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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d坚
刖。 青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

名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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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用字不当，含义不好；

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与实地不符，错字，错位， 错

名，加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

名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们根据国务院国发

(1979)305号文件精神，于1980年lO?1至1982年9月进行了地名普查

工作。以1：5万地形图(1959年出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

1696条。其中正字正音的地名446条，删去不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

44条，纠正错位的3条。新增添大队及其驻地等地名1080条。同时对普查

出来重名的1个镇、9个公社、191个大队(居委会)，本着尊重历史、

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重

新命了新名。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所形成的地名普查资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演变过程。为了使地

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将

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垫江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

单位的需求o

《垫江县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以县挂图为基础，参照

1：10万地形图，缩制成1：15万的全县地图，并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



政区划地名和部分其他重要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

概况材料57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纪念地及名胜古迹等地名共

2732条，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拚音，在备注栏内对现有地名的来

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编排了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并附录了地、县发布

的地名通告。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为县统计局1980年国民经济统计

资料和有关专业部门所供的资料。

本地名录中的地名，是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进行处理

的。今后，单位或个人在使用垫江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不得任意变更o

垫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月



垫江县概况

垫江县位于四川省东部。东邻丰都，忠县，西依大竹、邻水县，北与梁平县接壤，南和

长寿，涪陵县相连。地域在东径107。137--107。407，北纬29。387—30。317之间，境内南北晟

长77．5公里，东西最宽45公里。幅员面积1515平方公里。所辖6区1镇，43个公社，542个

大队，4071个生产队，6个居民委员会。1980年底人口为756027人，比1949年的482600人增

长57％，其中非农业人口34219人，比1949年的12000人增长184％，每平方公里433人。汉

族。县人民政府驻桂溪镇。其地理座标东经107。207，北纬30Y207，海拔4l 5米。

(一)历史沿革

垫江名称由来已久，几经演变。从秦代到西魏时，今合川境地属垫江县地，西魏恭帝三

年(公元556年)此地又改名石镜县。在汉代，古汉水(今四川嘉陵江)下游入长江一段。称

垫江。其上源即古桓水(今白龙江)、自水(今白水江)及西汉水上游，也有垫江之名。今

垫江境地始名垫江县，是西魏时分临江县地(即今万县，忠县、垫江一带)而得名。为何从

合川境地移名于此?清光绪二十六年重修《垫江县志》说： “疆域之广袤或分或并或’署或

省，沦桑屡更，已不可考矣"。重修《垫江县志》又日： “垫江之垫作装、音叠，谓水如衣

之蘑叠，此汉袭江也。今之垫江，有容溪合诸小水入桂溪，西魏移名于此，或亦取重叠之义

欤?"故垫江河流纵横，溪沟交错，地势低夷、溪水冲刷沉积，取其重叠之意。

垫江县开发较早。夏禹贡时为梁州地。商周时属巴国地。秦隶巴郡。两汉为益州巴郡(永

宁郡)临江县地。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分临江县地置垫江县(治所在今址)，属容

川(山)郡辖。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垫江改名为魏安县。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

年)废魏安县复垫江名，属渠州所领。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又从临江县地划出一部分

设置清水县(今高安一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名桂溪县，属忠州南宾郡所辖。 宋

熙宇五年(公元1072年)桂溪县并入垫江县，隶属咸淳府忠州。元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

年)省垫江入丰都县，垫江设临江镇巡检司。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又从丰都县分

出复置垫江县，乃属忠州。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垫江属重庆府忠州所领。清雍正十二

年(公元1734年)升忠州为直隶州，仍领垫江。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垫江县属川东

道。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撤销道一级，改为省，县两级，垫江县属四川省。民国二十

四年(公元1935年)垫江县属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区(治所大竹)。1949年12月7甘解放

后，同年12)1 21日成立垫江县人民政府，隶属川东行政公署大竹专区。1953年恢复四川省建

制，1953年3月大竹专员公署撤销，垫江县改隶涪陵专区管辖至今。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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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 然 条件

垫江县地处四川盆地东部褶皱地带。最高处海拔1183米(峰顶山)，最低处海拔320、米

(绿柏公社湖浜大队)，一般海拔400—500米左右。东部边缘有大巴山系的金华山，西部边

缘有华签山系的明月山，东南部有武陵山系的黄草山，属低山漕谷地貌，三山之间属丘陵地

貌。垫江素有“群山环绕，道路迁通，川东锁钥”之称。《通志》和《旧志》曰： “上接巴

渝之雄，屏嶂千峰，下引夔巫之胜，蜀东陆路此为咽喉(锁钥)”。故为重庆，涪陵，万县、

达县陆路之要塞。河流由东北向西南，与山脉走向平行。主要河流有高滩河、大沙河，桂溪

河、回龙河、卧龙河等常流河。其中高滩河长约113公里，平均宽约100米；大沙河长约92公

里，平均宽约80米。分别由梁平，忠县入境均流经龙溪河入长江。土壤主要以紫色土、冲积

土和这两种土类的水稻土类为主，多分布在浅、中丘地带和高滩河两岸及其他溪沟沿岸坝

地，是我县农业耕地面积最大的土类j也是粮油生产的主要基地；其次是黄壤土类和黄壤土

类的水稻土类，分布在东西两山及箐口山的上下地带，是我县发展经济作物的极好基地。我

县主要矿藏有天然气、石油、菱铁矿、煤炭、食盐、含钾凝灰岩，油母页岩等资源。全县有

森林面积10980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7．15％。

我县气候温暖，雨量适宜，四季分明，属于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723，最

低(一)月平均气温5．9℃，最高(七)月平均气温27．9℃。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78毫米，无

霜期多年平均为288天，多年平均日照数为1280z]、时，多年平均积温为5462℃。这种气候适

宜于发展农业生产。

(三)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531．6万元(不包括中央企业)，人平202．6元，其中农业总

产值11061万元，工业总产值4255万元。

农业：现有耕地721793亩(农业人口平均0．99亩)，其中集体耕地654404亩， (水田为

434564亩，旱地为219840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等为主；经济作物以油

菜、榨菜，蚕桑，毛烟等为主；山丘产茶叶、丹皮、水果等，尤其是黄沙柚子的品味居全国

第二位。 ·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修建水库98座，山坪塘3884 El，渠道189条，固定

提灌273处(其中机灌77处，电灌196处)，蓄引提水量9570万方，有效灌溉面积达241310

亩，占耕地面积的43％。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68778马力，配套各种农机具6716台(件)，固

定资财达1374万元。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5．53亿斤，bbl949年的2．75亿斤增加1倍。每

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780．25-。1980年种水稻403449亩，亩产600斤；小麦403592亩，亩产

271斤；玉米224922亩，亩产587斤；红苕210888亩，亩产273斤(折主粮)。生猪1980年底存

栏363010头，出肥255027头。粮食征购6236万斤，超议购3497．3万斤。社员人平分粮527斤。

入平收入70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7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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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解放前我县仅有一些竹、木、铁器等小手工业生产和1个手工堵烟厂及石版印刷

厂。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县工业也有较快的发展，现有省、县、社队办的石油钻

井、天然气脱硫、炼油、化肥、电力、煤炭、缫丝，制盐、汽车运输、农机修配、水泥、染

织、布鞋、皮鞋、造纸、印刷、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行业。其中省属企业8个，县办企业

47个，社办厂矿309个，队办企业539个，1980年我县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的39 8万元，增长

近11倍。主要县属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160721吨，发电量2279万度，化肥46877吨，水泥

4084吨，缫丝62吨，布鞋2万双，食品酿造152吨等。我县生产的竹手杖、烟嘴、竹帘等手

工艺品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交通：解放前的运输主要靠人力肩挑背负，解放后交通事业有较快的发展。现有川汉，

垫梁，涪垫、垫丰，垫忠、垫大、垫长7条公路主线；县、区、社相连公路支线34条。全长

436公里(县境内长度)；社队机耕道全长98公里。公路主线和支线在陆上纵横交错，形成

公路网。现有汽车421辆(县属279辆)，参加公路运输的中小型拖拉机600余台(混合台)

还有机动船4只，驳船5只，在高滩河还有内河短途航运。水陆交通方便，有力地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商业：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商业发展很快。1980年商业，供销系

统购进总值3453．7万元，销售总值7776．9：7：j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8168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1949年全县仅有简易师范1所，中学4所(包括私立2所)，共有学生2000余人。现有

公办完全中学7所，桂溪镇初中1所，中等专业师范1所，涪陵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技工校1

所，公民办中小学638所，在校学生17286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3％，幼儿园253所，人园

儿童121 87人。

文化设施：现有县电影公司，县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jII剧团、县新华书店，简易

体育场，游泳池，溜冰场、风山公园等。县城内有影剧院2所、农村有电影放映队41个，厂

矿电影放映队8个，农村广播放大站43个。

全县各类卫生事业机构由1950年的2个，现增2ⅡN103个。医院由1所增加到51所，病

床由10张增}J11至11784张，其他企事业医疗单位85处，农村医疗站541个。医务人员由1950年的

16人，现增加到1175人，大队赤脚医生1364人，接生员414人。还有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

保健站、县中医门诊部等医疗单位，实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医疗站，有效地防治了各种

疾病，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睫康水平。

计划生育由于认真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经济措施。1980年人口出生率降至4．5‰，

死亡率降至1．5‰，人I=1自然增长率已由1970年的13％o下降到4．5‰，计划生育率达57％。

(五)纪念地及名胜古迹

境内有因1950年刀匪暴乱被杀害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干部的烈士陵园1座。经多年

修葺，松柏林立，花草丛生，墓地清幽，陵园整洁，常为人民缅怀英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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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生产的手杖、烟具及雕刻品，工艺精美，朴素大方，多

次获奖，久负盛名，畅销西欧和东南亚各国。上图为用牛角雕刻的

鹰、虾、牧童和台灯；下图为用棕竹、牛角制做的手杖、烟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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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溪镇概况

桂溪镇地处四川盆地东部，长江北岸。面积2平方公里。海拔415米。全镇辖6个居委会，

62个居民小组，总人口19581人。其中居民5592人，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人口13989人。汉

族。镇人民政府驻南内街。

该地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分临江县地置垫江县，始为县治驻址至今。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县城隶属城区所辖。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为城厢，辖

13保，归一区所领。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析区并乡，城厢更名桂阳镇，所辖18保

(即城内12保，农村6个保)。1950年建立新政权时，沿用镇名，隶属一区领导。1952年废

桂阳镇，分置城关区和城西乡。1955年1月，撤城关区改设城关镇，归一区所辖，12月底升

城关为区级镇。1981年6月更城关镇为挂溪镇。其镇以桂溪河而得名。

桂溪镇地处浅丘平坝，地势较为平坦。桂溪河由南向北穿过其境；支流迎春河，由东向

北汇涕j于关木桥，历史上曾是天然的护城河。

全镇主要有东、西、南、北街、人民路、工农路，环城桂溪路，向阳一路等大街，平均

宽约八米。东、西，南、北街，向阳一路，解放后进行了扩建、，加宽，铺成了柏油路面，人

行道上，法国梧桐绿树成荫。人民路、环城桂溪路、工农路是联接东，南、西，北街终端的

新建和改建大街，是进入县城的门户。城内其他街道，与七条大街平行，或与此垂直交叉。

街道房屋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构成一座新兴的县城集镇。

工业生产，在解放前，仅有几家小手工业生产。解放后发展较快，有省、县属的机电，

农机，机修、运输、印刷、纺织、造纸、制革、服装、酿造、建材，工艺等行业。其中工艺

社生产的手杖、烟嘴等久负盛名，远销国外。镇办工业从七十年代以来，现已发展N55个企

业单位，有职212341人，1980年镇办企业总产值达54万元。

交通建设在解放后发展迅速，现已有长垫梁、垫大、涪垫，垫丰、垫忠等公路，每天都

有客货车辆通往重庆、涪陵，梁平、大竹、忠县、丰都及本县各区，社集市，使该镇交通连

接城乡，四通八达。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本镇处于重庆、达县、万县、涪陵专区交界处，

也是交通要道，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物资交流大会，是物质、商品的集散之地。

文教，卫生事业，在解放前比较落后，仅有小学、初中各2所、简师1所，学生约2000

人。解放后共有小学3所，中学3所，共有学生5000余人。此外还有中等师范学校1所，省

运司涪陵分司技工学校1所，以及县办卫生学校、业余体校各1所。全镇有幼儿园7所，入

学儿童570人，有电影院1所，体育场、游泳池各1个}还设有县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

店，川剧团、川剧队、广播站等文化事业机构。卫生事业由解放初的1所简易医院发展到现

在的2所医院，还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中医门诊部等医疗单位，共有病床253张，医

务人员3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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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垫江县

桂溪镇

桂溪镇

汉语拼音

Dianj i石ng ×l右n

GUT×T Zh?}n

Gu TxTzh吝n

南街居委会 N6njI百Jow否ihuT

南外街

人民路

李家花园

冯家湾

N6nwai Ji百

R6nmTn L凸

LTj l石Huoyu6n

F6ngjIOwOn

镇中居委会 Zh吾nzhSng Jow吾ihuT

南内街

大菜园

槐荫巷

N6nn吾l J16

DSc6iyu6n

Hu6lyTn Xiang

西街居委会XTj 16 Jnwc5ihuT

西内街

东内街

工农路

×Tn吾f ji6

D6ngn蚤i JI百

GSngn6ng L凸

罗家巷 Ju6jia Xiang

向阳一路 ×Iangy6n91一L西

迎春居委会 Y?ngchBn Jow否ihui

北内街

迎春桥

B否in吾f Jf百

Y1．ngchonqi60

备 注

西魏恭帝三年分临江县地置垫江县，以河流溪沟纵

横交错，地势低夷，冲刷沉积，取其重叠之意。辖
6区1镇43个公社，542个大队，有人13756027人，

耕地721793亩。

原城关镇，以驻地桂溪镇而得名。有6个居民委员

会，19581人。

因桂溪河而得名。垫江县人民政府，桂溪镇人民政

府驻地。 ．

原一居委。因其居委处于南街得名。有8个居民小

组，891人。

本街位于县城南门城墙之外。南街居委会驻地。

1977年新建，街长850米，宽10米，行人众多得
名。

解放前，李姓所建院子，花木葱笼故名。

解放前多冯姓居住此湾，故称。

原二居委，因位于城镇中心而得名。有11个居民小
组，768人。

县城南门城墙之内，镇中居委会驻地。

解放前，此地有一大片菜园，故名。

解放前，此巷有一大槐树，夏天人们多到此避荫乘
凉，故名。

原三居委。因其居委处于西街得名。有lO个居民小
组，902人。

县城西门城墙之内。西街居委会驻地。

县城东门城墙之内。

原名河坝街。现是垫(江)粱(平)公路的一段，
为工农交通要道。

解放前多罗姓居住此巷，故名。

本街面迎晨曦，日出当照故名。为向阳第一巷．

原四居委。因有一迎春桥而得名。有11个居民小
组，952人。

县城北门城墙之内，迎春居委会驻地。

修桥竣工时为“立春"，故名。

(6)桂溪镇



现 名

大巷子

汉语拼音

DSxiangz

高坡 Geop8

东街居委会 ·DSngji6 JQwSihuf

东外街DSngw右l Ji百

北街居委会 睛ij l吾JOw8ihu7

j匕夕h街 B吾iwai ji6

向阳二路XiSngy6n92--LQ

新 街

陈家街

×Tn Jl§

Chinji石 Ji6

备 注

此巷较长且宽，故称。

城内较高的一山坡。

原五居委。因其居委处于东街而得名。有6个居民

小组，750人。

县城东门城墙之外，东街居委会驻地。

原六居委，因其居委处于北街而得名。有16个居民
小组，1329人。

县城；ll：t-J城墙之外，北街居委会驻地。

la出当照故名。向阳第二小巷。

1942年将小巷改成街，故名新街。

解放前陈姓居住此街而得名。

桂溪镇(7)



新民区概况

区面积295平方公里，共有8个公社，111个大队，859个生产队，150143人，汉族，

地新民场，海拔396米。

场原名新场，民国三年(公元1924年)孙中山提倡新三民主义，取其义而命名。在

时分为城区(今县城和三城公社)和母安镇(辖新场、沙坪、曹家、回龙、凌云，

等地。1915年废城镇N：定lJ区域，为城区(第一区)辖地。1935年分属一(治县城)，

三区(治母安)辖。1943年增设母安乡。1945年一、三区改以地名命名为城新、周嘉区。各

乡(除曹回乡隶属周嘉区外)仍隶城新区。1949年12月7日解放，1950年建立新政权时为一

(治关木桥)，七区(治武安即母安)辖地。1955年更名为城北、新民区。1956年初撤城北

区，所属9乡分别合入新民区和城西乡(归县直属)。1958年试办红旗人民公社(区级社)

时，城西乡隶属。1961年底复称新民区至今。

全区地势东低西高，最高处海拔1183米，最低处海拔385米，属浅、中丘宽谷带坝连低

山地形，主要山峰有峰顶山、垭拐山等，均在1000公尺以上。河流有桂溪、回龙、武安、双

河等6条小河，均为常流河。土壤以灰棕紫泥为主，其次是红棕紫泥、冲积土和矿子、冷沙

黄泥。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7℃。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25毫米，冬季雨雪少，年无霜

期303火，年日照在1300至1500tJ、t1．]"，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全区有耕地132654亩，主产水

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毛烟．蚕桑、榨菜等粮经作物。解放后，修建水库17座，山

坪塘595L--I，石河堰18条，引水渠33条，提灌站32处，蓄引提水量2094万方，有效灌溉面积

52930亩，加之改革耕作制度，扩大复种，改造硝地等措施，使粮食产量逐步上升。1980年

粮食总产量10937．48万斤，ELl949年的5560万斤增长了97％。耕地亩产也由1949年的400斤

提高至[]1980年的904斤，达到了《纲要》规定的指标。多种经营生产也有发展，1980年产值

58939万元。

社队企业近年发展较快，全区现有发电，煤炭，榨菜、农机、酒厂、砖瓦、粮油加工、

以及缝纫、理发、食店等，年产值300．42万元(未含农机部分)。1980年人平分粮531斤，人

平分配收入75元。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中小学150所，教职工938人，在校学生31460人，小学入

学率95．4％。有幼儿园26所，幼师21人，入园幼JL888人。有电影队、广播站、文化科普站

各8个。有中西医结合的卫生院9个，医务人员129人。合作医疗站110个，赤脚医生241人。

1980年计划生育率平均为59．6％，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下降到4．490。

‘交通、财贸建设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现有长(寿)梁(平)公路干线横穿全区。全区

有供销社(分社)、营业所(信用社)、粮站(粮管所)、食品站(点)各9个。1980年信

用社存贷总额2061．19万元，供销社(分社)及综合商店服务网点167个，营业额689．23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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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口人民公社概况

双河口公社57平方公里，以峰顶山东麓的白云、白象两条河流经此地汇合而得名。清代

康熙时为北里辖区，清宣统时为新场，属母安镇所辖。1915年仍为新场，隶属城区。1935年

为新镇，1941年名新民乡，均为第三区(1945年名城新区)所领，1949年12月7日解放。

1950年仍名新民乡。1958年试办红旗人民公社(即新民区)时改称双河管区(社级)，1962

年改管区为人民公社，1981年更名为双河口人民公社。现有19个大队，147个生产队，7217

户。32027人(含非农业人口844人)。汉族。公社驻地新民场，海拔396米。 ，，

该社地势西高东低，最高处海拔1183米，最低处海拔392米，属于浅丘宽谷带坝连低山

地貌，主要山峰、河流有峰顶山(海拔1183米)，桂溪河。土壤以灰棕紫泥为主，其次是冲

积土、矿子，冷沙黄泥。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8℃，年降雨量1240毫米，年无霜期303

天。全社耕地面积26784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等。解放后，修建水库1座，山

坪塘101口，机，电排灌站10处，蓄，引，提水量206万方，有效灌溉面积6980亩。农业生产

发展较快，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53万斤增加到1980年的2140．67万斤，增长86％。多种经

营生产也有相应的发展，1980年产值达131．77万元，社队企业有新的发展，现有农机修配、

榨菜、煤厂、砖瓦、粮油加工等，产值63．92万元。1980年人平分粮466斤，人平分配收入73

元。

交通，财贸，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境内有长(寿)垫(江)梁(平)公

路干线，另有到西山、双河口、树新、印合的四条支公路。有信用社、供销分社、粮管所、

食品点各1个，1980年信用社存贷总额206万元；供销分社，合作商店、服务网点44个，营

业额124．48万元，有电影队、广播站、邮电所，文化科普站各1个，中小学22所，教职工

195人，在校学生6901人，小学入学率96．5％，有卫生院1所，医务人员20人，大队医疗站

18个，赤脚医生43人，1980年计划生育率为67．3％，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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