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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名普查工作，自一九八O年十271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结束。

在地名普查工作中，认真贯彻了国务院，省政府，万县行署有关地名普查的规定，以一

比五万地形图(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版)为基础，共普查了县境内地名三千二百八十一

条，删去了已不存在及失去作用的地名五十～条，纠正错字，错音，错位的七百一十二条，

新增地名九百三十九条。通过实地核调，查阅资料，基本弄清了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义，

在此基础上，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的

稳定性和反映地理特征的原则，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做到了镇、区，公社名称在地区

内不重名，生产大队名称在县内不重名。全部地名经过细致地整理，给国家提供了一套较为

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今后各项工作以及各行各业凡使用本县地名时，都必须以此

为准。
’

为珍惜地名普查的成果，便于存放、查阅和使用，发挥它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和科研

方面应有的作用，我们编纂了《四川省巫山县地名录》，共收入地名四千一百六十九条，各

类概况文字材料九十七份，还适当插入了一些反映巫山的风景名胜，历史文物、山区特点等

照片，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有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更替等作

了简要说明。最后还附录了万署通(1 9 8 1)l号通告、巫山府发(1 9 8 1)l 4 2号

通告、地名首字笔画索引、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索引。

《地名录》中所用数据系一九八。年底县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汉语拼音中的Xt(溪)

本地读QI；凡轻声读音，一律未标调。

巫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吉I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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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概况

巫山县是川东的门户，地处长江峡区，东邻湖北省巴东县，南连湖北省建始县，西抵奉

节县，北依巫溪县。跨越北纬3 0。4 5 7——3 1
9

2 8’，东经l 0 9。3 3 7一l 1 0。

l l，。总面积约二千九百七十一平方公里。辖九区、一镇、六十四个公社，七个居民委员

会，五百六十五个生产大队，四千三百八十五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底总人口四十八万九千

九百一十五人(男二十五万七千四百一十九人，女二十三万二千四百九十六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二万二千二百零二人。主要为汉族，有极少数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县人民

政府驻巫峡镇。

一，历史沿箪

巫山县早在五千年前便为人类所开发。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七五年在境内发掘原始社会末

期的文化遗址一囊大溪文化黟就是一证。
巫山一名由来已久，据《巫山县志》载： 盔巫山以巫咸得名。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师，

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封于是山，因以为名。第《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山形如巫字之

说。

今县辖境按《禹贡》定九州，属荆、梁二州之域。《巫山县志》云{春秋为夔子国地。

战国时，楚设巫郡。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 7 7年)废巫郡，置巫县，隶属黔中郡。

西汉时，巫县属南郡。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 2 O年)隶于新城郡。三国吴景帝永

安三年(公元2 6 0年)以巫县为郡治置建平郡，领巫县、北井(今洋溪公社)等六县。西

晋太康元年(公元2 8 0年)增置泰昌县(今大昌公社)，东晋又置南陵县(今南陵公社)。

南北朝时，刘宋文帝省南陵县入巫县，北周因避文帝字文泰之讳，改泰昌县为大昌县，

并分建平郡之大昌、北井两县置永昌郡，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 6 6年)省北井县入大昌

县，废永昌郡，建平郡增置江阴县(今曲尺公社)，建德中废。

隋开皇三年(公元5 8 3年)罢建平郡，改巫县为巫山县。大业年间巫山、大昌二县属

巴东郡。

唐代时，巫山县、大昌县隶属夔州，为山南东道所辖。大昌县于宋端拱元年(公元9 8

8年)改属大宁监，南宋嘉定八年(公元l 2 l 5年)移治水口监，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元

1 2 8 3年)并入大宁州，明洪武四年(公元l 3 7 1年)复置水口监，后因民少，并入

大宁县；永乐初(公元l 4 0 3年)复置大昌县，改属夔州府。清康熙九年(公元l 6 7 O

年)大昌县并入巫山县。

民国时，巫山县隶属四川省东川道，县下分设东，南，西，北四个乡区。民国二十四

年，废道，巫山县属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县下设三区，十八乡(镇)，二百四十二个

保，二千九百八十一个甲。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巫山解放，属川东行署万县专区所辖。一九五三年撤销川东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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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恢复四川省建制，巫山隶于四川省万县专区至今。解放初，县以下设一镇、四区，十八乡

(镇)。一九五二年，湖北省建始县的铜鼓乡划入我县，全县分为九个区(序数名)，一个

镇，二十二个乡(镇)。一九五三年四月划乡建政，将全县二十二个乡(镇)划为六十个乡

(镇)，同年九月，大乡划小乡，又将六十个乡(镇)划为一百四十个乡(镇)。一九五五

年，原七区(今福田)，八区(今双龙)并入二区(今大昌)，同时改序数区名为中和，大

昌、大庙、官渡，河梁、骡坪，官阳七个区，同年，将一百四十个乡(镇)合并为六十二

个乡(镇)。一九五六年全县调整为五十三个乡(镇)。一九五七年又调整为五十七个乡

(镇)。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全县共成立三十三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从大昌划出

部分区域置双龙区，同时增划二十四个公社。一九六二年，从大昌区析出部分区域增设福田
区，又增划了七个公社。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县、区、社各级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九

年，恢复区公所名称。一九八O年经过直接选举，产生了公社管委会。县设置人大常委会，
县革命委员会改为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年地名普查时，对全县在地区内重名的十二个区、社、镇和县内重名的一百二

十八个生产大队以及巫峡镇的居委会，街道名称，分别报经万县行署、县人大常委会，县人

民政府批准，更了名称，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保持地名的稳定性。
、

=、自然条件

大巴山山脉与巫山山脉在本县北部交会。长江自西向东切断巫山，大宁河自北而南在巫

峡口汇人长江。官阳区的太平山是本县的最高山峰，海拔二千六百八十米，最低处是培石江

边海拔七十三点一米，全县平均海拔八百米。山地占9 6％，大部分为石灰岩构成，易于风

化，流水侵蚀强烈，沟谷切割深度多在五百米以下，平坝与丘陵占4％。

长江流经县境六十点三公里。河道曲折多滩，江水漩涡回流，汹涌澎湃。平均流量每秒

一万三干多立方米，输沙率每秒二十多公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最高洪水位～百二十二

点四八米。素有“峭壁走廊”之称的大宁河，由巫溪流经我县九十公里，枯流量每秒八至十

五立方米，洪流量每秒四千至五千立方米。宜鱼江河水面四万六千五百九十亩。还有大溪

河、官渡河、抱龙河、三溪河、后溪河、平定河、马渡河、洋溪河等无数溪流，水源丰富，

自然落差大，具有灌溉农田和兴办小水电的良好条件。

本县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河谷地带冬暖夏热，深丘山地夏季多暴雨，局部地区有冰雹，

夏秋多旱，冬春积雪，气候悬殊很大，变化异常，--九／<0年高山地带出现过“--4犬．天降

雪的反常气候。据气象站在海拔--1i--十米的西坪记载：年平均气温为I 8．4℃，～月平
均气温7．I℃，七月平均气温2 9．1℃，最高极温4 I．8℃，最低极温零下6．9℃，无

霜期三百余天，高低山农作物的播种与收获至少相差二至三个节气。年平均降雨量一千毫米

左右。森林随气候的垂直差异而生长，高山是松杉为主的针叶林和灌木丛林带，中山是由桦

树、青榈为主的阔叶林与针叶林所组成的混交林带，低山则是以杨柳为代表的阔叶林。

本县自然土壤比较复杂，高山地带多属黄粘土，中、低山地带以红砂土为主，长江、大
宁河沿岸和庙宇槽为冲积土。

矿藏资源有煤、铁，黄铁矿、磷、铜、高岭士、石膏等，以桃花铁矿、田家煤矿蕴藏最
最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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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野生动物繁衍的广阔天地，境内有虎，豹，豺、熊、狼、金丝猴、猴，獐、麂，

兔、鹿、野猪、羚羊，狐狸，水獭相野鸡，锦鸡、阳雀、画眉、八哥，鸳鸯、白鹤、鹭鸶等

各种飞禽走兽。

三，经济状况

本县以农业为主，主产玉米，水稻，小麦，薯类，兼产高梁，大豆等杂粮和油菜、芝

麻、花生等油料作物。倦子，油桐、生漆，药材、蓑草，核桃，柑、橘为主要特产。

全县有耕地六十五万零六百九十亩，其中水田七万五千亩。解放后，不断进行农田水利

建设，现有水利设施四千七百九十处，其中中型、小一型、小二型水库二十六座，山平塘三

千一百二十九口，大小输水堰一千六百三十六条，总蓄水量三千四百六十四万立方米。一九

八O年，粮食总产量三亿二千五百零五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点七倍。一九八O年，国

家收购油菜籽八干五百担，芝麻一万二千二百担，收购棉花一千七百七十四担。

一九七八年，县委提出了。以林为主，林粮并举，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生产方针，

扬长避短，发挥山区优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九八O年的资料记载：全县已有十五个

蚕桑基地公社，产茧八百五十四担，有二十五个油桶基地公社，国家收购桐籽二万九千九百

担，有二十六个樗子基地公社，收购倦子五万一千八百担，有十四个茶叶基地公社，收购茶

叶八百担，有十二个生漆基地公社，收购生漆一百九十五担，有十六个柑桔基地公社，收购

柑桔二万七千一百担，有七个蓑草基地公社，收购蓑草三万二干八百担}有七个药材基地公

社，收购各种药材价值一百九十二万元；山羊，一九七八年列为国家重点基地县，每年向国

冢交售山羊板皮五万张以上。一九八O年，社、队林场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促进了林业生

产的发展。全县林业用地二百一十四万亩，已营造一百七十二万亩，有林面积七十五万七千

亩。国营五里坡、梨子坪林场造林一十四万亩(含原红椿林场)，大部成材，开始间伐。随

着林业生产的发展，多种经营兴旺起来。一九八O年，圈存生猪三十万零七百头，户平二点

Jk．-"头(当年出槽肥猪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头)，山羊十万零三千五百头j黄牛三万二千五百

头，水牛三千一百头，马、骡、驴一千一百头。鸡、鸭、兔和其它家庭副业都得到了相应的

发展。

农业机械，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一九八。年，全县拥有轮式中、小型拖拉机、柴油机、

电动机、农用机动车、船共一千六百六十二台(艘)，总动力二万零四百马力，各种配套机

具三千四百七十五台(套)，社队企业六百四十个，一九八。年总产值六百五十八万元。农

村小水电站也是从无到有，到一九八O年，已建水电站一百零二座，装机容量8 3 9 0砝。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土陶、土纸，缝纫，小农具、小煤窑等手工业生产，技术低，规

模小，生产落后。解放后，地方工业发展较快，现有采煤，冶金、发电、造船，机动车修

理、机器制造、缫丝、卷烟、造纸、机印，建材预制、粮油和食品加工、酿造等工业。全县

共有二百六十八个工矿企业，其中国营企业十八个，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一千七百四十

七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十二点六倍。主要产品年产量：原煤六万五千吨，生铁六百二

十吨，生丝四十五吨，电力八百六十六万度，水泥八千八百吨，白酒一千六百吨，卷烟二干

一百箱。富有特色的囊平喘黟烟畅销省内外。

交通建设。解放前，全县没有公路，只有帆船、小舟航行于长江，大宁河，由于滩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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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海损事故很多。解放后，县航运公司建立了造船厂，自己没计制造了适合川江航行的

客、货轮。同时，国家拨款对宝子滩、下马滩，猫子石等著名险滩进行了整治，长江沿岸设

置了航标灯、信号台，使客，货轮日夜安全航行。一九七二年，大昌船舶社自已设计制造了

螺距大、吃水浅、推进力强的机动船，是全国支流内河实现船只机动化的一个创举。现在，

沿江沿河的七个区，二十二个公社水路畅通。公路建设进展较快，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修筑，

一九五八年巫f山)官(渡)公路建成通车，全长三十三公里。到一九八O年，全县修通了

巫(山)奉(节)，巫(山)建(始)和巫(山)巴(东)公路的巫(山)骡(坪)段，两

巫(巫山、巫溪)公路的巫(山)福(田)段等四条干线以及连通公社的十三条支线公路，

总长六百二十二公里，已有九个区，四十六个公社通车。

商业t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的商业网点遍布全县。县、区、社有五百多个商业服务单

位，十七个农村集市。一九八O年，工农业产品购进总值二千三百八十六万元，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三千七百一十二万元。

四、文教卫生

教育事业：一九四九年全县有小学二十九所，在校学生二千五百人，初级中学一所，在

校学生三百人。一九八。年，全县有小学一千零九十三所，其中民校七百四十八所，在校学

生八万一千四百八十七人；中学十所，在校学生一万二千二百人。民办初中班一百二十五

个，在校学生四千二百人。还有巫山师范和教师进修学校。

文化事业：县有电影公司，辖巫峡镇，大庙、大昌三个电影院和三十八个农村电影队。

还有县文化馆和县文工团。县，区、公社都有广播放大站。一九七九年以后，县和大昌，骡

坪相继建起了电视差转台。

卫生事业：解放前，有县立卫生院一个，医生六人，农村只有中、草医和私人药铺。解

放后，县，区、社都有医院和卫生院，医务人员七百一十一人，病床四百九十七张，农村合

作医疗站五百三十个，赤脚医生一千零六十九人。城乡缺医少药的状况有所改变，人民的健

康水平日益提高。

计划生育：近几年来，全县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一九八O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已

降到千分之四点二。

五，名胜古迹

县内的巫峡以幽深秀丽驰名中外，两岸群峰竞秀，朝云，翠屏、松峦、聚鹤，起云、望

霞(神女)，登龙，圣泉、净坛、飞凤，集仙、上升等十二峰和错开峡、 。三台黟， 。八

景"，都有不少优美的神话故事，尤以神女(望霞)峰的民间故事流传最广，最动人。历史

文物古迹有孔明碑，高唐观、神女庙、 鼻大溪文化”遗址等。古诗赞巫山云： ‘‘万蜂磅礴一

江通，锁钥荆襄气势雄，田野纵横千蟑里，人烟错杂半山中彦。

宁河小三峡，即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两岸赤壁摩天，峰峦秀丽，山岩滴翠，钟乳

万状，栈道遗迹，千年悬棺等奇特风景，被人们誉为十二峰外的明珠，别有洞天的名肚。还

有保存较完整的大昌古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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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文化遗址

巫山大淫文化遗址位于夔峡东口，长

江南岸6々三角地带，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七

五年曹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清理。遗址分

上下两层，墓葬分布密集，已清理的基葬

共二百零八座，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

器，骨器和玉器以及少量的蚌器。墓葬葬

式分直肢、曲肢两种，约各为一半，其

中，以多种不同形状的曲肢葬最具有特

色。

大溪文化遗址和墓葬6々年代，距令约

五、六千年。

上圈为出土的稻穗纹彩陶碗

图左、中为墓葬葬式，图右为道址全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出土丁大量的闭舀。吼缸嗍力王，．毛

次之，彩陶较少。陶器型式多种多样，

杯、筒彤瓶和蓖纹陶球最具地方特色。

另一特点，是陶警、陶豆等器物，几乎

不等的圆足，并多有戳印纹饰。

图寿陶器l高圈足豆

一彩j5lj筒形瓶

彩

陶

罐

兽部骨
皮留锥
等有 。

。凹用

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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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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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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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峡镇概况

巫峡镇地处长江北岸巫峡口，是县人民政府驻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面

积约一平方公里。辖七个居民委员会，十四条街道，一个蔬菜大队、五个生产队。一九八。

年底总人口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八人(极少数的回族、白族、蒙古族，朝鲜族)，其中农业人

口一千一百七十六人。
’

镇人民政府驻地：飞凤街，北纬3l。047，’东经109。52’，海拔一百三十米。

巫峡镇为历代郡县治地。据郦道元《水经注·江水》记载： “江水经巫县故城南，县故

楚之巫郡电。秦省郡立县，以隶南郡。移“三国吴景帝分宜都郡置建平郡，治巫城，缘山为

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旁深谷，南临大江，故夔(子)国也。黟

据《巫山县志》记载，明创±城，岁久圮坏。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知县唐书，正

其方位，修筑石城，其门为四：东带宁河日丛秀，南瞰大江日巫山，西依高唐观日会仙，北

包阳台山日阳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大水城塌，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重修。

后因县多火灾，更四门之名镇之，东日永清，南日临江，西日广济，北日镇源，后毁于兵

燹。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重修，石砌砖封，更四门之名，东日太清，南日平江，

西日盛源，北日世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城被水淹没膨裂，随后劝捐修复。同治九年

(公元1870年)，河水泛涨，城内建筑淹塌，毁损严重。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就地劝

捐，培修完竣。

抗El战争时期，城内遭到El本飞机轰炸，房屋倒塌，城垣毁损，满城是临时安居的茅草

棚，故有“草城"之称。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县城命名为中和镇(今秀峰区所辖范围隶属该镇)，民国

三十四年，以巫山十二峰命名十二条街道名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巫山解放。一九五。年，原中和镇戈Ij为中和乡和城关镇，镇辖

十三个户籍段。一九五五年户籍段改划为六个居民委员会。‘‘文化大革命黟中，将原以巫

山十二峰命名的街道名称改为“解放一，“东风矽，“反帝黟、“反修"、“人民"，口红

旗打等街。

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城关镇在万县地区重名，因地处巫峡口，报经万县行署批准，

更名为巫峡镇。同时，恢复了十二峰为名的街道名称，又新命名了“秀峰"“北门坡"二条

街名，并将以序数为名的居委会，按地名命名为石牌楼、火神庙、孔圣泉，小东门、十字

街、会仙桥居民委员会，增设了北门坡居民委员会。

小小巫山城，旧貌换新颜，街道平坦整洁，市容大方美观。新的建筑物和混凝土路面代

替了过去的破旧草屋和泥泞土街。光秃秃的北门坡披上了绿装，街道上新植的梧桐，舒枝展

叶，茁壮成长。随着巫峡，宁河小三峡的开放，她将成为旅游胜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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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该镇百业萧条，除供少数人饮酒作乐的酒店，烟馆、赌场外，其他行业寥寥无

几，连一块肥皂，一条毛巾都要靠外地供应。现在，城镇工业发展较侠，除国营工业和二轻

所属塑体工业外，镇属街道集体企业巳发展到二十四个，职工三百二十九人。一九八。年企

业总收八八十七万六千九百元。

镇属红光生产火队，有耕地三百九十五亩，仍属农业人口，年产蔬菜二百多万斤。

“巫山峭壁插天，悬措千仞，无山径可通，蜀道之难，于斯为最中，唯一线川江。”这

就是解放前交通闭塞的真实写照。现在，川江经过整治，江上百舸争流，日夜畅通无阻。干

线公路已同外l÷接通，支线公路能通往本县九个区，四十六个公社。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唐代李白“蜀遭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已成历史，毛泽东主席的“天堑变通途”已经成为

现实。

文教卫生：解放前，城内有县立初级中学和小学各一所，私立三楚小学一所，能上学读

书的人不多。现在，城j扣有完中，中师，小学，幼儿园，在校中学生二千四百一十七人，小

学生一千八百四十。13人。还有文化馆，电影院，文工团、广播站，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解放前，城内只有一个卫生院和几家私人诊所和药店，十来个医生。现在，有县人

民医院，中医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并有环境卫生管理所。新的医疗设备不断增加，医疗

水平不断提高，卫生条件显著改善。

北门坡建有烈士陵园，安厝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我县解放初期同帝国主义、国民党

暴动匪特作斗争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烈士陵园的牌坊两旁刻着“为革命事业贡献出宝贵生

命，把英雄气概长留在人民心中”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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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古称巫县，隋改为巫山县。巫山以巫成得名。巫威蜢
鸿术为帝尧医师，生为上公。此为责神，封于是山，
因以为名．
因地处巫峡口而得名．巫山县政府驻地。集市．是奎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解放前名中和镇，1 9 5 0年为城关镇．现以地处韭
峡口而得名．辖七个居委和一个大队。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飞风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人民街，现恢复原名．巫峡镇政府驻地。

解放前曾在此建有吊搂，楱旁立一象令牌的石碑，故
名。系一小巷．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聚鹤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东风街，现恢复原名。

赴县城南．系古城南门外，现为翠屏街内一条巷。

曾建有供奉火神菩萨的庙宇，故名．系一小巷。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起云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东风街，现恢复原名．

此地有一采水，早年有一书院，是书生投考之地．故
名．系一小巷。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圣泉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工农街．现恢复原名。

坂巫山八景之一的“秀峰禅刹”得名．新建．

县城之东原有一水井，故称．圣泉街的一小巷．

原以巫山十二峰2．--的望霞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人民街。现恢复原名．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上升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解放街，现恢复原名．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朝云峰得名。“文化大革争”
对改为人民街。现恢复原名．

处县城之东。曾有一城门，故称。城内繁华之地．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翠屏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反帝街，现恢复原名。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松峦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缸旗街，现恢复原名。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净坛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解放街．现恢复原名．

县城之西原有一水井．故名。系一小巷．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集仙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反修街，现恢复原名．

原以巫山十二峰之一的登龙峰得名．“文化大革命”
时改为红旗街，现恢复原名．

传说架此石拱桥时，无法合拢，巧遇一化装乞丐的神
仙．献出一石。便顺利建成。故名。现为巷名。

位于城北的坡地得名。系居民区。新命名的街名．

以此有百步石梯得名．松峦街的一小拳．

有一引水渠边的水井用石碓窝做成。故称．系一条小
巷．

以红色光辉之意命名．专种蔬莱，有耕地395亩．
1176人．

塔 坪T百．ping 坪内曾有三座宝塔，故称．红光大队驻地．

校场坝 Jiaochangba 原系比武点将的场地·故名·现为示范农场场部·

巫峡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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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峰区概况

秀峰区位于县境中部，东接骡坪区，南连官渡，河梁区，西至大庙区，北依双龙区及奉

节县石马公社。全区总面积约五百二十七平方公里。辖九个公社，八十一个大队，六百三十

五个生产队。一万六干六百八十八户，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人，均为汉族。区公所驻地水田

湾，距县城二公里，海拔一百四十米。一月平均气温6．1℃，八月平均气温28．8'13,年平均

气温17．7℃，无霜期三百天，年降雨量一千毫米左右。

秀峰区以秀蜂寺得名。区公所驻地背后曾有明朝所建秀峰寺， “秀峰禅刹"是巫山的八

景之一。秀丽的巫山十二峰有六峰在该区境内。

民国年间，该区为巫山县第一区，辖中和镇(含县城)，两坪乡、鸳鸯乡、龙村乡，竹

贤乡，下属五十八个保，七百三十七个甲。

一九四九年农历十月解放，仍为第一区，区以下行政区划暂袭旧制。一九五二年初，鸳

鸯、龙村、竹贤三乡分出新置第六区，第一区辖中和、两坪两乡。一九五三年四月全区划为

八个乡，同年九月将八个乡划为十八个乡，辖四十六个行政村。一九五五年更序数区名，第

一区为中和区，将原十八个乡并为九个乡。一九五七年又并为／t．个乡。

一九五八年大庙区的曲尺乡划归该区，共九个乡．同年将九个乡组建为六个人民公社，

下设四十九个区队。一九六一年调整为九个公社，五十五个区队，后又调整为八十一个大

队．

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中和区在地区内重名，经万县行署批准改为秀峰区，并将中和、

和平、马坪，杨柳四个重名公社分别改为秀峰，龙井、望霞、建平公社。在县内重名的二十

二个大队也更改了名称。

该区境内，巫山山脉南北横亘，长江巫峡东西纵贯，大宁河由北向南注入长江，山高谷

深，奇峰林立，大山平坝，地形复杂。全区森林较少，大部分农田易旱伯涝，农业自然条件

较差。望霞公社青山头为该区的最高山峰，海拔一千九百三十米。

全区耕地十万零六千八百七十亩，以农业为主，林、牧、副业兼有，主产玉米、小麦，

薯类、水稻，经济作物有芝麻、棉花；特产油桐、蓑草，倦子、广柑、茶叶·一九八O年，

粮食总产三千六百六十四万斤，产量最高的一九七八年为四千五百一十二万斤，比解放初期

增加两倍。作物生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玉米，小麦播面增加，豌豆、杂粮播面减少·近几

年芝麻总产五十万到六十万斤，年产倦子一百六十万斤以上·

大部分耕地属林粮间作。宜林地三十七万亩，有林面积一十二万多亩，还飞播造林十二

万亩。全区新办林场五十四个，果园场六个，茶场十四个。年产柑桔五十万斤，茶叶三百五

十七担。一九八O年，农副业总收入五百八十八万二千元，其中多种经曹收入一百三十九万

三千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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