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漆

鬟

一
蘸

醚
鬻

鬻蘸鬻熏溅

震



各集

巴写瑶族自、汀县瑶”名办公室编印
1 9 8 4年6月



巴马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文件
巴政发(1984)16号

★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颁布《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名集》的通知

各公社管委，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t

‘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名集》是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资料，是地名普查的主

要成果之一，是国家领土主权的记载，是提高行政管理的重要档案，也是地名历史的重要依

据，是一部有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的标准化的地名工具书，凡列入《地名集》的地名都

是法定的地名。今后，各行各业在使用地名时，都应以本《地名集》上的地名为准，如需要

命名，更名的，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按管理权限批准后施行，以免造成混乱。

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发t各公社管委、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科、局，人大办，秘存。(共印17份)

]



前 言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我县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区域多次划分，地名产生了混乱现象。<巴马瑶族自治县地

名集》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向标准化，规范化目标前进了一步。它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

地名工具书，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是标准化的地名资料，它反映了全县的

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情况，对今后我县政治，经济、邮电、交通，文教，

科研等各项工作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直接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1．这本地名集是根据地名普查所获资料汇编的。1981年10月初至1982年5月底，我们

以国务院和上级有关文件为依据，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2949条(行政区划

133条，居民点2109条，废村191条，企事业单位40条，纪念地2条，人工建筑物38条，自然地理

实体456条)地名进行普查考证。尔后，以条目形式编排入本集，它具有标准名称、汉语拼

音，壮语地名有壮文[括弓者为壮文]，简况，名称扼要含义等内容。对失传，无法考究和

说法不一的地名含义未列入。

2．县行政区划居正文之首，公社级的镇及所属街道随之，接着是公社行政区划及其所辖

大队连着所辖自然村势别顺序排列。废村，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和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

体采用类别集中编辑法排列。各级行政区划驻地排在所属区划之后。公社级以上区划前插有

各tl的地名图和文字概况，重要地名附有照片。

3．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

音字母拼写法》拼写，壮语地名按其音意译转写。

4．本书所列各项数字除个别说明年限外，一律采用1980年年底统计数。

5．本书地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是根据地名普查用的地图资料绘制，均未进行实测，不

作划界依据。

6．本书所用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7．为了节省篇幄，书中所用资料，一般未注出处。

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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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瑶族自治县概况

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红水河流域。东隔红水河与都安相望，西与百色、凌云

毗邻．南临田东，西南与田阳接壤，东南与平果交界，西北靠风山，东北邻东兰。总面积

2433平方公里，人口235673人，其中壮族168448人，占总人口的71．4％，瑶族36816人，占

15．6％I汉族30321人，占12．86％，其他少数民族88人，占0．03％。辖8个公社，1个

镇，123个大队，2104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在巴马镇(东经107。157．北纬240087)，

距离南宁251公里。

巴马瑶族自{台县，在汉朝属增食县辖，唐朝属田州辖(据广西通志稿)，宋朝分别属羁

縻上隆州、羁縻文州、思阳县辖，元朝分别属上隆州、文州辖，明朝分别属州岜马、篆甲二巡

检司，万冈巡检司J三隆州徒及上隆土巡检司辖，清朝分别属百色直隶厅和恩隆县、东兰州及

凤山土州辖(据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卷五)，辛亥革命后分别属百色县，恩隆(田东)县，

凤山县、东兰县管辖。

一九三五年元月，将百色县属之定马、月篆、所略、百羌、福邦，田东县属之鹅桥、凤

桥、燕乐，巴品、仁德、灵歧、罗贤、羌桂、洪都、凤山县属之盘阳、凤凰等十六个乡共137

村街合并，建立万冈县，县府设在巴马街。一九五二年撤销万冈县建制。将鹅桥，凤桥，

百羌划归田阳县管辖，燕乐．巴品、仁德、灵歧、罗贤、羌桂、洪都划归田东县管辖J定马、

盘阳、凤凰划归东兰县管辖，月篆，所略划归凤山县管辖。由于东山、西山、所略、凤凰、

甲篆，巴马等社镇是瑶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一九五六年二

月六日成立巴马瑶族自治县。辖原属东兰县的第七区(凤凰)、第八区(西山)、第九区

(定马)和东山片J田东县的第八区(那桃)、第九区(羌圩)和燕乐片，凤山县的第六区

(所略)、第七区(甲篆)等八个区，103个乡，县政府设在巴马乡，故称巴马瑶族自治县。

“巴，，是当地壮语音译转写，是山坡之意。“马"是壮语意译，即马。“巴马"意为马

形之山。城东三公里处有一山，形似马，故名。

全县山多田少，都阳山脉横跨县北部，呈西北一一东南走向。岩溶地形与丘陵交错。西

部和北部主要是石山区，重山叠嶂。山问夹着大小不等的盆地或鼻场。海拔在一千米以上的

山峰有塔云、高桑杀、高锥，抗马山、那色坡等20座，最高是塔云山，海拔1216米。中部

和东南部主要是土山丘陵区，海拔为200一一400米，县城海拔为220．6米，一般地区海拔为

400----600米。

境内主要河流有红水河、盘阳河和燕洞河(巴王河、灵歧河)。红水河沿东部边境经东

山、凤凰、羌圩三公社流向都安县，盘阳河发源于凤山县乔音公社那坡屯界上坡脚，自西北

粕东南横贯巴马全境，于凤凰公社京屯大队那乙村汇入红水河，全长145公里，燕洞河发源

于县内祥兰大队，流经甲篆、所略、城关、那桃、羌圩等公社，于羌圩公社古龙大队农友村

注入红水河，全长168公里。

境内土壤大体可分石灰钙质土和砂页岩酸性土类型。全境位于低纬度地区，亚热带气候



降雨量为1400一一1600公厘。气温为19。--20℃之间(最低气温在零下3℃，最

)。全年无霜期平均300天以上。

面积360万亩，有林面积95万亩，宜林荒268万亩，用材林主要有杉、松，铁坚

储积量为120万立方米。经济林有油茶、油桐、板栗等，油茶年产量400万斤茶籽，所

要产区。油恫年产桐籽100万斤，紫胶年产种胶2万斤，原胶0．ST斤，栲胶收购

栓皮年收购量150万斤。石山区盛产各种野生纤维，还有药材，如勾藤、杜仲、金

别是蛤蚧，更是名贵补品。丘陵土坡地区有芭蕉、桃、李，柑，橙等水果I还有

果子狸、穿山甲、鹰嘴龟、斑鸠、鹧鸪等山味I而云耳、香菌、八角也颇负盛名，盘阳河不仅

有各种鱼类，还有罕有的“小油鱼，，，煎时出油，浓香四溢。境内矿藏较丰富，主要有铁、

金、铜、硫磺、石棉、水晶、钛等。

经济以农为主，粮食作物有水稻、玉米、黄豆、红薯等。1980年粮食总产量一亿一千零

八万斤，比1956年自治县成立时增长87．1％。经济作物主要有木薯、甘蔗、花生、芝麻、火麻

等。畜牧业以猪、羊为主，1980年羊存栏数28000只，生猪存栏数68000头，以皮薄肉嫩、肥瘦

相间数层、味逋香甜鲜美而驰名的。七里香猪”也有较大发展。1980年农业总产值二千万元，比

自治县刚成立时增长一倍多。从1958年到1979年，全县建水库六座，都已发挥效益(其中储

量百万立方以上五座)，电灌站80处，装机容量7780危，水利游溉总面积67749亩(占全县

耕地I面积19．57／亩的44．8％)。拥有中小型拖拉机363台。

解放前县内工业一片空白，到1980年，县社厂矿企事业单位已发展到36个，全民工业职

工2894人，工业总产值1084万元，以水泥、电力、淀粉、饴糖、软木、酿造为主，淀粉畅销国

内外。

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条很少通车的河田公路，运送物资主要靠肩挑、篓背、马驮，现在公

路四通八达，乡村公路559公里，比自治县刚成立时增长8．6倍，主要干线可通南宁、河池、

百色、都安、凤山等地。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放初期，全县仅有一所初中，现在增

加到15所，其中完中2所，初中8所，附中5所；有小学108ZjF，教学点676个，公办中小学教师

1366人，其中少数民族1299人。县城有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电视差转台，9

个社镇都有文化站、广播站，七个公社设确电影管理站，共有55个放映队，瑶族群众可以免

费看电影。东山、西山两个公社还专门设有电视差转台。全县有医院，卫生所20所，部分大

队设有卫生室，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1980年统计，百岁以上的老人有

32人，占总人i=l的十万分之十二点五，九十岁以上的有269人，占十万分之一百二十四，最高

寿龄为118岁，被誉为长寿之乡。

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山水秀丽，而且是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红七军二十一师

师部旧址——西山弄索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韦拔群烈士牺牲地——西山香刷洞，万冈

起义指挥部旧址——西山弄甲村，公鸡山一卜．的革命烈土纪念碑都是巴马各族人民富有光荣的

革命传统的见证。早在1922年，韦拔群同志就到西山等地组织“农民自治会，，和“农民自卫

军"，1925年，韦拔群同志从广州农讲所回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东、巴、凤一带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

况下，名族人民奋起大刀长矛，凭借高山峻岭，坚持斗争，前赴后继，用鲜血谱写了可歌可

· 3 ’



泣的革命史诗，其中“盘阳起义"，“停细战斗"和“万冈起义"是特别光辉的篇章。

1927年2月1日的“盘阳起义，，打响了巴马各族劳苦大众向土豪劣绅进攻的第一枪。

1930年2月初，张运逸、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在停细村与四千余敌人激战了三天两夜，县赤

卫队与各族人民紧密配合，参战支前，终于歼灭了敌人赢得了胜利。红七军主力北上后，

百色、田东一带陷落敌手，1931年3月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部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迁至西山，此

后，西山即成为右江革命的指挥中心。1947年9月6日，在中共东万凤委员会的领导下，

举行了“万冈起义"，解放了万冈县城。这次起义虽然不久就挫折了，但基本武装力量

仍能保存下来，并发展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怒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二十多年中，国民党反动

派以整军整师的正规军及周围各县的反动民团；对以西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十三次

大规漠烧、杀、掳、掠，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无数革命者在这里洒尽了自己的鲜

血，仅列入英名录的烈士就有786名，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就是在1932年10月19日

被叛徒谋害，牺牲于西山的香刷洞，烈士的鲜血更增添巴马山水的光辉，他们的业绩，将永

垂史册，激励我们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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