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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雍县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5145条’．其中村委会以上行

政区划及自然村地：名4777条，街道名9条，山峰，河流、桥梁、井泉、

洞穴名330条，名胜古迹等29条。

二、地名录共绘编：纳雍县地名图一幅，纳雍县雍熙镇平面图一

幅，乡、镇地名图8l幅，风景名胜古迹游览区照片1 o幅。

三、地名录编纂文字概况91篇，其中县，乡、镇概况83篇， 山川．

水库概况6篇，矿藏资源概况2篇。一

四、地名录均以现行标准名称列地名，使用时以此为准。若因特

殊原故需更名、命名时，须按地名管理权限上报批准，方能启用。

五、地名录编排次序：县图和县文字概况首排，再按区属乡、镇地

名图、文字概况、地名表依次排列。矿藏资源概况排在厂矿企业事业单

位之首。山川水库概况分类排于山峰、河流，水库各类名称表之前。

六，地名条目的汉语拼写，系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关于改用汉语拼音

方案拼写中国人名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实施说明》等文件要求

为准进行拼写。 ．‘

、、

七、地名录所引各项数据，系以1982年汇编的《绀雍县国民经济统

计提要》为准。其中地名表人口采用普查实数，距离采用现行公路里程

数，使用时应视为有效参考资料。 ．

八、地名录中的史料沿革，基本以地方现存文献整理，未经逐一考

证，如有误，盼读者提供史据，以资勘正，臻于完善。

九、地名录中所用高程，是以1：5万地形图采用的黄海高程系移

．、．瞧。
．

；
‘



用。雍熙镇平面图和各乡、镇地名图，清绘时受篇幅所限，未按统一比

例缩小o‘ ．

十，各乡，镇地名图中的乡界划线，系以乡镇辖区之地名所在划

线，．均未进行实测，不能以此作为行政区划的依据。

十一，因县地名图受绘图比例之限，故各乡，镇地名表中所列自

然村名有的未能列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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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雍县地名录》是一部以介绍纳雍地名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

书。它集中地记载了我县5145条地名的起源、含义、演变及命名时的

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建制沿革等情况，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

各行各业的发展面貌和基本特征。《纳雍县地名录》的问世，将给我

县今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我县于1 981年5月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和黔发(1 980：)36号文件精神，组织了大批力量，由点到面开展了地
“ 名普查工作。走遍纳雍的山山水水，访问了城镇农村的千家万户，查

阕了各类有关历史资料，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基本上摸清了全县地

一 名的来龙去脉。对一地多名、一名多写、不利民族团结、含混不清的

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
Ⅳ破四旧一、 。革命化一、 。一片红”的地名，都按照尊重历史、尊

重习惯、方便群众，便于使用的原则作了恢复和更改，基本上作到所’

有地名不错、不漏、不重、‘不误。为巩固这一成果，在上报验收的基
， 础上编写了《纳雍县地名录》，以利进一步加强对地名管理的日常工

作，于今后对地名的正确书写和统一称呼是非常必要的。
； 《纳雍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发(1 979)305号文件和国务院发布的
”

《地名管理条例》及黔发(1 980)1 92号文件并按照地名普查的有关规
： 定编纂出版的，具有法定意义。其所列地名，均是逐一核查并报经县
” ‘人民政府批准，是标准的统一的地名i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纳雍县地
。

名时一律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改。若因特殊情况需更名、命名时，须
“

报经地名主管部门批准才能有效：

在我县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编纂过程中，多次得到省、地地名办公

室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共纳雍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并在省委扶贫队、省支教队协助下，使整个工作能予顺利完成。由于我

们编辑水平有限，经验缺乏，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

纳雍县地名办公室

．

一九／＼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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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概况

纳雍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东经104。557至105．。387，北纬26。307至27。05，。东邻大方，．

织金，南毗织金，六枝，西接水城、赫章，北靠毕节。东西长56公里，南北宽48公里，总面

积2443．2066平方公里(即3664810亩)。全县辖lo区，1镇(区级)，81乡(含29个民族乡，

9个乡级镇)，444个村委会，4333个村民组，居住有汉，苗，彝、白，回、穿青、布依，仡．

佬、南京、菜家等民族，115034户，570336人，其中农业人口545321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的43．7％。县人民政府驻雍熙镇，距省会贵阳250公里。

纳雍县，秦朝时属夜郎，西汉时属犍为郡，东汉时属犍为属国，三国和西晋时属朱提郡，

隋朝时属昆明府，唐时属罗甸国，宋时属罗氏鬼国，元时属八番顺元路宣慰司，清康熙四年

(1665年)设大定府(现称大方县)。1941年7月，析大方县西部地区及织金、水城、六枝

等县相邻部分地区成立纳雍县，属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纳雍以境内明清时期闻名的纳雍

河取名。1949年12月初，我人民解放军解放纳雍，在雍熙镇建立了县人民政府。解放后属毕

节地区(今毕节地区)，辖5区，18乡(镇)。1958年成立7，7个公社，1个镇。1984年分为现

辖区划。

： 纳雍县地处贵州高原西北部，属滇东高原的延续部分乌蒙山脉。山脉由西北向东南延伸，

并向东北和西南两翼铺展。癞疙宝大山由西北斜贯入境，与石大人梁子、昆寨梁子相连，向中，

西部延伸，与马鬃岭，斗蓬箐，杓坐、解板箐大山连成一片，呈屋脊状向东南和西南两翼倾

斜。全县平均海拔1685米，最高癞疙宝大山海拔2476．4米，最低处为乐治区两条河交叉口，

海拔1052米_．～般地区海拔为1400米至1700米， 相对高差为1424．4米，全县海拔1000米至

1400米的地方仅占9．4％，1400米至2000米的地方占82．9％。坡度在25。以下的地方占总面积

的27．6％，超过35。的地方占48．9％，全县山峰林立，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有376座。

全县主要河流22条，全长810．8公里，分流六冲河，三岔河后汇入乌江。一是由西向东

南形成的总溪河一瓜仲河河段，为六冲河段的支流，主要河流有引底河、通德河、薯仲河，
沙落河，武佐河，流域面积74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8．1％，二是由西北向西南形成

的纳雍河，为乌江上游三岔河的支流，主干河有阳长、以角、河溪，张维河等，流域面积301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2．3％：
。

全县气候属低纬度，高海拔暖温带夏湿春干季风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13．7。C，年总积

温5000。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3．5。C，最低温度-9．6。Cj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22．3。C，最高温度33。C，年平均温差为18．8C。全年30。C以上的高温日平均8．2天，0。C和

0。C以下低温El平均27．6天，高温区主要在总溪河至瓜仲河一带和纳雍河流域。西南的阳长

和东部的武佐两镇，．年平均气温14．5。C，年总积温5293。C。西部和中部脊状山地为低温

区。癞疙宝，马鬃蛉大山终年云遮雾罩，夏日寒风刺骨．冬日白雪皑皑，冰雪覆盖达五月之

4久。锅圈岩苗族彝族乡，．平均气温11．2。C，年总积温4088。C。次低温点有西部的巴雍，猪

场，南部的闹地，岔冲，东部的老窑等十五个乡，年平均气温低于12。C，年总积温少于4380。C。

可一(Ⅲ》 ·



全县雨量充沛，干湿明显。年总降雨量900至1350毫米，湿季(4至9月)平均降雨量超过100

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74．5％，千季(10月至次年3月)降雨量只占25．5％。降雨量分布不

均，由南向北依次递减，南部三分之一地区为多雨区，年平均降雨量1300毫米以上，北部为

少雨区，年平均降雨量1000毫米以下。由于受大气环流(夏季受来自海洋的湿润空气．，冬季

受北方冷空气侵袭)和地形影响，即形成夏季多阵雨，秋冬多阴雨，灾害性气候时有发生。

三四月多低温、二三月和六七月多干旱，三至五月多冰雹、六七月多洪涝，对农作物的生长

威胁甚大，无霜期平均250多天t

主要自然资源有大理石，无烟煤，藏量丰富。纳雍有黔西南煤海之称。除满足本县生产

和生活用煤外，远销国内外，年开采量已从解放初期的7r万吨上升到38．89万吨。分布在雍熙

镇、鬃岭、乐治、张维、维新，百兴、阳长等区乡。 ．

解放三十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1290万元上升到一九／k--年的8336．5l万元。

解放后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全县有轻工、食品加工企业等101个，从业人员5000余

’人。。生产白酒、皮鞋，服装，机制砖瓦、13用陶瓷、糕点、饮料等各类产品。县服装厂生产．

的女上装在一九]k--年全国评比中获第八名，同年，在全省评比中获第一名。全县建成中、

小水电站67座，装机容量达3700多珏，年总发电量巳由一九五八年的44i)0度上升到一九八二

年的373万度。

’。全县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552480亩，其中水田84039亩，旱地468441亩。农业总产值

从一九四九年的1187万元上升到一九／k--年的7410．71万元。粮食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7772

万斤上升到一九八二年的201122亿斤。主产玉米，水稻，小麦，洋芋。玉米386661亩，产量：
11 2192亿斤，水稻77832亩，产量2749．43万斤I小麦67544亩，产量622．-9万斤，洋芋234211

亩，产量3600．95万斤。

。 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为主。种植烤烟40197亩，产量7万担J油菜39881亩，产量294．11

万斤。农副产品较为丰富，有花生、茶叶，生漆、油桐、核桃、香菇，木耳等，还有贵重药

材天麻、杜仲。

林牧业，水利建设发展也较快。县有国营林场两个，乡办林场30个，林地316709余亩，

宜林荒山818000亩，适宜发展畜牧业，一九]k--年大牲畜已达98365头(匹)，生猪存栏达

158964头，水利资源方面，建成大小水库66座，蓄水量885万立方米，修建蓄水工程90余处，

引水工程840多处，解决了数万人畜饮水问题。

交通运输方面有所发展。一九五八年以来，先后修通北至毕节，西南至水城的主干公路。’

县内十个区，四十四个乡镇相继通车，三十三个乡的公路正加速修建，通车里程500多公里。

拥有各类汽车95辆，拖拉机160余台。 ．

’

· 一

文教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初级中学，七所小学，教职7．40余人，学

生800余人。现有小学850所，其中公办121所，民办729所，在校学生73426人I教职7"3123

人，其中公办898人，民办222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80％。普通中学11所，教职7"832人，中

学生14705人。幼儿教育，职工业余教育和农民教育也有新的发展。

卫生方面，解放前全县仅有一个破旧诊所，几个中草药医生。现各级医疗机构达99个，

压药卫生人员834人。区、乡级卫生院有医护人员233人，病床-215张，备有外科手术床、产床，

X光机、显微镜和计划生育手术常规器械，乡镇卫生院有集体卫生人员350人，病床360余张。

方便了群众看病就医，基本上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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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方面，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和电视差转站各一个，有38个有线广

播站，11个文化站，11个农村电影放映队。丰富和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县内著名的风景名胜。自然风景区有蔚为壮观的雍熙、吊水岩瀑布，引入入胜的总溪河

风光。’名胜古迹有阳长果伟桥、维新万寿桥，乐治明代安宣慰府第遗址，治昆彝文碑，水东

千年银杏、居仁石狮、桃园洞、沙落宣慰洞等。著名的百兴猴儿关，两面大夹峙，沿石壁拾

级而上，据关扼守，有一夫当关，万人难入之险。是清代彝族百姓抗击清兵的古战场。据‘贵．

州通志'载。 “猴儿关一距县城(指大方城)西250里，关界两山之间，最为险要。吴三挂征
水西时曾战于此彦。 ，

纳雍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一九三五年四月初，中国工农红军二方面军从大方分兵两

路挺进纳雍，红军曾驻扎雍熙镇，写下了_打土豪，分田地黟的大幅标语。有的贫苦农民还

参加了红军。- ．

雍熙镇和阳长、龙场、乐治建有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以纪念为解放纳雍和剿匪而英勇

牺牲的革命烈士，让人民群众世代凭吊瞻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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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镇概况

雍熙镇，东经105。227至105。237，北纬26。467至26。477，东连居仁乡，西南邻新猫场。

乡，西北接复兴乡。是纳雍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驻地，面积3平方公里。居住着汉，苗、菜家、

满，彝、回，穿青、布依，南京等民族7772户，35560人。原属城关区管辖，1981年撤销城

关区，重建雍熙(区级)镇，辖4个街道办事处和猫场、复兴两个乡。

，清中叶，雍熙镇是一片荒山野岭，古木参天。山颈有一天然渔墉，附近村民早晚放牧，

踩出一块草坪j周围义中，小公底、糯克、杨家营，余家岩，莺哥寨等十八村寨的各族劳动

人民，因不满土司的残酷压榨，横征暴敛，众愤在心，自发另设场集，逢“卯黟赶集，取名大

兔场。土司对此恼羞成怒，勾结官府前来征剿，面临统治阶级的血腥镇压，十八寨人民团结

～心，奋力抗敌，将官兵击退。从此，大兔场声名大振，远商渐至，住户日增。清代纳雍名

士卢会模曾有《兔场赋))咏其事。民国时期大兔场曾易名宜化场，属大方西五区。1941年，

从大方等县析地成立纳雍县，设治于此，大兔场更名为雍熙镇。雍熙取其安乐繁盛之意，现

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

雍熙镇地处西北向东南延伸山脉的脊梁上，从北面和东面入镇，都可从河谷沿石壁攀援

而上。全境西高东低，成南北走向，长3公里，宽1公里。平均海拔1430米。气候温和，年平

均气温13．7。C，年总积温5000。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2．34C，最高温度33。C，30。G

以上高温日年平均8．2天I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3．50C，最低温度一9．6。C，0。C和0。C

以下低温日年平均27天。无霜期254天。年平均降雨量1261毫米。从9月至次年4月，多阴雨

绵绵，是全县比较湿润的地区之～。

解放前的雍熙镇，人口稀少，房屋破烂，民不聊生：解放初期，全镇仅有六百多户，三

千余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镇人民艰苦奋斗，努力建设，雍熙已成为一个新型城镇。

1958年毕节至纳雍公路正式通车，纳水公路相继建成，通往各区，乡的公路陆续修通，基本

上结束了纳雍交通闭塞，道路崎岖，人背马驮的落后状况。今日雍熙镇新建了医院、学校、

影院，党政机关大楼，银行大楼，百货大楼等，县政府拨专款修建自来水站，铺设大海坝至

城关二十余华里长的引水管道，全镇人民用上了自来水和电灯。有全民和集体工，建、交企

业29个，从业人员1000余人，生产酒类、皮鞋、服装、砖瓦，农机、煤炭以及糕点、酱醋，

各类水果罐头等产品。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教育方面，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小学，学生300’

多人。现有公办小学5所，学生4425人。设有县中学2所，在校学生1401人。县中级师范学

校一所，学生323人，卫校一所，学生100人，全镇各类学校教职工达290多人。卫生方面，解‘

放前仅有一所破旧诊所，几个中草药医生，．现有县，镇医院、卫生所、保健站六家，拥有医

务人员260余人，病床百余张，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面貌。·

雍熙镇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这里曾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193．5年4月初。中国工农红，

军二方面军从大方梯子岩经乐治进入雍熙镇，在此驻扎一天，并在墙壁上写下了“打土豪，

分田地纾的大幅标语j传播了革命真理，有的贫苦农民跟随红军踏上了革命征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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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东的雍熙飞瀑是本县胜景。清代纳雍名士罗星灿有诗日， 。西顾岩疆别有天，逢篙斩艾

瀑布悬。龙桥骇浪千层涌，象岭雄关百丈连。鬃岭飞流沐落照，箐门烟霞绕星旋。斗蓬峰头

月色丽，万花吐艳彩云天，，。城南文昌阁，为清光绪十年所建，工艺精湛。

为纪念解放纳雍而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城内建有烈士陵园，广大群众节假日常来凭吊

瞻仰。 一

标准名称

雍熙镇

织纳路

中华路

县府路

雍熙路

陵园路

毕纳路

老场路

劳动路

张维路

·7‘

雍 熙镇地名表 ．

汉语拼音 民族 人 口 别名

Yongxlzhel2 汉苗菜家满 35560

彝回穿青布

依南京

ZhinAln

Zhonghu直ln

Xiallfnln

Yongxlln

LIngyll矗nld
’

Bin／tln ，

L盎ocang lfl

L矗odOng Ifz

Zh矗ngwdila

备注

区级镇

门牌1一142号

门牌1—87号

门牌1—92号

门牌l一143号

门牌1—70号

门牌1一儿6号

门牌l～80号

门牌1～116号

门牌l一80号

。。?、o。，0一。．：；0

1．；：．；．1，；i。，，一：{；；



新猫场乡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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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猫场乡概况

新猫场乡在县东南部，属雍熙镇，．乡驻地距县城1．5公里，东经105。20，至105 624'，北

纬26。437至26。487。东连居仁乡，西邻杨家营乡，南接闹地乡，北与复兴乡交界。总面积

31．7平方公里。

新猫场，原名猫场，解放前逢。寅"在此赶集而得名。1941年前属大方县，后划归纳雍。

解放后分设猫场、后寨、老场三个乡，1953年三乡合并，定名猫场乡，1958年成立猫场人民

公社，1981年更名为新猫场公社。1984年建新猫场乡，辖六个村委会，118个村民组，57个自

然村。居住有汉、苗，彝，布依，穿青、仡佬等民族2824户，13504人。该乡地形由东南向

西北倾斜而下，平均海拔1633米，最高斗蓬普海拔1866．1米，最低菜家湾河床海拔1400米。

地处中低山缓丘地带，属温凉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3．3。C，年降雨量1200毫米，无霜期

278天。冬无严寒，季无酷暑，适应农，牧业发展。

以农业为主。有耕地面积10367亩，占总面积的21．7％，其中稻田7680亩，主产水稻，，

玉米，小麦，大豆、马铃薯等，1982年粮食总产量577．98Jj"斤。经济作物有烤烟，油菜。

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较快。有公办小学1所(附设三个初中班)，民办小学4所，教职工57

人，学生1540人，适龄儿童总入学率为93．9％。有卫生院1所，卫生人员4人。有中型拖拉机

一台，小型拖拉机六台；汽车一辆。每个村委会安装了打米机、磨面机等农用加工机器。新

建机制砖厂一座，设计能力年产砖600万块。砂锅制作遍及全乡，历史悠久，锅型别致，质量

优良，畅销各地。
’

建有大草坝水库一座，供应雍熙镇人民饮水。有纳雍林场、水产站、石板河酒厂等。无

烟煤藏量比较丰富，年产量在七万吨左右。

县级文物保护的文昌阁，在乡驻地西北面700米处山顶，系光绪十年守备龙庭章捐资所建。

●

●

’新猫场．乡 地名．表
’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民族

新猫场乡 ．XInmaochAngxiang 汉穿青苗彝仡佬菜家

猫场村委会 Maochang Canweihu! 汉穿青苗彝仡佬

猫场 Maochang 汉穿青苗仡佬

余家寨 Ynji itzhai 汉穿青彝

大荒田Dahu磊ngtiAn 汉穿青

余家于弯 Ynjiaw矗n 穿青

朱家寨 Zhajiazh．ai 穿青彝

李家寨LIji azhai 穿青

大坪地DApingdi 汉穿青

文昌阁 Wenchanggd 汉穿青

小公地· XiaogOngdi 汉穿青

．9·
’

．

备注

乡、村委会驻地

C

O

0

O

O

0

0

O

O

O

0

OC∞∞∞的∞的∞∞∞加∞

人鹞弛5

4

2

2

1

4

3

l

3



。标准名称

田包包

长坡上

大水沟

大草坝

大平坝

后寨村委会

大中寨

小中寨

水营上

彭家寨

青}冈林

矸子田

大沟上

窑上

千田寨

新寨

营上

芦茅塘

上坝

下坝

包包寨

白泥坝

大土坡．

石板河村委会
大 寨

儿马寨

小箐河

龙头山

箐脚

公鸡山

滥坝

打石厂

坡背后’

坡脚

河头上

石板河

下河

岩头上．

沙锅寨村委会

．汉语拼音

Ti矗nbaobao

ChAngp6s hang

DashuIgou

DacaobA

Dapingba

H6uzhai Cnnw邑ihui

D azho ngzhai

Xi aozho ngzhai

ShuIylrigshang

P6 ngjiazhai

QInggangltn．

Ganzitian

Da96115hang

Yaoshang

Gantianzhai

XInzhai．

YIngshang

Lnmaotang

Shangba
’

Xiaba

Baobaozhai

B6inlbA

Dat丘po —

Shfbanhd CnIIWeihui

Dazhai

Erm盎zhai

Xi aoqingh鬯

L6ngt6ushan

Qingjiao

Gongjisan

LAnba

Dashfeb百ng

Pobeihou

Pojiao

Het6ushang

Shibanh6
’

Xiahe ．

YAnt6ushang

ShaguozhM Ctlnw6ihui

民族

汉穿青

汉穿青

汉穿青

汉穿青

穿青

汉穿青仡佬彝菜家

汉穿青菜家

汉穿青

汉穿青彝

汉穿青

汉穿青彝

穿青

汉穿青

穿青 ．；

汉穿青

汉穿青

汉穿青

汉穿青

汉穿青

穿青

汉穿青

汉

穿青

汉穿青彝

汉穿青 ．

穿青’

穿青
‘

汉穿青

汉穿青
’

汉

汉穿青

穿青

穿青

穿青

穿青菜家

穿青’一

穿青

穿青 ．．

汉穿青

备注

村委会驻地

村委会驻地

·jD·

口∞∞的们坫∞的∞的∞∞加∞∞∞∞的％∞∞∞∞∞帅∞舯啪m啪鼬啪m的的∞啪∞∞m

口枷啪的们坫湖m|詈m姗姗加Ⅲ渤湖m渤％m姗湖渤∞咖Ⅲ拗m枷啪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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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民族

沙锅寨 ShaguozhAi 汉穿青

马路边 Malabi直n 汉穿青

杜家湾Dfljiawall 汉穿青

老场Lfiochang 汉穿青

下官寨Xiaguanzhai 汉穿青彝

上官寨 ShangguanzhAi 汉穿青彝 ．

黄包包村委会Hu丘ngb百obao CnnweihUt汉穿青

老房子．L直ofAngzi 汉

小河边 X，iaohebi百t'l ， 汉穿青+

松林脚 S6nglinji磊。 汉穿青

黄包包 Hu矗n91)矗0bao 汉穿青

大松林DaSOngIlll 汉

余家田坝Yojiatianba 汉穿青

茶林脚 Chilinji丘o． 汉穿青彝

山脚 Sha nji矗。 汉穿青

上旮旯 Shangg矗la 穿青

川祖庙 ChUaI'IZ蟊miao 汉穿青

下旮旯 Xiagala 穿青

瓦厂河 Wa℃hangh6 。汉穿青

马腰杆 M直y／logfin ． 汉穿青
’

木井村委会 MajIng CQnw色ihuI 汉穿青彝苗

蔡家湾 Caiji awan ． 汉穿青苗

高家寨 Gaoji gzhai 汉穿青彝

小独山Xiaodoshan 汉穿青彝

小梁子 XiAoli矗ngzi 汉

·11·

鲁往．

村委会驻地

村委会驻地
’

村委会驻地

口枷m猢咖m

m|||m啪绷枷ⅧⅢ渤姗棚∞姗m筋㈣枷枷m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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