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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行《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名录》的通知

(不另行文)

《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名录》是由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内

部资料，是一部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的标准化的地名工具

书。今后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名时，应以《龙胜各

族自治县地名录》为准。以免造成混乱。

一九／k--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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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它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

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它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

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有的名字生僻，有的是地

圈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有错位，错字或错名。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

片红”，造成了地名混乱。对人民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1 9 8 1年1月4日开始，至同

年4月10日止，前后历时9 7天，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1 9 8 1年9月，上级

根据全国试点工作情况对地名普查工作作了新的指示，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县从十月

起，县、各公社又重新抽调人员，进行补课工作，直至1 9 8 2年8月才基本完成地名普查工

作任务。我们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和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义主建设成就的原则。

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采取三结合(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依靠六老(老干部、老

贫农、老教师、老住户，老邮电、老水利)和三核对(标图、表卡、文字)等办法，普查了

全县地名1 7 9 7条。纠正了1—5万地形图错位的7条，错字的1 0 7条，错名的58条，

网上无名实地有名增添地名118条。对一地多名的则照顾群众的习惯称谓，原有地名用字而

《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没有的土俗字、生僻字则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取代，对受

“文化革命"影响而更名的地名恢复了原名。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较为细致。其普查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

地名卡片、地名概况，除已经自治区，地区地名办公室检查验收外，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为

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特编辑了这本《尤胜各族自治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共收集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地名1613条。其中行政区划97条，自然村1354条，

启然地理实体132条，企事业单位、学校18条，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纪念地10条，每条都注上

汉语拼音，对名称含义大部分都作了简要说明。编写了文字概况材料26篇，扦有照片17幅。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人口数是公安部f-j l 9 7 9年底统计年报。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数

字是1 9 7 9年县统计局年报。有个别数字是1 9 8 0年、1 9 8 1年的，则加上了年度注

明。

本地名录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龙胜各族自治县地

名时，应以本地名录为准，以免造成混乱。

龙胜各族自治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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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概况

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越城岭之南麓，融江支流桑江流域，属桂林地

区。北界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东界资源县，南连临桂县；东南与兴安、

灵川两县相接；西邻永福县、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地理座标东经109度3 8分至110度

1 4分，北纬2 5度3 5分至2 6度1 7分。总面积2370．8平方公里。辖1镇8个公社，8 7

个大队，1422个生产队，1456个自然村。1 9 7 9年底总人口146287人，其中苗族18954人，

瑶族23178人，侗族36639人，壮族29916人，汉族37565人，回族2 3人，毛难族6人，满族

2人，么老族1人，其他3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 2人。县人民政府驻地龙胜镇，位于

桂林市北100公里处。

龙胜一名桑江。自汉至隋为始安县地。唐属灵川县。五代至明属义宁县。清顺治年阿

(公元1 6 4 6～1 6 6 1年)置桑江司。清乾隆六年(公元1 7 4 1年)改桑江司为“龙

胜厅"。设理苗通判驻于龙胜寨，厅因以龙胜为名。建龙胜、广南两座石城，设两巡检。又龙

胜因群山环绕，叠成迎春山(即峦山)而直拱县城，结成九脑芙蓉幛之地形，此为龙胜得名。

清宣统二年(公元1 9工0年)裁撤龙胜、广南两巡检，留龙胜理苗通判，治理全厅政务。

民元年(公元1 9 1 2年)改龙胜厅为龙胜县公署。1 9 3 1年改龙胜县公署为龙胜县政府。

1 9 4 9年11yJ龙胜解放，同年1 2月成立龙胜县人民政府。1 9 5 1年8月实行民族区域
自治，成立龙胜县各族联合自治区。1 9 5 5年9月定名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胜是个大山区，越城岭山脉自东北方向延伸而来，向西南伸展至融安、永福、临桂等

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山脉纵横交错，起伏绵延，形成了龙胜山高坡陡，河谷幽深。海+

拔1500米以上高峰有2 1座。东有福平包、戴云山，北有大南山、天云山，东北有大白山、

花界山J中有倒塘山、上西江，南有大坪塘J西南有广福项、尉青岭。最高点福平包为海拔：

1 9 1 6米，仅次于猫儿山，是广西第二高峰。全县平均海拔为700米。800米以上山地占

4 7．2 6％。最低点桑江出口处石门塘为海拔163米，山多平地少。由予山峦环抱，北来寒’

流影响较少，全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8．1度。最高7月气温39．5度，最低1月气温零下4．88度。

平均无霜期314天，最长无霜期364天，最短无霜期263天。年降雨量1500一v2400毫米。降

雨时间多集中在4～6月，占全年降雨量18％左右。一般风力1至3级，最大风力6至7级。

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适宜发展林业、农业及畜牧业。土质大部分成土母岩，深层为变质岩’

系，地表沙岩、页岩、石沙岩相问复盖。母岩风化后形成土壤，疏松肥沃。主要河流桑江，

发源于资源县五排东北紫金山麓，流入我县江底，经泗水、县城、日新、、瓢里至石门塘注入．

三江县。贯穿县境东西。其支流东有芙蓉河，南有和平河，中有平寨河，西有三门河，北有‘

平等河，以及500余条溪流，汇集成树枝状水系。水利资源丰富。到1 9 8 0年已建成小水

电站107处，装机容量6110珏，年发电量560万度。半数以上农户用电灯照明，部分农副产品：

用电力加工，促进了山区农副业生产发展。

+林业：全县总面积355．62万亩，按农业人口13．42万人计算，?人平为26．5亩。林业用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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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45万亩，占总面积77．46％。其中森林面积177．05万亩，人平13．19亩，复盖面为48．9％。

．其中用材林150万亩，总蓄积量459．52万立方米。以杉，松为大宗。树种繁多，有世界罕见誉

为活化石的银杉，还有三尖杉、红豆杉、水杉、铁杉。松树有马尾松、五针松，此外还有

楠、樟、梓、椿、红椎，青岗木、黄扬木⋯⋯等。据里骆林场调查鉴定，该场植物品种有

：1044种，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有淀粉、油料、药用、纤维、芳香÷饲料、饮料、染料等类。

在国家扶助下，办有里骆林场及国家划定自然保护区外，还建有社、队林场5 7个。修通林

道5条，全长3 0公里。全县平均每年交售木材4万多个立方米。是广西林业重点县之一。

男有草山l 6万亩，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基地。。

经济林以油茶、油桐、毛竹为主。现有油茶林15．29万亩，油桐林2万多亩，毛竹林4．5

万多亩。三十年来交售国家茶油1786．4万斤，桐油1011．1万斤，毛竹2291．6)Y多根，还有松

脂9．2万多担。经济作物，土特产有香菇、木耳，茶叶、罗汉果、五倍子，田七、辣椒，生

姜、梨子、黄麻、棕桐、生漆及特产猕猴桃。

农业：以水稻为主。全县耕地面积17．1万多亩，按农业人口，平1．28亩，其中水田10．9万

多亩，人平0．81亩。建国以来修建了较大的红三四水利、平寨水库、隆江水渠及小型水利，

电灌站，保灌面积由原来的五万亩扩大到现在的7．4万余亩。开出新田9500余亩。低山沿河

～带有部分田改一造为两造。近几年来三系杂优水稻已在全县推广。农业机械从无到有。各社

队置有手扶拖拉机、打谷机、喷雾器、柴油机、电动机、水轮泵等共5300多台。1 9 7 9年

粮食总产量8790万斤，比I 9 5 0年的4416万斤增长199％。旱地杂粮有玉米，黄粟、产

．子、豆类、薯类。生猪、耕牛、山羊也有很大的发展。l 9 7 9年农业总产值为2502．85万

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302．2万元的75．79％。

工业：我县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建有农机修造厂，木材加工厂、大米加工厂，水泥厂、

糖果厂、酒厂、印刷厂、铅锌矿，滑石矿等。以及镜明、孟化、大滩、勒东等水电站。特别

是滑石矿，横跨古坪、鸡爪，大地等大队，量多质优。据初步勘探，在1 0平方公里面积

内，藏量约4千万吨。现有自治区及县两个开采点，共有职工7 0 0余人。年产约1 0万

吨，远销日本、欧美及国内各地。1 9 7 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799．35万多元，占全县工农业

总产值的24．21％，社队企业亦有发展，年产值1 4 7万多元。

交通：解放初仅有一条6 4公里破烂不堪未通车的桂青公路。现在兴建有瓢平，交三，

龙马等l l条298．4公里(内柏油路4 7公里)。架设有永久性桥梁7 4座。全县9个社、

镇3 3个大队通汽车，占全县8 7个大队的37．9％。拥有客、货车117辆，邻县三江，资源、

临桂及湖南省的城步、通道等县都有公路连结。水路有桑江，西下经三江县直抵柳州，是放

．运木，竹的主要航道，小型船只，亦可通行。

文教卫生事业s解放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学生256人，小学160所，学生4759人。

现有县办完中4所，师范1所，公社办初中3 7所，1979年，共有中学生5796人，增长22．5

．倍。小学522所，学生20380人，增长4．2倍。入学率98％。县有电影院、文化馆，文物管理

所、文艺宣传队、广播站。公社有放影院，文化站、广播扩大站。部分大队有电影放影队。解

．放前全县只有一所医院，两张病床，三个医生。现在县有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公社，镇

：有卫生院。大部分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县、社共有病床213张，有医务人员335人，提高了

人民的健康水平。 。
、

．．一 名胜古迹。有矮岭温泉、花坪林区、龙脊梯ElI，飞虎瀑布，桑江晚霞、风雨桥亭、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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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架、广福山顶、将军石柱，归仁山洞、拜王瀑布，南山高原，太平军堡、理苗石碑、广场

石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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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镇概况

龙胜镇位于桑江、和平两河汇合处。东经110。00’，北纬25。48’。地处万山之中。城东有

轿顶山，东北有峦山，北有观音山，西有香炉山，西北有笔架山，群山环抱。向南行100公里，

便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海拔220A一250公尺。辖镇属机关、行业及4个居民委员会，3个农

业大队，3 3个生产队，2个蔬菜队，4 0个自然村。l 9 7 9年底总人口9231人。其中汉族

．4309人，壮族3140人，侗族825人，瑶族676人，苗族262人，其他1 9人。各民族有本民族

的语言，通汉语。总面积36000亩。森林复盖面为63．3％。主要是杉木林，有19264亩，油茶

．林3252亩，油桐林258亩。水田2687亩，为总面积的7．4％。农业人口3766人，平均每人

有田0．71亩。2个蔬菜队有耕地8 6亩，人平0．3亩。年平均气温18．1度，最高月(7月)

气温39．5度，最低月(1月)气温零下4．8度。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宜于发展林，农业。

历史沿革：据《龙胜厅志》所载：“龙胜石城，乾隆6年通判杨维清建，周四里有奇，高

一丈，东西南北四门”。咸丰6年(公元1 8 5 6年)被火焚。1 9 4 5年日寇投降后，称

日新街。表示日新月异之意。解放后，1 9 5 8年8月称日新镇。1 9 6 3年5月改称城关

镇，属日新区。1 9 6 9年2月成立龙胜镇公社。1 9 7 9年11月定名龙胜镇人民政府。

：其名称由来，随县名定名。龙胜镇实为一古老之小城镇。建国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修理，

觋已初具规模。是县、镇两级人民政府驻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镇区依山傍河，呈“人"形，。北起铁索桥，南至食品加工厂，全长约一华里。划分为北

门、南门，中,5,--条街及双河路。龙胜大桥横跨和平河上，将三条街与双河路连结。桥东端

为政治，．文化、教育、商业区，桥西为主要工业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生活贫困，疾病流行。流传着： “龙胜两条江，不打摆子(即

，疟疾)就生疮”。这是对龙胜各族人民在旧社会悲惨生活的写照。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农业生产，改一造为两造，近几年来，推广水稻杂优良

种。1 9 7 9年粮食总产量达232．47万斤，亩产865斤。比解放前亩产400斤提高～倍多。农

琳副业现金收入为500581。元，其中农业收入占49．3％，林业占13．9％，牧业占2．2％，副业

占2．9％，其他占29．6％。除各项扣留外，社员人平收入现金103元。蔬菜队蔬菜收入总值

．52500元，按菜农253人计，人平207元。镇办有一批企业，1 9 7 9年总产值为88700元。

还兴修了从杉水库，容量1 1万立方米。建起了13新大队林场1所，面积4500余亩。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办有镇中、小学等2 0所。1 9 8 0年在校中学生398人，小学

．生1052人。建有镇医院1所，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方便群众看病。

交通。陆路有桂青公路经过。是龙(胜)城(湖南省城步县)公路，龙资(资源县)公

，路起点。与县内各公社都有公路勾通。水路有桑江，和平河，四季可放运木、竹，小船亦可

通行。沿桑江西下抵三江县，水陆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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