ng Jji

Xinh6ji6 JiC,w／fihul

Xinhd JiE

Dlwdn Jie

REnm{njii Jii,w6ihu|

人 民 街 R∈nmfn Jje

注

．740平方公王．118435人．清宣

骞毒为。安抚平定江耳民皮’．

新r1口．长130采．宽3．5摹．县

公王．945i人．为历代量浩驻地

心。鼍名．

庸耻地．东西走向．蚌破竹称艟

卉．鹿董名*卉．

位于蚺东郜．辖仝江舟．正街．横街．工农斯．35I 2^

z驻地全芦斯得名．

位于镰末部．苦喜喜驻地．长800童．宽8拳．术泥蓐面．

新建街道。固沿垒沙；工岸而弭名．

位于镍中部。长80末．南高北住．杆被昔曲中城镇商业箕
易之中心街道．故名．

位于填东郜。厚名小特共．东西走向．长l 50束．街内#

薜职工家盛和策蔬社居民．故名。

住于旗西部。辖新河嘶．走泣斯。2335人．峨驻地新河斯
得名．

位于娘西部．居毒鲁驻地．东西走向，长I 20束。三告土

路面。各取原嘶街子．河墁褂苔字得名．

位于镇西部．长l 000采．南北走向．沙5和术兄露面．城

区精童专库多建此。固街沿戈缱凄．i毫名．

住干镇西郜．#人民街．县府斯．2●19人．以驻地人民秆

并名．

位于镇西部．南北走向，长800采．沙石蓐面目人民空
墙驻此街而搏名．

8

建设中

的县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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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仪公社概况

会仪公社位于绥江县东南部。东南与水富县新寿大队，太平公社相邻，西与本县凤池公

社接壤，北临金沙江与四川省屏山县锦屏区，福延区隔江相望。辖5个大队(75个自然村)

4706户，24737人，其中自族1人，余系汉族。总面积115平方公里‘

解放初，该社名称为绥江县第四区，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称会仪公社。清光绪年间即称

会仪，名称来历含义，经查待考。公社政区变化是。一九八一年将新安，新寿两个大队划归

水富县辖。公社驻地会仪溪，地处距县城东部33公里的金沙江边，是全公社经济，文化和水

陆交通的中心。

全社除三渡大队外，其余4个大队均靠金沙江边，属江边河谷地区和二半山区。最低点

在和平大队中岗上附近的金沙江边，海拔280米，最高点在青龙山，海拔1600米。主要山峰

有青龙山、聂家山，王家山。主要溪河有会仪溪、黄坪溪，均由南向北流入金沙江。

全社耕地31003亩，占全社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气候特征是：海拔在6 5 O米以下为

亚热带气候，干旱频繁，雨量不均，盛夏气温达38。C，冬季气温一般保持在5。C至15。C，

最低气温可达O。C，积雪少，霜期短。粮食作物产玉米，稻谷，小麦，红薯和各种豆类，

经济作物产棉花、甘蔗，，花生，芝麻、苏麻JII烟，林特产品有油桐、乌桕，柑桔、桂元等。

海拔在6 5 o米至境内最高峰一带为二半山区，气温较低，积雪期短，雨量充沛，产玉米，稻

谷、马铃薯。经济作物产油莱，茶叶、棕片，芋片等。

有较丰富的煤矿、石灰石矿和沿金沙江一带的沙石、沙金等自然资源。

该社是全县粮食主产区之一，一九五一年粮食总产8 5 O万斤，一九／k--年粮食总产2017

万斤，比解放初期增长百分之一百三十七。主要水利工程有建设堰、黄坪堰、峰顶山水库，

有效灌溉面积13880亩．

全社社办企业有。铁业社、煤厂、油厂，沙石厂，农机修配站、建筑队等11个。有汽车

2辆，机船4艘．驳船7艘。

全社水陆交通较为便利，金沙江沿建设，黄坪，会仪，和平4个大队北缘流过，有机

船，驳船、木帆船承运客货。建设大队北面有石龙和萝卜石渡口，均系机船横渡。境内有三

黄(三渡——黄坪)，会太(会仪——太平)、会建(会仪——建设)三条简易公路。

全社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的发展，现有文化站，广播站各一

个，小学23所，在校学生451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二，小学教师l 3 7人，

其中民办教师37人。绥江二中位于建设大队境内的石龙殿，在校学生5 1 2人，教职-r'AO人。

有医院、联合诊所各一个，合作医疗站5个，病床14张，医护人员32人。初步改变了过去农

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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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金仪公赴

会 仪 溪

金仪大队

槽 垮 头
’i‘

”

马“儿 嘴

莲 花 池

樊’、山 子

野 土 地

水 牌 上

大! 磅

大 坪 上

木7禾 林

大 河 坝

建设大队，

下 ‘坝

青 桐 嘴

大一沙，。坝

双 缝 桥

茶 炉 包

石 龙 殿

武：灵j‘庙

马 长 蛉’

汪：家7村

鼓 钉 山

四 角 田

沙 田 埂

学 堂 包

雷家木林

一10一

汉 语 拼 昔 简

HulYI GOngsh色

Huly。tg，i ．’0．

HulyI Dadul

CAowant 0u

●●
●

‘

Wa’erzttt
： 。

。 f

Lianhu鑫chl”
0 “

]i,an-shanZi

Yet百dl

Shutpaishang

D矗bAng

Daplngshang

Mahelfn

DahebA

Jianshe Dadut

Xi。aba 0
j—v

Qingg{ingzuI

DashabA

Shuangfengqi’Ao

Chal自tbao

ShllongdiAn

Wi&lingmiAo’

MAchAngllng

Wangjiacftn：

GCtdingshan

SljiAot iAn

Shat i矗ng{!ng

Xuet Angbao

Leijiamalln

注

位于县东部。1 1 5平方公里．辖5个大队．24T37人。耕
地31003亩．驻地会仪溪．以驻地得名．

位于大队北部。公社、大队驻地．系小集镇。是绥江至宜
、：i赛航运中点站．，光绪时即称会仅．含叉经查待考．

位于公社东部．4326人．耕地4208亩．驻地会仅溪，以驻
地得名．．：

位于大队西北部．5 5 8人．癌势是一大槽弯。故名．

位于大队西北部．52 T人．地形似一马嘴．故名．驻有大
队中·苗完小．

． 位于大队西北部．3 1 3人．船传：此地·池中t种过莲
花．一故名．

．。 位于大队西部．，&6 8人．此地有较突出的山丘，用围是
田‘．顶端很尖．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l 2 2人。据传：有一外地秀才。硐未制
的土地菩萨。偷换7当地的金土地菩萨．故名． ：

位于大队北部。s T1人．警。有两富户痔平分水堰，即在
堰中插T一块分水牌．故名．

位于大队中部．3 6 8人．地处山址之上．当地习称大
坂，坟名．产油桐，鸟桕．

位于大队中部．1 0 8人．地处一较大的坪子，故名．产
油桐．

位于太队西北部．2 6 3人．多年前．此地是一片禾未
。故名．， -一

’

位于史队东南部．501人．地势是一大坪埙+。山洪拳发．．
泛溢。似大河一样．故名． ．

位于公杜西部．6461人。耕地T 323亩．原名大沙村。解
放初称建设乡．其意： “解放了，要好好建设家乡”．故名。

位于大队北部．大队驻地．5．3口人．地处大沙埙下面的一
一 小坪项．故名．

位于太队西北部．3 3 4人．地处一岩嘴．生长青}再树．’
故名．

位于大队西北部．5 8 5人．地处土质带沙性的较大的坪
攫，故名．

．一

位于大队北部。47 8人．，因柠内有三条长石搭成的桥，中
问有两条缝。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1003人．昔。在山包上砌了一茶炉，供
行人饮水解渴。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4 8’人。地处奎沙江边渡口要道．江岸
石梁高耸．形如蛟尼，且有一庙，故名．

位于，大队西牝部．2 9 7人．村中原有一座武灵庙．以庙得
名．

位于大队西南部．26 2人．因特坐落在一条似马形的较长
的山岭上。故名．

位于大队西北部．3 0 T人．昔．村中多居汪娃，故石．

位于大队西部．55 T人．村中有一山包。．形似鼓．周围裁
有石柱。如“鼓上之钉”．坟名．

位予大队中部．86 t人，特中有一块较大的四方形的水
田。故名·

．． 一．

位于大队中部．45 0人．地处山埂。多是沙泥田。肇石。

位于大队中部。66 7人．昔人在村中的山包上开办过学
堂．故名．：，

位于大队东南部．71A．。解放前．此地有成片森林．系雷
娃所有。故名．



标准名称

黄坪大队

黄 坪 溪

聂 家 垮

上 槽 垮

桂 花

杨 家 垮

凉 水 井

侯 家 螃

磨 盘 山

大 田 口

崩 主 槽

方 家 村

生 期 坪

苦 竹 坝

谭 家 坝

割 麻 垮

官。斗 山

烂 坝 子

中 村 头

和平大队

火 盆 底

箭 头 山

金 家 坝

烂 田 头

枣 儿 坪

关 田 坝

坳 颈 子

土 地 坳

汉 语 拼 香 简

Hu Angping Dadui

Hu atngping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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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于公社中部。4555／＼。耕地5192亩。驻地黄坪溪，以驻
地薄名． 一⋯一

⋯．譬于奎坠北书。．冬队驻地，2 5 T人．溪旁愿产黄皮，得名
黄皮溪．后演化为黄坪溪，故名．产|末． 。．。。

位于大队北部．1 1 8人．昔，爰姓多居此弯。故名．

一位姜鑫坠享北枣。．2
8 5A．．地处一弯形的深槽．分上，下

槽弯，此村居上．故名．
一。 ’

位于大队西北部．2 8 5人．村内有一棵桂花树．致名．

位于大队北部。4 0 1人．地处山弯．杨娃首居，故名．

位于大队北部。4 6 9人．村中有一泉水，清凉适澈，故
石．

位于大队北部．6 9人．地处一偏斜坡。当地习称“坂”、
侯姓早后。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3 4 1人．村中有一小山丘。状如磨盘．
故石．

位于大队东北部．1 4 T人．村中有一块大水田。据说可产
稻谷4 0扭．故名。

位于大队西北部。7 T人。系五指山支秉，处村的重要位
置．后塌山。崩下一措土．故名．

位于大队西部。4 5 7人．昔。方姓多居此村．故名．

位于太队西部．83／,．．昔，方氏弟兄在此坪建房。以长兄
生日动土．故名．

位于史队中部．26 2人．地处一坝子．生长苦竹．故名。

位于大叹中部。1 6 g人．昔。谭姓多居此坝，故名．境内
有2 7 2冠谭家坝电站一个．

位于大队中部。1 5 9人．地处山弯．昔．袁姓将此地野生
活麻割完。修遣房屋，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3 2 2A．．原名长腰坡，后根据山势如官
家量粮食的斗．故名．

位于大队东北部．1 2t人。地处一坝子．中间有一块大水
田．泥脚深．称烂包田．得名烂坝子．

位于大队东南部．3 T 2人。此村坐落于山的中部．故名．

位于公社中部．5510／,．。原名德化，一九五。年抗美援朝
时，改称和平，其意： “保卫和平，保卫家乡．”．

位于大队西部．大队驻地，
彤的大水田。状如托盆的底部。

81 8人．村内山丘上有一块皿
故名．

位于失队北部．6 3 5A．．村后山顶较尖。似箭头。故名．
产油桐、鸟桕．

位于大队西部．4 5 6人．地处一坪坝．多居金娃．故名．
产油桐、鸟桕．

位于大队西北部．1 71人．村中有一块泥脚深的大水田，
习称烂田头．

位于大队中部．5 5 3人．地处一坪子．昔。枣树成林．故
名．

位于太队东北部．T 7 8人．境内多系水田．关姓聚居，故
名．

位于太队中部．1 3 2人．村后有一山坳．彤似人颈．故
名．

位于太队西部。3 1 5人．村后山坳上．昔建有一土地庙．
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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