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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广大人民群众相互交往的一种工具，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演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

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不少问题。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交往极为不

利。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等文件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

神，我县于1981年5月31日开始，至1982年2月20日止，以9个月时间，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

反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上下结

合，反复研究，对全县生产大队(含城镇街道)以上行政区划名称，有重名

的，经上级批准进行了更名。同时以1：5万地形图(1960年版)为基础，通

过走访干部、群众普查了县内地名1，817条，删去了失去作用的地名72条，

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697条(合计769条)，占地形图上原

有地名的42．3％，同时，新增各级行政区划及其驻地等地名847条。基本上

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我

们将全县普查成果主要资料汇编成《四JIl省南溪县地名录》，以满足各方面

的需要。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了1：16万

的全县地图，并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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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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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筑等地名共2，597条，并加注了

汉语拼音。同时在备注栏内，对现有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及大队以上各行政

区划面积，辖区，人口等作了简要介绍。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种数据，均由县统计局和有关部门提供，其中人口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其他则系1980年统计年报和1981年地名普查实

数。 “。 ‘。+‘o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南溪县地名时，应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o

I

南溪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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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县地图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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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县概况

南溪县位于长江上游之四川南部，现属宜宾地区所辖。东邻江安，南接长宁，西与宜

宾市、宜宾县、高县接壤，北与富顺相连。地理座标；东经104。397至105。047，北纬28。

347至29。037。面积1，054平方公里，全县共辖五个区、1个区级镇、1个社级镇、31个

公社，307个生产大队、2，250个生产队。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107，925户，492，189

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467人。主要是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南溪镇，地理座标东

经104。58’，北纬28。507，海拔高度-)68．2米．

(一)历史沿革

南溪古为焚候国地，秦时属西南夷·西汉时，南溪与宜宾同为焚道县，属犍为郡。

梁武帝置戎州，下设二县：一为焚遭县(今宜宾市)，一为南广县。南溪始属南广县，

治所设于今李庄。至隋代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改为南溪(因李庄在焚溪——涪溪之

南，故名)。唐代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戎州治所，由荧道迁李庄，并设都督府。

以后戎州治所又在这两地反复迁移，终于在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复移州还

焚道，南溪以县属之。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在仙源坝(今南溪镇)筑城，取

名奋戎城。宋乾德中(公元963年至968年)将南溪县城由李庄迁至奋戎城。元代属叙州

路。明代、清代属叙州府。民国初属永宁遭，民国十八年废“道”直属省政府。民国二

十四年属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1949年12月南溪解放，仍J1j原名，隶属川南行政公署

宜宾专区，1953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后，仍属宜宾专区至今。

全县南北较长，东西较窄，深浅丘陵相问。主要是冲积土，紫色土和黄壤，土质较

好，有利于农业生产。长江横贯全境，将全县分为江南j江北两大区域：在江北，有8

个区，一个区级镇，21个公社，在江南，有2个区，一个社级镇，10个公社。全县山

脉，河流较少。在县境南面，有高县的汉王山两条支脉：一条蜿蜒于文化、宋家和马家

公社，另一条伸向云顶、牟坪公社。在县境北面，有北干、中干、南干三条山脉，平行排

列。北干从宜宾县的高洞公社伸出，经本县林丰、大坪公社，至富顺的兜山；中干西起

本县黄沙河东南，经大观，新添、石公公社入富顺。在这两条山脉之间形成槽地，即是

有名的百里冲，南千自挂弓山东下，经志城、石鼓、罗龙至桂溪公社。全县共有林地13

万多亩，其中已有林7万多亩，森林复盖率占5％。，县内除长江、黄沙河外，其余均为溪

流。地下矿藏有煤，天然气、石灰石、盐泉和砂金等。本县气候属中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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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从植被等方面分析，并有南热带气候属性，四季气候更替分明。总的特点是。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宜耕。年平均温度18．1℃左右，日照1，155小时，

降雨量1072毫米，其中有54％的降雨量集中在气温高的六、七，八月份。但长兴地区降

雨量只有780毫米左右，四季干旱频率为全县之冠，成了宜宾地区江北旱片中心地带。

(三)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10，183万元，人平213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008．32

万元，占29％，农业总产值7，375万元，占71％。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457，293亩(按农业人口人平约1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

为主，其次是玉米、红苕和高梁。经济作物以油菜，花生，甘蔗，黄麻为主。解放前，

我县农业生产条件很差。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矗愚公移

山，，、艰苦创业的精神，兴修了马耳岩，卫星，幸福等中，小型水库101座，石河堰

296处，山湾塘3，691口，总蓄水量10，889万方，控灌面积22万亩：并采取掺沙改土、修

排洪遭和地下暗渠等措施，基本上改造了百里冲、龙滩河、芦亭坝、自沙坝等20多处成片

低产田。全县还建立了农业科学砑究所，农技站、气象站、种子站、良种示范繁殖场和

5个区农技站、32个公社农科站，初步形成了一个农科网。1980年全县拥有各种排灌机

械共2，168台，28，000马力。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实行科学种田，有力地推动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1980年全县全民和集体粮食总产26，575万斤，比1949年增长87％，完成

粮食征购贸易粮4，385万斤，议购贸易tt690万斤后，人平分粮429斤。生猪存栏数21，1574

头，出肥106，165头，产油菜18，020担，黄麻5，260担，花生1，739担，蚕茧7，628担，茶

叶1，350担，甘蔗2，300吨。全县140多万株柑桔、夏橙，雪梨，其中有三分之一已挂果投

产，已建成产气使用的沼气池5，000多日，社队企业已发展到474个，产值1，160万元。

随着中央C1980]75号文件的贯彻，农业普遍推行了包产(包千)到户的生产责任

制，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81年全县粮食生产已

突破了8亿斤大关，社社队队增产，家家户户增收，农业生产谱写出了新的一页。

工业：解放前，全县仅有一些竹木，铁器、小煤窑、小陶厂等小手工业。解放后，

工业发展很快，现有县属以上厂矿61个。其中，中央厂矿4个，省属1个，地属2个，县属

全民厂矿18个(包括商办工业)，集体厂矿36个。有军工、电器、造船、锅炉，农机制

造、建筑材料、采煤、陶瓷、造纸、化肥、麻纺，绵球、丝棉、针织，布鞋、皮鞋、制

糖，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行业。1980年主要产品有：合成氨6，078吨，磷肥6，088吨，

水泥9，432吨，原煤50，123吨，砖5，971万块，食糖198吨，植物油670吨，白酒1，855吨。

交通：解放前，县境内没有一条公路，全靠长江水路运输。解放后，全县修建了公

路25条，共247公里，各区、镇、社均有公路相通。还有川云、宜泸公路在县境交汇。但

由于长江所隔，江北与江南无桥梁和汽车轮渡沟通，交通运输往来仍有一定困难。全县

现有汽车112台，机动船13艘。

商业：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业服务网点逐渐增加，1980年全

县城乡共有全民和集体商业销售点1，005个，营业员、服务员共4，539人，社会商品零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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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5，135．87／元；饮食业销售额249．87万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我县教育事业曾有一个新兴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上海同济大学、四川省宜宾中学、四川省宜宾师范学校相继迁来本县李庄镇(抗

战胜利后仍迁回了原地)，研究单位人员和学校师生来自全省及全国各地，并有外籍教

师，当时李庄形成了一个新兴文化区域，如今文化公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勰放

后，全县教育事业又有新的发展。现有电视大学教学班三个，普通中学6所，教师进修

校1所，小学302所，县属幼儿园i所，城乡幼儿班22个，中、小学教师3，418人，其

中民办教师1，766人，在校中、小学生91，327人，幼儿园入园儿童5，874人，学龄儿童入

学率93．9％。本县境内还有四川省宜宾师范专科学校一所，专属以．17．厂矿子弟校4所。

文化设施：有县文化馆、川剧团、新华书店，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业余体校，灯

光球场，电影院和32个社、镇、厂矿电影放映队、7个公社文化站。

南溪山河秀丽，风景幽雅。据民国26年《南溪县志》记载在县城周围有：桂溪钓

艇，瑞云谖谴，仙观晴霞、龙腾晚照、琴岭松风、镇澜夜月、海楼烟雨、芦亭晚渡八大

胜景。县境内还有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旋螺殿’’。

卫生。解放前，我县只有一个卫生院，几个医生，设备简陋。现设有县医院、防疫

站、妇幼保健站各一个，区社医院36所，共有病床456张，医务人员695人，合作医疗站

293个，有医务人员700人。计划生育已取得一定成绩，人口增长率由1971年的34．160／oo。

下降N1980年的5．54‰。

南溪县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早在本世纪初，朱德委员长带领护国军，曾转战

于南溪城乡，这里也是他和周恩来总理的挚友孙炳文烈士(孙中山先生组创的同盟会会

员、继周恩来同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北伐时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留守广

州；后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的故乡。在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早在二十年代南溪

的农民革命运动就风起云涌。
。

南溪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



南溪，镇概况

南溪镇是南溪县党政机关驻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位于长江之滨，

地势平坦，北隔一条小溪与阜鸣公社连界，南临滚滚长江与江南公社相望，西、北

面与城郊公社接壤，从东到西有一条3公里的环城公路。全镇有26条街，10条巷，所

辖8个居民委员会，一个蔬菜农场，居民5，733户，24611入，主要是汉族。南溪镇人民

政府驻由义街27号。

南溪是一座已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远在唐代傍宗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开始

在仙源坝．(今南溪镇)建城，名奋戎。到宋代乾德中(即公元963—968年)，南浮县城

从李庄迁至奋戎城。在民国时期改为中城镇，解放后仍用原名，1952年改为城关区，

1956年更名为城关镇，1981年经四川省宜宾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始用现名·

南溪镇解放前工业很落后，仅有织布、染坊、酿酒等一些小手工业。解放后在党和

政府的领导下，全镇工业发展较快，有县属农机一，二厂，二轻局所属的锅炉厂、塑料

厂，帽鞋厂、服装厂、印刷厂等。镇办工业从无到有逐年发展，现有自来水厂，绢纺

厂、丝棉厂，化工厂、机械、纸制品、竹藤、塑料工艺厂等13个企业，职工共621人。

1980年工业、商业生产经营总值303万元。绢纺工业是全镇新兴工业，年产精干品62

吨，产值已达100万元以上，产品洁白柔软，品质优良，远销上海、日本，深得用户欢

迎。著名的南溪豆腐千，品种繁多，色彩鲜艳，质地绵软，远近闻名·，

随着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也不断前进。镇内有县属文化馆、电影院、，川剧

团、灯光球场、电视差转台，广播站，另外还有镇属川剧团一个，一些街道还办有文化

站、图书室。教育事业，有县属中学2所，教师进修校一所，镇属小学3所，幼儿园2

所。卫生事业，有县属医院、防疫站、保健站。还有镇办医院2所，有病床32张，并有

照光，化验等设备。

城内原街道古老狭窄，镇容不整。1972年以来，县属机关、企业、学校，厂矿新盖

了一批生产，办公、营业和生活用房。镇内主要街道铺上了六角形水泥预制板，疏通了

下水道，街道两旁开始植树绿化，市容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镇交通方便，每天船

来车往四通八达。

古城南溪，据《南溪县志》记载，在城的周围有桂溪钓艇、瑞云瑷建，仙观晴霞、

龙腾晚照，镇澜夜月、芦亭晚渡、海楼烟雨，琴岭松风八大风景。另外在江对岸还有镇

南，映南两塔傲然屹立，是人们观赏度暇的好地方。

南溪镇是朱德委员长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镇内官仓街103号院内现有朱德同志

l 917年亲手培植之茶花二株。
。

南溪镇人民政府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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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名

南溪县

南溪镇

南溪

东大街

下正街

上正街

官仓街

西大街

交通街

钟灵街

皇都街

工字街

达巷

东风巷

桂花街

凤翔街

三元街

荷堰巷

迎宾巷

水池街

文化街

居民村

桑林巷

由义街

北大街

●

及■拼膏

N6nzI xiAn

Nenxl Zh色n

NenxI

Dong Dajie

XiA Zhengjie

Shang Zhengjie

Gu；tnc／lng Jie

Xi Dajie

Ji；iotong Jie

ZhOngleng Jie

Huangbct Jie

Gongzl Jie

D矗xiang

Dongfeng xiang

Guihu& Jie

F色ngxiAng Jie

SanyuAn Jia

H6yan XiAng’

Yingbin Xiang

Shuichl Jie

W6nhua Jie

JftmincQn

$￡tnglln Xiang

Y6uyl Jie

Bei Dajie

鲁 往

古为芙侯嗣，．汉时置县．隋改南浜．因当时治所李庄位
·予焚溪(今涪溪)之南．故名南溪．

解放前称。中城区’．解放后改城关区．城关镇，1981
年更今名，以驻地南溪故名．有街26．巷lo．

古为。仙源坝。．唐筑奋戎城，北宋初县城定此，因原
真治所李庄位于涪浜之南。故以县名命城，县，镇政府
与龙腾区公所驻此．每逢2，5，8赶场．

县城之东方．系主要大街，南溪县政府。县法院驻此
街．

县城之东下方，系主要大街，县人民武装部驻此街．

县城之西上方．系主要大街，县公安局，检察院驻此
街．

清时宫府在此修有粮仓．故名．街内有朱德同志旧居．

县城之西方，系主要大街．

原为半环城公路，近年两侧薪修一批房屋．县交通局
县汽车队和南山码头均在境内，故名．

原名秀才街，后改现名，有。人杰地灵。之意．

此街北端原有皇都门，故名．

因此街与另两街中间相连．其形如工字，县医院住院部
在此．

又名火神庙巷．

旧名曾家巷，县教师进修学校在此巷内．

此街北面不远处之文庙(现为县=中)原桂花盛开时香
飘城内，故名．

此街北端原有凤翔门(门外山形似凤．古名风凰山)．

旧名，有。三元及第。之意．

此巷内原有—荷池．

因巷内设有县招待所，有迎送过往宾客之意．县人大．’
县政协及县委党校均在此．

此街地处低泞．每逢大雨，积水较多．

困县文化馆，体委．电影院，JIl剧院威集于此．

五，六十年代所建的职工居民住宅区．

原巷内桑树种植较多．

含义不详．沿用解放前之旧街名．南溪镇镇政府驻此．

墨缝窆霉!E童：。墨妻要本常，．县工会驻此．街区有省长
途汽车站和县搬运公司汽车站．

南溪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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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南山村 Nansh￡tncan

文献巷 Wenxian Xiang

水巷子 Shuixiangzi

翠金街 Cuijin Jie

斗档街D0udang Ji6

南大街 Nan Dajio

寿华街 Sh6uhua Jie

东顺城街 DongShdnch6ng Ji邑

西顺城街 Xishnncheng Jie

广福街 Guan9fa Jie

福兴街 Faxing Jie

麻柳街 Malia Jie

紫云街 Ziyan Jie

西郊巷Xijiao xiang

备 ．， 注

为国营南山机器厂住宅区．龙黯区公所驻此．

巷内原有一古文献楼．

此巷紧临长江，地势低淫、每逢江永上涨，常淹没路
面．

此街系旧街名．因邻近翠金门，鼓名．

由二条街组成，形似丁字．如过去习用之置兵。斗挡
子。．

原名文明街、文革期改为。援越街。现更名南大街，因
位于县城之南方，街南端为大南门轮船码头．

街内曾有。万寿宫’和。南华宫。．各取一字而得名、
万寿宫已改建粮仓．南华富改建面粉厂．

此衡沿长江，顺城之东，故名．

此衡沿长江，顺城墙西行，故名．

街之北端原有广福寺，南端贝IJ有广福门，仃外有轮船码
头．

街内曾住前清举人何福隆，并有一商号同兴泰，原取人
名、商号中间各一字为街名，名今沿用旧名．

此处原长有较多麻柳树，后形成街，而得名．

原有紫云宫，近年始形成街道．

此巷系挖除城墙后形成，可直通西郊大队等地．

——————————————————————————————————————————一一一一
(6)南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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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战友lJ朱德与孙炳文同志在南溪合影

朱德委员长一九一七年在南溪所植茶花



南溪县氮肥厂一角——化肥待运

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迁南旧址——现

李庄镇南溪县第五中学。



—孵孵

给孩子们在烈士陵园讲革命传统。

融

厶，一幽劝
南溪地方产品之一

_1豆窗



庄
旋

四螺
川殿
省

。

雷
占

又
物
保
护
曲

位

李

农
民
们
高
高
兴
兴
地
走
出
电
影
院



行政区划 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 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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