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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而不断地发展和改变。我县地名历经各个时期的变换和更替，存在

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健康或用字生僻；有

的是地图和实地地名不一致；有的不尊重少数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

或错位或错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革命化"，更增

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部署，我们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

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

因重名需更名的一个区、一个镇和十四个公社，在反复征求意见，慎

重选择后报经省人民政府和宣宾行署批准，重新命了新名。同时，以

1：5万地形图为基础，核调了县境内地名，删去了实地已消失和失

去作用的地名，改正了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新增大队以上地名

1218条。通过全面普查，全县地名基本上达到了不重不漏，书写标准，

规范的要求。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经过由下而上，内查外调，

资料比较系统，四项普查成果又经过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汇编成《叙永县地名录》，提供有关单位参考，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l：5万地形图，缩制



成l：20万的全县地图，标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收集了地

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92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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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4806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现用地名的含义作了简

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工农业生产、人口方面的数字和公社．生产大队、

生产队数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年报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叙永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叙永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A--年八月



叙‘永县概况

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县城濒永宁河上游。东面与古蔺县及贵州省赤水县连接．南

面与贵州省毕书县及云南省镇雄县交界，西面与兴文县及云南省威信县相邻，北面与江安，

纳溪，合江等县接壤。地理座标在东经105。037—105。407，北纬27。427—28。317之间。总面

积约3105平方公里。川滇东路经过境内，为川，滇、黔三省交通要道。

全县辖10个区，4个镇，72个公社，666个大队，4270个生产队。1980年底有144470户

720203人，其中农业人口为631801人。主要有汉、苗、彝等民族，系多民族杂居地区。县人

民政府驻地叙永镇，位于宜宾市东南部210公里处，东经105。26 7，北纬28。107．

(一)历史沿革

叙永历史悠久，据《永宁厅县合志》和《叙永县志》记载：叙永、永宁在。禹贡梁州南境

荒服。商时近鬼方，以地属鬼宿之次，高宗征鬼方是也。周时为卢戎，即秦誓所谓与庸蜀羌

髦微彭濮佐武王伐殷者也。春秋时为荧侯国，战国属楚。秦为蜀郡地。汉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开夜郎置犍为郡，为燹道县地，建安元年朱提刘璋在蜀分巴，以永宁为巴东郡，垫

江为巴郡，阀中为巴西郡，是为三巴，而永宁为巴东地。晋置永宁县属云南郡，宋，周，隋

因之。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置羁糜蔺州，纳溪以南皆其境。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

革州，分隶江安、合江二县地，属泸州。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改为西南番总管府，元

统元年(公元1333年)置永宁路领筠连州及腾川县，寻改永宁路为镇边元帅军民宣抚司。明

元珍据重庆改设永宁镇边都元帅府，仍设宣抚司；明洪武四年(公元1373年)，命傅友德进

征云南，六月友德军次永宁置永宁宣抚使，五年城永宁置永宁卫，分隶贵州都司，寻改为长

官司，隶四川，后改为安抚司；六年筠连州腾大寨蛮编张等叛，命袁洪讨平之，逐降筠连州

为县属叙州，以九姓长官隶永宁安抚司，七年升安抚司为宣抚司，族正三品，隶四川布政

司。成化四年(公元1648年)程信等讨平大坝都掌夷，改大坝为太平川置长官司，与九姓长

官司同隶永宁宣抚司，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宣抚使奢崇明叛，朱燮元督师讨之。崇祯

二年(公元1629年)平定，编其地为九里四十八屯，隶四川，三年始置同知以征民粮，八年

改军粮厅，属叙州府，并移叙州兵备道于永宁，与贵州参将同城。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

年)，开复永宁，立总兵镇之。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始设分巡永宁道，三年改镇为协’

四年分西城隶属四川叙永同知，东城隶贵州威宁府，六年裁永宁道，九年复设，二十六年改

永宁卫为县，仍隶贵州。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并归四川为永宁县，属叙州府，六年

改隶叙永厅，并改太平长官司地为太平里，九姓司改隶泸州，厅隶地仍分九里，共十六屯．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 7r年)，裁协标副将改设参将，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迁永宁县



治古蔺，寻改称古蔺县划厅屠之境与黔接壤者隶古蔺，划县属之境与滇接壤者隶叙永，宣统

元年(公元1909年)升叙永厅为直隶州，划九姓司与泸州毗连各地为古宋县，与古蔺县并隶

永宁州。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永宁州为叙永县，仍隶下川南永宁道，民国十八年裁

永宁道，而县归省政府直辖，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一九四九年

十二月解放后，将北面的打鼓和叙蓬溪划归纳溪县，先后属隆昌专区和泸州专区管辖，一九

五九年后，古宋县和古蔺县的石坝区及普站公社先后并入叙永县，属宜宾地区管辖。叙永，

取叙(叙州府，今宜宾市)属永宁之意得名。

(二)自然条件

叙永县地处四川盆地南缘的低山丘陵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褶皱山区。县境的主要山脉，西

面有北东走向的双河，东面中段有落叶坝，大安山等，均系石灰岩组成的中高褶皱山。县境

地势象一个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船形盆地。偏西南的罗汉林是县内最高峰，海拔1902米，北

面的江门河谷为最低地，海拔248米。境内大小河流甚多，主要有永宁河和古宋河。永宁河

发源于南部山区，北流纵贯县境中部，北部，经纳溪汇入长江，全长111公里。古宋河发源

于县境内大坝公社的大，小鱼洞及四龙公社的洞河，由西南向北经流大坝，古宋，马岭等

区。与永宁河相汇，全长63公里。永宁河及古宋河是本县农业灌溉的重要水源。

叙永属副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8度，一月平均气温摄氏7．7度，七月平均气温

为摄氏27．8度，无霜期平均345天。年降水量为1168．5毫米，集中在5"9YJ份，春末夏初和

秋季常有绵雨低温产生，夏季多干旱，火风，对农作物的栽插和生长有影响。本县土壤有紫

红色沙壤和石灰岩土；紫红色沙壤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带，是本县粮食主要产地。石灰岩土主

要分布在南面山区，土薄地瘦，粮食单产不高，但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和发展林，牧业等多种

经营的优越条件。

境内主要矿产资源有煤，褐铁，硫磺等矿，多分布子石灰岩组成的褶皱山区，具有工业

价值。其次，铜、磷矿及耐火粘土零星分布在县境东北部和南部山区一带。

(三)经济情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64，4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18，40万元，工业总产值46，02

万元。

农业l现有耕地766472亩，其中田429164亩，土337308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约占

粮食总产量的60％)，其次是小麦、玉米和红苕。经济作物以油菜、花生、烤烟，茶叶等为

主。土特产以生漆、猪鬃、牛皮，中药材为主，特别是烤烟，近几年发展较快，巳成为我县

多种经营的骨干品种。解放前，由于水利条件差，耕作技术简陋，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

后，通过历年来的农田基本建设，新建了塘，库、渠5633处，机电提灌站565处，农田有效

灌溉面积达189295亩，并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59台，4317马力，柴油机、汽油机和电

动机1748台，19190马力，农用水泵和水轮泵1251台，各种农机引具2429台。随着水利，耕

作条件的改善，大搞科学种田，大力推广良种，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的粮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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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4107，9万斤，比解放前将近翻了两番。林业，是我县发展的方向，全县现有林业用地180

万亩，占总面积的36％。1980年造林72094亩，育苗1909亩，幼林抚育146484亩，成林抚育

27240亩，迹地更新5146亩，零星植树1333万株。林木蓄积量130万立方米，当年采伐木材

14323米。蓄牧业以生猪、黄牛为主，1980年末生猪圈存281019头，出肥151649头，黄牛25450

头。茶园面积21354亩，1980年产茶7645担。桑园面积3012亩，1980年蚕茧产量3540担。1980

年的农业总产值11840万元(其中农业产值5679万元，林业产值1164万元，牧业产值2443万

元，副业产值2552万元，渔业产值2万元)，人平分粮442斤(农业分粮人口)，人平分配

收入56元。1980年社队企业收入达1172万元。

工业：解放前本县工业极为落后，仅有为数很少的采煤，织布，榨油等小手工业。解

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种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现巳建立了农机、氮肥、水

泥、炼铁、采煤、炼磺、耐火材料、水电等工业。主要产品有脱粒机、磨粉机，水泵、面

机、电焊机、生铁、煤炭，硫磺，铜、水泥、氮肥，耐火砖等。轻工业主要有造纸，印刷，

陶瓷，蚕茧，草席等。其中尤以花草蔗较为著名。1980年，县属34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总产值

1348．63万元，354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2097．34万元。主要产品产量：生铁5570吨，

铁矿石7283吨，发电量2918．68万度，’原煤246770吨，硫铁矿39231吨，化肥8886吨，硫磺

17175吨，水泥13596吨，砖1410万块，木材产量15064立方米，棉布85．26万米，日用陶瓷

109．74万件。

交通：解放前仅有过境80多公里长的川滇公路一段，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后，在党和政

府的关怀下，境内除有川滇路，叙威路，叙蔺路，江高路等主要公路干线外，72个公社已有

68个公社通公路。现共有公路23条，长452公里，比解放前增加5倍多。建立了县汽车队，拥

有汽车30余辆。基本改变了山区人民肩挑背驮的落后状况，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资交

流。

商业：解放前，因叙永县城是通向云，贵的交通要道，商业比较繁荣，大都从事粮、

棉，油、盐，糖、烟、洒等物资贩运。解放后，商业更是蓬勃发展，全县现有八大公司和供

销社，商业网点遍布城乡，市场兴旺繁荣。1980年底，全县有各种商业、饮食机构2718个，

职工7798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7395．18万元。

文化教育：解放前本县教育事业极端落后，全县仅有5所中学和112所小学，学生18390

人。解放后，文教事业迅速发展，至1980年已有小学817所，初中校12所，高中校2所，共有

在校学生137793人，教职员5904人。文化事业，现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广播站、

川剧团各1个，电影院2个，农村公社有电影放映队33个，文化站13个。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1所破烂不堪的医院，医务人员12个，使一个盛产药材的山区成

了有病无处看，小病治不好，大病等着死的瘟疫区。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

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全县现有县医院2所，区医院10所，镇社医院75所，合作医疗站，所

513个，共有床位588张，医务人员2235人。全县城乡医疗卫生网已基本形成，大大改变了解

放前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计划生育也取得较大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1971年的32．3％

下降到1980年的6．460／oo。

名胜古迹：县城内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春秋祠，是陕西盐商于光绪26年开始修建，完工

于光绪32年，以木，石雕刻著名。它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高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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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永镇概况

叙永镇，位于永宁河两岸，东至镇南桥，南至胜利桥，西至二道桥，北至流沙岩，面积

约8．5平方公里。地势较平坦，海拔347米，气候温和。辖17个居委会和2个菜蔬场，有大小

街巷90条，8919户，37971人，其中：苗族79人，彝族4人，回族274人、蒙古族8人、满族

29人，壮族1人、傣族1人，黎族1人，傈族1人，拉祜族1人，纳西族1人，未定名民族

1人。镇人民政府驻东大街。

本镇分东西两城，上下两桥连接。西城旧为叙永厅治，东城fL：I为县治。据《叙永县志》

记载：城垣是明洪武五年时，由指挥杨广率宣抚奢禄创建，以二水合流城中，故分东西。先

是东城隶贵州，称贵城，西城隶NIII，称西城。吴逆之乱两次攻击，二城尽圮。清康熙四

年，永宁道杨应魁详请重修。至雍正八年改设直隶叙永厅，永宁县属矣，而两城乃并归四

川，宣统二年属永城里。民国初，仍袭旧称，民国二年属城乡区，民国十八年改区为镇(中

城镇)，民国三十七年改为双城镇。一九五O年改为叙永县城关区，下设两镇一乡(东，西

城镇和环城乡)27个治安组，1951年民主建政时改治安组为段。1954年撤区，成立城市工作

委员会，辖两镇、两村。1956年改为城关镇，辖17个居委会和2个菜蔬场。1981年12月地名

普查时，因重名，经宜宾行署批准，更名为叙永镇(随县定名)。

工业交通。解放前，工业交通十分落后，仅有以土布编织和以竹木为原材料加工制造为

主的手工业，以及木船，架车、人力肩挑等原始落后的运输业。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现

有省，县办的瓷土，农机，氮肥等行业和镇办工厂2个，街道工业13个。两个镇办厂有在职

职工306人，年总产值达25．27万元。街道工业在职职工763人，年总产值达50．52万元。在交

通方面，省汽车运输公司设有汽车站，专区和县分别设有养护段，汽车队，搬运公司和航运

公司。

农业：两个蔬菜场有耕地1401亩，以蔬菜生产为主，年产量400万斤。农，副业总产值

达22．4万元。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年总产值达6．2万元，占农副总收入2 7P．7％。

商业：县办商业有八大公司(即百货公司，糖业烟酒公司、五金公司、石油公司、食品

公司、医药公司，蔬饮服公司和棉麻烟公司等)，下设若干门市部，分布在全城各条街巷，

基本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市场相当繁荣，热闹。

文教，卫生事业l解放前只有小学5所，学生约有2000人左右’中学2所，学生600人

左右，中、小学教职员工总数约110人。现有镇管的中学2所，小学8所(包括幼儿园2所)，

中小学教师342人，学生7303人。另外，还有叙永一中、定水中学，叙永进修学校，城郊中

学．叙永卫校，叙永师范和汽车技校。

解放前，全城只有县办卫生院1个，设备相当简陋，病床只有几张。解放后，设有镇办

诊所1个，红旗医院l所，县办有人民医院住院部，门诊部，设有病床270张，有医务人员

·5’



300人左右I还办有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等，人民的福利卫生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

一
县办有电影院2个，电影放映公司l"k，lll思lla：1 1个，还有图书馆，新华书店和文化馆’

寸o

，～，苎譬古挚妻妻棼祠，开建于清誊绪26年，完工于清光绪32年。以木，石雕刻著名，被列
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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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叙永县 。

叙永

叙永镇

东大街

府厅巷

板桥巷

仓坝街。

马号街

硝磺巷

熊公坡

东城讯

官菜园

像馆巷

肉市街

下桥街

流沙岩

江西街

阮家巷

三交界

水磨上

水巷子

宝珠街

新东门

小校场

白衣庵

汉语拼音

Xfly6ng Xian

XfiyOng

Xnyong Zhen

Dongda Jie

F矗tIng Xi直ng

Banqi幻Xiang

CangbA Jie

M直hao Jie

：Xi矗ohu矗ng Xiang

Xi6nggongpo

Donbcheng Xdn

GuancMyu矗n

XiangguAn Xiang

Roushl Jie

Xiaqiao Jie

Lictshayan

JiangX!Jie

Ruanjia Xiang

Sanjiaojie

S hulm6shang

S hulXiangzi

Baozha Jie

Xindongm*n

Xiaojiaoch矗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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