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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客观地理实体的名称．它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地域的自然地理、历史

和文化特征的反映．它随人类社会和历史产生而产生，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它

又随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演进而变化。大者山河陵替。小者一个家族盛衰．都与地名变化相

关涉．而人类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斗争．则更是导致地名变化的重要原因．

近百年来．古老的华夏大地跨越了封建社会一哔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叫会主义社
会三个阶段，社会面貌的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更使神州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地名．也随之地发生变化．光是行政村

名，就经历了几次变动．一是解放初，接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镇)公所，将原来的保

改为村；土改建政，乡(镇)人民政府成立。乡名依旧．村名变动．二是五十年代中期，

互助合作化运动中．行政村名与农业合作社名混杂，村名多被社名取代．三是1958年的

一人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乡更名为人民公社，村先后称管理区、兵团、生产

大队；且时并时分，变动很大，直到1961年下半年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1的管理体

制时，才基本稳定下来．四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队名称也随着。破旧立新’．带上了强

烈的时代和政治印记．这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名的混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都带来不便．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我们于1981年至1982年在全区进

行了地名普查．通过对普查资料的整理。对原有地名中的错位、错字、别字予以纠正；对

重名．同音和以序数为名的公社名、大队名，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反映

自然地理和文化特征’以及易写易读．简明确切的原则。或进行调整．或重新命名；对封

建迷信色彩浓厚的地名进行了更改．

我区地名普查工作已于1982年结束．地名普查成果已经上级检查验收．在此基础

上．我们将地名普查成果资料辑录成册．

本地名录所引区。镇、社的户数和人口数取村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

编》；土地面积，工农业生产有关各项数据。均取材于1982年的统计年报．

本书辑录了我区的行政区划及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

胜古迹等五类地名962条．重要地名概况37条．区行政区划地图l幅，照片13幅。全书

约20万字．

，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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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白江区概况

青白江区是成都市市辖区．在成都平原东部．东接金堂县．南邻龙泉驿区．西连新都

县j匕毗广汉县．辖地介于北纬30。407至30。557．东经104。10"至104。307之间．东西长

31．6公里．南北宽28．4公里．面积392平方公里．1982年底．全区辖3镇．16个居民委员

会；14个人民公社，178个大队。1612个生产队．总计81557户，354512人．其中非农业

人口57，764人。占全区人口的16．29％．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04人．民族共15

个．汉族占总人口的99．5％；次为回族．弥牟镇一带为川西坝著名的回民聚居地．．

区人民政府驻大弯．距成都市区30公里．

一，建置沿革
、、

青白江区是成都市的新兴工业区．始置于1960年初．此前为新都．’金堂二县辖地．

五十年代后期。四川化工厂和成都钢铁厂先后在原金堂县辖的华严乡境的大弯一带兴

建。为了适应工业建设．1959年12月．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当时温江专区所属的新都

和金堂两个县的弥牟、华严和大同三个公社划归成都市辖．继又于1960年初组建成都市青

白江区．因清白江有2．75公里沿区北界流过而得名(。清白江’作区名时简为。青白江。)．从

建区至七十年代末的廿年间。青白江区仅辖3个公社．面积约71．86平方公里。人口仅1l

万多．在这期间，又有一批省、市属的中型企业相继建成．青白江区随之发展成为成都市

的一个新兴工业区．1980年'12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从金堂县析出原属城厢和太平

两个区辖的1个镇和11个公社，划归青白江区．于是，构成了现在的境域．

二、自然条件

青白江区在成都平原东部，自然条件优越．全区地势西北低、东南高．自西北而东南

渐为平坝、浅丘和低山三种地形．东南部的人和、云顶2个公社和清泉、福洪公社的部

分，地处龙泉山脉中段，为低山区．最低点海拔546米。最高点海拔916米。相对高差370

米．低山区面积为96．76平方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24．87％．土质为棕紫色壬^．土层较

薄，地力较瘦．水肥条件较差．农业为主．兼营林．牧业．粮食作物以旱粮为主；豌．胡

豆占耕地的42％，余为小麦．玉米、红苕．中部的姚渡、龙王、福洪、合兴4个公社以及

清泉公社大部、玉虹和日新公社的部分为丘陵区．最低点海拔451米。最高点506米，相

对高差55米．平均海拔478．5米．丘陵区面积为151．7平方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

38．99％．土质为丘陵黄泥土、土质较差。但宜种范围广。是粮食和经济作物主产区．西北

部的弥牟，华严．大同、祥福、绣水5个公社和玉虹、日新公社部分，地处岷江冲积扇，

地势平坦、河沟交织．最低点海拔451米．最高点海拔492米．相对高差小．平坝区面积

为140．6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6．14％．土质为灰色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商

品粮油生产区．

青白江区属于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区境气候温和．冬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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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温16．212．1月份(最冷月)均温5．413．7月份(最热月)均温

25．7"C．雨量充足，但季节差异大．年均降雨量925．4毫米．降水集中在夏秋两季．全年无

霜期长达271天．然日照偏少．全年仅1238．9小时．

青白江区属都江堰灌区。岷江水系和沱江水系交织．主要河流有三条：清白江、毗

河．西江河．清白江是双生水源河道．湔江支流之一的清白江(又称小清白江)与都江堰

内江干渠蒲阳河在彭县北君平公社汇流以后．亦称清白江．自西流入区境。沿北界一段流

过，长约2．75公里．成为青白江区与广汉县界河．该河为区内工业和农业用水的输水干

道．毗河新都县西来．横穿区境。成为西北部平坝区和中部丘陵区的界河．境内流长17．5

公里，灌溉祥福、绣水等5个公社的3万亩土地。为区内灌溉和排洪的重要河流．西江河 ，

自龙泉驿区南来．入区境北流。经区境中部的合兴、龙王和日新．姚渡公社．注入毗河．

．境内流长19公里．是区境中部丘陵区的一条重要排洪河道．清白江与毗河分别为人民渠灌

区与东风渠灌区的干流。都流经区境的平坝区．又由绣川河、长流河．马棚堰水．毛家河

等沟通其问。构成了密集的灌溉网络。水源十分丰富．为平坝地区自流灌溉提供了优越条

件．区境中部丘陵区。历来比较缺水．但自五十年代中期大型人工灌溉渠一。东风渠。通水
后，由于东北两条干渠输水．便基本上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区境东南部低山区两个公社

则水源奇缺，无可供开发利用的地下水。只能靠栏蓄地面水．因而，不仅农田多属。望天

田。．天早时连人畜饮水亦感困难．总之。青白江区山．丘、坝都有。气候、水、土等自然

条件亦有所差异。利于农、。林、牧、副业的全面发展．

三、经济情况

青白江区建区前．是纯农业经济区．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的廿多年问．因一批

部、省市属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陆续兴建．才以一个新兴工业区著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

件．加上现代工业的优势。使青白江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其中工业产值50，260万元．农

业产值7。864万元．

工业：区境有部、省、市属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2个．1982年其工业总产值达45。210

万元． ·

青白江区被誉为成都市的化学工业基地，化工产值占全市化工产值的40％；化工产品

以化肥为主。其产值占全市化肥产值的80％．主要化肥企业有四川化工厂．成都磷肥厂和 一

温江地区氮肥厂．

成都钢铁厂．以生产建筑钢材和生铁为主．1982年其产值占全市冶金工业产值的

10％．
·

此外，区内大中型企业还有铁道部成都桥梁厂、四．1lI化工机械厂、成都化学纤维厂、

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省二轻局所属的四川螺钉厂、四川钢锉厂．四川轴承厂和四川皮革机

榭4．
在大工业的带动和扶持下．区属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地发展起来．其门类多限于服务

和配套于大工业以及方便职工日常生活的行业。主要有建树、食品、轻化工和金属制品．

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5。050万元．其中区属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为2。377万元。城镇

和公社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为2，673万元．

交通：区内对外交通便利．国道108线的川陕公路一段经过区境西北弥牟公社，省道

店(家寺)巴(中)公路横贯区境北部五个公社。于区内弥牟镇(店家寺)与川陕公路交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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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汇．成渝铁路先沿区境南界延伸，复又穿越区境东南人和公社，有三个火车站分别布点于

区境南界和区境内．宝成铁路通过区境西北部，并在弥牟镇北设了青白江车站．该站是宝
成铁路上一较大的转运站，成灌铁路于该站接轨．还有6公里铁路专线连接四川化工厂和

成都钢铁厂．

区内，尤其区境中部和南部交通．七十年代前主要靠简易公路和机耕道沟通．1980年

底扩区后建成了纵贯南北的区道城(厢)太(平)公路，才使区境内丘陵地区的交通状况

大获改善．但处于低山区的人和和云顶两个公社的交通仍不如人意．

驻区的交通运营单位较多．省有专业运输车队，市公交公司辟有客运专线，区汽车队

也具备一定规模，各企业单位亦有汽车队运营，客货运输十分方便．

邮电通汛从无到有。获得较大发展．

农业：全区有耕地317．266亩．农业人口296，748人．人均耕地1．07亩．农作物以

粮食作物为主，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次之；经济作物以油菜籽生产为主．兼产晒

烟、辣椒、姜．蒜和西瓜，土特产有柑怙和沙参．畜牧业以毛猪为主．1982年粮食作物播

种面积466．483亩．总产量为288。339，800市斤．平均亩产618市斤．大春粮食作物亩

产669市斤，小春粮食作物亩产485市斤．水稻亩产777市斤，小麦亩产541市斤，玉米

亩产605市斤．油菜籽播种面积60，209亩，总产量为17，582．200斤。亩产292市斤．

全年毛猪饲养量229．166头。il{栏肥猪170。970头．

198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8．079马力．其中有大中型拖拉机245台．小型拖拉机

499台。农用汽车60辆．

1982年社队企业达305个，全年总产值达2．500多万元，成为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支

柱．

1982年农业总产值为7，864．9万元。占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的58．83％．其中农业产加

5．819万元。林业88万元。牧业l。890万元，副业“万元。渔业3．9万元．人均冗值
265元．1982年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902万斤，超议购905万斤．每一农业人口平均占

有粮食676斤，收入135元．

商业：青白江区农副产品丰富，工业企业集中，为商业的繁荣带来十分有利的条件．

全区有商业职工3。731人．1982年全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418万元，城乡集市贸易

成交额为2，045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白建区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1982年底全区有完全中学9所，初级中学

12所。小学191所，达到社社有中学，大队有小学．在校学生有65，177人．其中高中生

1。705人．初中生12，542人。小学生50，930人．升学率，高中21．6％。初中49．2％．

现有中学教师1。078人．小学教师2，155人．幼儿教育也有很大发展．各大、中型企

业。区商业系统及各公社(镇)和多数大队都办起了幼儿园．此外．各种形式的业余教

育、函授教育和工、农业技术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文化事业：区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发行公司、影剧院、广播站。市属以上工厂

大都有俱乐部．电影队和业余文艺团体．农村公社都有文化站、电影放映队，广播站，从

而丰富了城乡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1982年。全区有医疗卫生机构34个。全民和集体医务人员774人．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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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弯镇概况

大弯镇在成都市东北30公里．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区内省．市属大中
型企业集中之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大弯镇人民政府驻大弯．

大弯，在唐(家寺)巴(中)公路6至7公里处，店巴公路始建时。为避开当地张姓

大地主的田园，公路于此绕行．呈现一大的弯道．故名．

大弯在1957年前系川西平原上的一片平畴绿野．属华严公社辖地．从五十年代后期至

七十年代，随着四川化工厂、成都钢铁厂等企业的陆续兴建，大弯由以川化为中心的工厂

区．逐扩展到以成钢厂为中心的一大片工厂区，随着新的区级政权机构的组建，人口的汇

聚。一个新兴集镇的雏形开始出现．其范围由最初位店巴公路6----7公里处，延伸到3—呻
公里处．1963年成立街道工作组。1972年10月建立大弯街道革命委员会。1978年12月改

为大弯街道办事处。1981年11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大弯镇．镇辖7个居民委员

会。共有19条街巷．全镇有7，925户．38，391人，其中少数民族385人．

工业：市届以上的大．中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此．有四川化工厂、铁道部成都桥梁厂、

四川化工机械厂．成都钢铁厂、成都磷肥厂．成都化纤厂，成都合成洗涤剂厂、温江地区

氮肥厂．区届国营企业有农机厂．化工厂等10多个．镇届街道工业有翻砂厂等．

交通：五十年代中期仅有一条唐(家寺)巴(中)公路过境．随着川化、成钢等厂的

兴建。连接工厂区和宝成铁路青白江站的铁路专用线也迅速开通，担负起了几个大厂的大

宗物资运输任务，辖区内有市公交公司客运专线，区汽：乍队，各大厂也有车队承担短途客

货运营．每日至成都、金堂等地的班：车达40多次，交通十分方便．

商业：镇内设有粮食、肉类、蔬菜、烟、酒等销售网点约80个。职工约1．200人，

集市贸易市场2个。购销十分活跃．

文教卫生：目前境内有小学6所．中学5所，厂属中专和技校3所，学生共7，870

人，教师共584人．区属、厂办幼儿园共lO所．辖区内设有新华书店．文体公园、体育场

和4个电影院(区属1个、厂属3个)；各厂均有球场．图书阅览室、广播站等，从而一#富

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有医院4所(区属l所、厂属3所)．区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各l

1 病床335张．医护人员345人．1982年人口出生率为11．78‰，人口自然增长牢

7．98‰．it副生育率为100％．

一6一



现 名

青白江区

汉语拼音

Qingb6ijiong Qo

大弯镇DdwOn Zh6n

大 弯D0won

大弯东街

大弯中街

大弯西街

前进东路

前进中路

前进西路

前进北路

前进南路

长征路

D0won D0ngjiO

D0won Zhongje

DOwan Xijie

QiOnjjn DonglO

QiOnjln ZhonglO

QiOnjln XilO

QiOnj'ln B6il cI

QiOnjln NOnlO

Chdngzhong L凸

厂区东路 Ch6ngqO DonglfJ

厂区中路 Ch6ngqO ZhonglO

厂区西路 Ch6ngqO XilO

大犬路
●

团结东路

团结西路

团结南路

DOf0 LO

TuOnjfe DonglO

Tu6njle Xi10

Tuonjfe NOnl0

备一 注

1960年夏始1．因清白江漉过区境北界一段得
名．。清’简为。青。．

1981年J2月置．以驻地大弯得名．辖7个后委
全．3．8万余人．以四川化工厂，成都钢铁厂等大
中型企业在此兴建。形成集镇．

在唐巴公路H公里处．詹(掌寺)巴(中)公
路始建时。为避开当地张娃大地主的田团．公路于
此绕道形成一育．故名．青白江区．大弯镇驻地．

1974年建．1978年区革委命名．化机厂桥头至区
修缮社．

J9始年建．1978年命名．大穹固营旅馆至化机厂
桥头．

1964年建．1978年命名．大穹街道办事处至川化
二招待所．

1958年建．1978年令名．大鸾中学十字口至川化
小擘处．

1958年建．1978年命名．化机大桥头互大穹中学
十字口．

1957年建．1978年审名．大弯中学十字口至川化
俱乐部．

1956年建．1978年命名．大穹中学十字口互大穹
招呼站．

1959年建．1978年命名．化机厂门十字口至化机
桥头，东倒为农贸市场．

原名厂中心路．1956年建．1978年更今名．四川
化工厂门十字口至川化俱乐部．

1959年建．1982年命名．化机厂n口至成桥厂．
四川化工机械厂、温江地区氮肥厂在此． 。

1958年建。1982年命名．J11化厂仃十字口至化机
厂门．

1958年建．Z鲴2年命名．川化厂n西拐育处至成
都合成洗涤荆厂路口处．

1961年建．眇82年以附近大夫桥命名．成桥。五七
商店’至长征路．．

1958年建．1978年命名．成钢厂十字口至成都洗
潦荆厂宿舍路段．

1958年建．1978年令名．成铜厂十字口至区农水
局路段．

1958年建．1978年命名．成钢厂十字口至成铜大
桥路段．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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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 、

Tudnjle B@ilO

Gongn6ng Lt3

备 注

1958年建．1978年令名．成钢厂十字口至工农
街．

1981年建．1982年令名．团．培西路至川化俱乐
嶂．区人民政府设此蓐中段．

W6nhud Xidng 1960年建．1978年令名．团结旅馆至区影剧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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