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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它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我区地名

出现了重名重写，含意不好，用字不当，名字生僻，难写难记，地图和地名对不上号等情

况。特别是。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一，使地名更加混乱，给四化建设，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根据国务院、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

一九Jk--年三月止，以十二个月时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普查了区境内各

类地名六百九十条。其中，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行政区划十六条，生产大队五十二条，路十

三条，街二十条，巷十五条，居民区一百五十九条，自然村二百五十七条，企事业单位六十八

条，人工建筑物十条，名胜古迹二条，游览胜地二条，烈士墓一条，自然实体三十六条，其

它三十九条。与此同时，对不复存在，失去作用，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的地名进行了删

减和纠正，使区境内的地名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

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市地名办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是全国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

统，整个成果又经专门业务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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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下，在有关单位和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将全区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九龙坡区地名

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编成十万分之一的全区地图：

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

概况材料四十七篇，辑录了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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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筑物等地名690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

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区计建委一九八0年统计年报，人口为

公安部门一九八O年统计年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其余为

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九龙坡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重庆市九龙坡区概况．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市西南部，地跨东径106。247至106。357，北纬29。237至29。327。东、

南、西三面被巴县环绕，北与沙坪坝区接界，东北与市中区、南岸区毗邻。面积201．9平方

公里。1980年底全区管辖九个街道办事处，136个居委会，六个人民公社，52个生产大队，

554个生产队。共有96，566户，411，541人。其中，城市人口278，109人，农业人口133，432人。

以汉族为主，有散居的回，藏、苗、壮等少数民族87'5人。

区人民政府驻李家沱。

历 史沿 革

本区所处地域历史悠久。据1980年至1981年在长江两岸的鱼鳅浩、娄溪沟发掘出土的石

锄，石刀、石斧，石坠网等二百余件。经初步鉴定，属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证明在新石器

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生息。据《巴县志努载t本区域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属江

州县。北周武成2年(公元560年)隶属巴县。清康熙46年，巴县改编为12里，本境归智里、

孝里。清末改里为乡。民国初年本境为巴县人和，南泉、马王、土桥四乡。1937年国民党中

央政府西迁重庆，1939年改重庆为直属市，境内鹤皋岩、九龙铺一带划入市区，隶属重庆市

第十七区管辖，余部仍属巴县。

重庆解放后，于1950年将原重庆市第八区的李子坝、黄沙溪，浮图关，化龙桥，新市场

(今浮图关下肖家湾一带)等地，第十七区的九龙铺，鹅公岩，歇台子，石桥铺等地，合并

建立重庆市第四区，区人民政府驻大坪。1952年lO月，区人民政府由大坪迁驻李家沱。1955

年改第四区人民政府为九龙坡区人民委员会。1968年改为九龙坡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12月

改为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解放后，乡、街建制的变动情况：

1950年建歇台，黄泥、石桥、杨九四个乡。

街道在未建办事处前由区政府派干部驻公安派出所承办政府工作。

1952年lO月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李子坝，黄沙溪，浮图关、遗爱祠划给一区。将化龙

桥、石桥铺、歇台子、大坪划给三区。将李家沱、马王坪、土桥、南泉，渔洞溪、道角乡、

大窝乡、马王乡，人和镇由巴县划入本区。全区辖新生，麒龙，道角、石板，大窝、合作，

云鹤、华岩，建胜、公平、八桥等十一个乡，一个南泉管理局。

1953年3月将渔洞溪、石板乡、大窝乡仍划回巴县管辖。全区辖马王，华岩、八桥、云

鹤、建胜，公平，麒龙、新生、道角，堤坎，合作十一个乡，一个南泉管理局，并建李家

沱，杨家坪两个街道办事处。

1954年，街道新建九龙坡，鹤皋岩、谢家湾、大渡口、马桑溪、土桥六个街道办事处。

改南泉管理局为南泉管理处。人和街道设立民政室。

1956年农村将十一个乡调整合并为土桥，合作、道角、人和、马王、建胜六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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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区行政建制变动很大。农村由六个乡合并建人和、花溪

两个人民公社。街道改建为李家沱，南泉，杨家坪，大渡口，谢家湾，茄子溪，人和七个街

道人民委员会。

1960年农村改为花溪、大渡口蔬菜，人和三个公社。街道改建为李家沱、杨家坪，中梁

山、大渡口四个人民公社。

1961年农村缩小公社规模，由三个公社改建为花溪、九龙、蔬菜、建胜、人}和五个公

社。街道由四个公社改建为李家沱、黄桷坪，杨家坪，谢家湾，大渡口、茄子溪、中梁山七

个公社。

1962年秋街道撤销公社，恢复和建立街道办事处。全区有李家沱、土桥、南泉、黄桷

坪、杨家坪，谢家湾、石坪桥、茄子溪、中梁山、跃进村、九宫庙，新山村等十二个街道办

事处。1963年市中区所属四季青公社撤销。归还虎啸、白鹤两个大队，又从花溪划自由、红

星两个大队建南泉公社。全区辖六个公社。1965年将跃进村、九宫庙、新山村三个街道办事

处自本区划出，另建重庆市大渡口区。全区即为九个街道办事处。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各公社、街道均改称“革命委员会"。并冠以“东方红、

红卫’’等名称，1972年整顿街道名时仍恢复原街道名称。1978年撤销公社、街道“革命委员

会黟，仍称公社、街道办事处。1981年在全国地名普查中，人和公社因重名更名为华岩人民

公社，蔬菜公社以地名更名为八桥人民公社。

关于九龙坡一名的来历，据(《巴县志》(清嘉庆庚辰年版)载： “王坪山一甲，城西南

十五里，坪下岩高十余丈，镌有佛像，又镌有‘九龙滩古迹’五大字，滩在江心，有九石翘

首若龙’’，故名九龙滩。其名沿传至清末民初，以后又演变为九龙铺，九龙坡。但九龙铺、

九龙坡何时得名，并无记载。经调查访问，因此地处于沿江至菜园坝的大路，曾设有几家店

铺，人们便以九龙滩之九龙称为九龙铺。后因地处江边，地形呈斜坡，同时亦称九龙坡。于

是九龙铺、九龙坡均有称呼。抗日时期称此地所建飞机场为九龙坡机场，1945年毛泽东主席

飞渝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此着陆，新华日报曾用九龙坡机场一名报道，1955年第四区

更名为九龙坡区后，九龙铺一名便逐渐消失。

自 然 条 件

本区横跨长江两侧，位于中梁山、燕尾山的中间地带。地势呈西高东低。东部燕尾山脉

呈南北走向，系低山槽谷地带，最高峰大山海拔596米I西部中梁山脉也呈南北走向。最

高峰中梁山海拔698．3米。其余为丘陵地带，一般海拔为250米，最低点在长江小河口，海拔

为170米。境内林地多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山区地带，以产松木为主。

本区地质构造属杨子台地。川东摺皱带，中梁山背斜与南温泉背斜间向斜构造，基底稳

固。山区以石灰岩，砂岩和含煤岩石组成。因地壳摺皱后风化剥蚀，多形成陡岩峭壁。丘陵

地带则为地质上向斜开阔地带。．常以红色、紫色泥岩与泥质砂岩组成。风化后土壤较贫瘠。

长江沿岸，溪流两侧，平坝地区，土壤较肥沃，宜于农作物生长。

境内矿产主要有藏量丰富的石灰岩。其次为煤和用作天然耐火材料的长石石英砂岩。特

殊资源有地下温泉。

境内长江段，自伏牛溪入境，蜿蜒流经辖区中部，全长28公里，于黄沙溪出境。区内还

有花溪河、伏牛溪、桃花溪，磨滩河四条主要溪流。这些溪河多发源于深丘地带，系山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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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集水流道。花溪河，源出巴县石岗碑垭岩El，流经南彭、界石入本区南泉、花溪两公社，

境内逶迤25公里，于小河口入长江。发源于本区八桥公社高家坡的伏牛溪，曲折南北7公里，

经建胜公社进入长江。桃花溪源出本区九龙公社唐家坡，全长12公里，由西向东流经石坪桥

折向东南至鱼鳅浩进入长江。磨滩河发源于华岩公社待漏山下，由北向南，在华岩公社流程

10公里，进入巴县小南海入长江。境内长江段和溪流为本区工农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巨大

的水利资源，溪流中尤以花溪河河床较宽，流量较大，除可供灌溉外，尚可发电、养鱼和游

览。

本区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初夏多雨、盛夏炎热、伏旱频

繁、秋多阴雨。雾日多，湿度大、无霜期长、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的特点。年平均温度

18．4℃，最冷月(一月)平均温度7．2。C。冬季极端最低温度为一1．8℃(1975年12月15日)，

最热月(八月)平均温度28．1℃。夏季极端最高温度40．2℃(1972年8月26日)。全年≥o℃

的积温为6518．4。C。年平均降雨量1，151．5毫米(以5—6月降雨最多)I全年无霜期可达

十一个月以上，雾日有43天。境内气候温和，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宜于农作物生长。伏旱

为我区主要的灾害性气候，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影响。

经 济 概 况

解放前本区境内基本上为单一的农业经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随着国民经济建

设的蓬勃发展，一批批工厂在辖区内拔地而起，逐步形成以工业生产为主体，工农业结合

的新兴的工业区。

工业；解放前，本区仅有少数几家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由官、商举办的小型纺织、

酿造、采煤、汽车修理等工厂和一些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新建了电力、采煤、冶

金、机械制造、汽车制造、机电、仪表、建材、化工、纺织、食品、陶瓷等门类齐全的工业

部门。其中有中央企业8个，省属企业11个，市属企业67个，成为重庆市主要的工业基地之

一。新建企业设备先进，产品繁多，许多产品从无到有，从生产一般产品到能够自行设计，

制造的精密、高级、尖端产品，已有一批产品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其中重庆机床厂生产的

大中型高精度滚齿机有16种产品出1：3美，英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毛．毯、呢绒、蓄电

池、耐高压液压控制防喷器、柴油发电机、水轮发电机等产品也远销国外。

区办工业：由小到大，发展较快。现有区属工厂企业51个(其中街道工业10个)，1980

年底有职Z_28，517人。工业总产值达4，331．68万元，能生产47种产品。主要有：吊扇、变压器、

工业泵，地毯，棉布，服装、布鞋、鞋油、日用化装品等。其中，地毯，鞋油畅销国内外。

900～1400毫米吊扇在全国同类产品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校办、商办及民政办工业现也发展到46个。1980年总产值为638．9万元。

农业：全区现有耕地76，657亩。人平耕地0．57亩。根据近郊农业生产。以菜为主，同

时发展其他副食品生产’’的方针和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解放以来，全区农业有很

大发展。到1980年底，改田、改土4，953亩，兴修的各种水利，水电设施，有效灌溉面积达

41，259亩。拥有各种农业机械和运输机具3，480台，44，780马力，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

良好条件。1980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23，250亩，总产15，079万斤(单产6，485斤)。除供应

本区和大渡口区外，还供应市中区一部份。粮食耕地面积33，230亩，播种面积66，815亩，总

产3，461万斤(单产1，042斤)。全年发展生猪178，919头，出槽87·423头。耕牛2，103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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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用牛857头，产奶269万斤。养鱼水面2,844亩，总产159万斤。社队企业发展很快，现有

社、队企业703个，务工社员14，701人。全年总产值为3，533．9l万元。全区农、副、工总收

入5，628．35万元，社员人平分配195元。其中人平分配200元以上的有两个公社，12个大队，

116个生产队。

商业：解放前本区商业集中在沿江码头和农村乡镇，多系小商小贩。解放后随着城市

建设迅速发展，商业贸易日益繁荣，珊全区城市有商业零售网点479个，职325，518人，个体

商户368人。1980年商品销售总额达13，292万元。农村设有六个供销社，有营业网，点,203个，

职322，167人。1980年商品购进额3，076万元，商品销售4，166万元，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交通及市容概貌

交通：解放前，全区公路仅有川黔、两(路口)九(龙坡)，岔(路口)南(温泉)

各一段，总长31公里。长江航运多是木船运输，陆上货运靠人力，交通运输十分落后。解放

后，交通事业发展甚快。除对原有公路进行加宽改道外，另新建主干公路三条，支线十条。

到1980年底，公路通车里程达337公里，是解放前的10．8倍。农村也实现了社社、队队通汽

车，初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新建铁路通过境内的有成渝、襄渝两条干线，设置

在重庆市的编组站和大型货站均在境内，是重庆及川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

水路运输有长江航线，解放后炸劈险滩，疏浚河道，水运事业日益发展。现辖区沿长江两岸

修建了汽车渡口两处，客渡两处，港口码头和船舶点12处。使长江两岸车渡人渡齐备，交通

较为方便。

市容概貌：解放前，本区只有几条狭窄街巷和乡场小镇，道路坎坷不平。房屋住宅多为

简陋平房。解放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除对原有的街

路和乡场小镇进行扩建与改造外，沿主要公路两侧新建居民区162个，新建住宅5，534，714平

方米，为解放前的15．6倍。新建住宅多系楼群，人民的住房条件有r较大的改善。现我区长

江以北，围绕杨家坪正街，新建有谢家湾、黄桷坪、石坪桥等主街，街路宽阔平直，两旁高

楼林立，树木成荫，人口稠密，商业繁荣，交通方便，是本区主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长江

以南的李家沱是区级党、政机关的驻地，为全区政治中心。辖区边缘的中梁山、茄子溪、伏

牛溪、道角等地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已成为新兴的工矿区，全区市容面貌有了巨大的变

化。

文教、体育，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1949年全区境内只有中、小学校30所，教师500人，学生12，800多人。解放

后，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0年底全区有小学101所(包括厂办39所)，中学38所(包括厂

办14所)。中小学入学人数79，655人，教职员324，960人。有幼儿园、托儿所214个，入园入

托儿童10，591人，保育人员1，108人。此外，区内还有大学二所。中专校六所。近年来，辖

区内厂矿，企事业单位举办的职工大学、电视大学和技工学校，职工学校也陆续发展起来。

文化体育：解放前，本区境内基本上没有文化设施。解放后，各种文化体育设施相继建

立起来，现有区级文化馆，图书馆、川剧团，新华书店和电影管理站各一个。影剧院(场)

四座．有体育场二处。游泳池一处。其中杨家坪体育场规模较大。省级、全国性比赛常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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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进行。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公社，也有文化站、图书室、电影院、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

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解放后，广播事业也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区辖农村现有59个广播站。广播专线总长

6，051公里。已建成以区广播站为中心，公社放大站为基础，联结千家万户的有线广播网，为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卫生事业：1949年时，全区有公办、厂办医疗机构六所。床位20张，医务人员120人。

私人诊所16个。医务人员43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农村就医十分困难。解放后，党和政府

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全区有公办、厂办的医院、疗

养院、防治所、防疫站、保健站(所)等医疗机构166所。床位2，690张，医务人员4，454人。

农村有社办医院六所，床位145张，医务人员286人。有大队医疗站51个，医务人员138人。

改变了农村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提高。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底全区

人口出生率降到了9．23‰。人口净增率为4．29‰。为控制人口增长做出了贡献。

名胜古迹及革命纪念地

华岩寺。位于境内西北部，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重庆最大的一佛教庙宇。寺庙建筑宏

伟壮观，面积达16，043平方米。环境幽静，有著名八景。据((巴县志》记载：民国三十年

前，曾有欧亚地区20个国家的佛教人士前来朝觐、游览。从而闻名中外。解放后，华岩寺列

为重庆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中寺庙遭到破坏。1981年成立华岩风景管理处，

筹备修复。

南温泉公园：位于重庆市南面，距市中区23公里，公园座落在青山绿水之间，竹木葱翠，

花草满园，环境优美。尤以矿泉温浴著称，是重庆著名公园之一。

重庆动物园：座落在市郊杨家坪桃花溪畔，占地面积4l万平方米，是解放后新建的公园

之一。园内有动物150余种，l，200多只。还建有人工湖、荷花池，旱冰场和儿童乐园，阅览

室，午台等设施，是重庆最大的游览场地之一。

南泉革命烈士公墓：占地面积1，750平方米，是为纪念在解放重庆，突破南泉屏障战斗

中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而立。基建于1953年，1974年又进行整修扩建，现巳成为向

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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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沱街道办事处概况

李家沱街道办事处辖区位于九龙坡区中部。东、西邻花溪公社，南接土桥，北濒长江。

面积约为4．25平方公里。有路、街、巷九条，居民村32个，9，001户，37，366人。主要为汉

族，还有回族33人，白族2人，布衣族7人，彝族3人，藏族1人，满族9人，爱尼族2人，蒙古族8人，

壮族12人，僵族2人，苗族2人，纳西族7人，川族2人。街道办事处驻马王坪正街13号。公

安派出所驻马王坪正街12号。境内驻有中共九龙坡区委、区人大常委，区人民政府，区级机

关各部、委，局、公司和重庆水轮机厂、毛纺织染厂，六棉纺厂，瓷厂，电扇厂，染料厂、

市种畜场，市卫校附院、市34中等主要单位，是九龙坡区的政治中心。

李家沱，相传，古代李氏兄弟在江岸湾沱设渡，名李家沱。清道光十九年，石马乡人牟

姓，捐田租20余石，并银干两，购置渡船二艘，设置义渡，亦称李家沱。后人们称此地为李

家沱至今。

李家沱街道办事处辖区原属巴县一区，是巴县政府所在地。1952年11月划入重庆市第四

区，1953年建李家沱街道办事处。1958年改建为李家沱街道人民委员会(含土桥)。1960年

城市公社化时，建李家沱人民公社(含土桥，南泉)，1962年撤销城市公社时，恢复李家沱

街道办事处，1968年“文革"中改名为朝阳街道革命委员会。1972年改为李家沱街道革命委

员会。1978年仍恢复李家沱街道办事处至今。

解放前，辖区内除驻有巴县政府和沙市纱厂，毛纺厂，恒顺机器厂外，其余多系农田荒

坡。仅有的李家沱正街也只是狭窄的石梯路。解放后，逐步扩建，现在的李家沱正街，马王

坪正街等都已建成宽阔的街道。位于李家沱正街北端的渡口，也由解放前的木船改为轮船，

并新建了车渡码头。新设的李家沱汽车站，可通往市中区、南泉，巴县等地，南北交通较为

方便。

工业方面：解放前只有官，商合办的三家d、-r"厂，解放后发展较快。现驻有省、市，区

办的纺织、化工、机器制造、瓷器等工厂20个，职工总数达15，693人，其中重庆水轮机厂生

产的水轮发电机，重庆毛纺厂和重庆地毯厂生产的毛纺织品，地毯均远销国外。

商业网点集中在李家沱，马王坪正街，设有各类商业门市41个，农民集市也设在马王坪

正街，是全区的主要集市之一。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境内现有小学九所，其中厂办六所，中学六所，其中厂办

五所，有学生6，499人，教职-E462人。幼儿圆、托儿所十一所，其中厂办九所。影剧场四

座，体育场一个，图书馆一处。还有市属综合医院，区属中医院各一所，共有病床350张，

医务人员419人，进一步改善了人民群众的就医，就学和文化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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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备

九 龙 坡 区]iMOngpo Qn

李 家 沱Lljiatuo

李家沱街道办事处刀L直Ijnmshtjuc6hnJi8da。

马--F坪正街装笛竺：霉mg

工 矿 路Gongkuang Lti

注

古属江州县，后属巴县。解放后为重庆市
第四区，一九五五年以境内九龙坡地名更为班
名。

相传，古代李氏兄弟在江岸湾沱设渡，名李家
沱。清道光年间牟姓又捐银．在此设置义渡，亦称
李家沱，沿用至今。九龙坡区人民政府驻地。

原属巴县一区，区划调整后，1953年建街道
办事处。因李家沱地名得名。街道办事处驻马王
坪正街。

1939年因当地兴办了工厂，形成小街。解放
后，工厂增多，形成正街。

建于一九三九年，因该路建于毛纺、六棉、染
料三厂厂区内，是几厂物资进出的唯一运输{线
路，故名。

李家沱正街Ltjiatu6 Zhengjie街、趸旮老看霁擎蒙擘豢嘉釜街，新建的朝阳

马王坪小街
xMiba．w。jai．negp‘ng

位于马王坪正街北侧的一条小街，故名。

李家沱后街Ltji丘tu6 H6ujie 八一军童翥喜乎支路，在码头老街的东侧，一九

马王坪后街鬻w矗ngp姐g
H6u- 原名马王坪支路，在马王坪正街南侧，一九

八一年更现名。

马王坪一二六巷兰髦：ngp‘ng
126一

此巷门牌号是马王坪正街126号，故名·

马王坪菜市场sMha；w曲aannogpjng cAi。耋爹露，蓉冀望墨算交鲁于堡宪薯竺掣蔽篙昱
《

马王坪小街十一巷誓蓼≈Z爱怒孑ia。 此巷门牌号是马主坪小街11号，故名。

林 荫 村Lfnytn Con
曾名解放村、红旗村。一九七二年以村内树

木成荫更为现名。

枯 井 湾KnjIngwan 名。早年湾内有一水井，后水井干枯，地因井得

西流沱一村Xi，jntu6 1一cnn宅，堡完耄至军改墅警霎莓曩妻薯，场职工住

西流沱二村xIlintu。2一c口Ⅱ 九七里牵後蠢馨袋擘曩．重藿堂市种畜场住宅’一
一8一 ．



现 名 汉语拼音 备 注

西流沱三村Xilt讧tu6 3一cnn一九墨皇荤蛊盂茗篓馨曩羹耋，种畜场的住宅，

西流沱四村Xilintu6 4一cnn九七里牵蛊耄鎏轻擘裴委磊饕亨场建住宅后，一

石 坝 滩Shibatan
解放后修筑土桥至李家沱的公路，将此地滩

上薄土取光，剩下石坝滩，后又在其上修建住宅
区，因而得名。

工联一村GongtiAn，一cdn二年最至差蘸鋈篁≥：霎替娶量褒耋尹，一九七

工 联 二 村GongH缸2一cdn 现名罗名花生堡’新马路。一九七二年按序数更

工 联 三 村G6nglian 3一Cfin

新 建 湾Xinjianwan

原名包家沱，五一村。一九七二年按序数更
现名。

原名龙井沟，一九五八年水轮机厂在此新建
职工住宅，因该地座落湾内，故取现名。

得 胜 村Deshen9 Can 原名胜利忖，一九七二年因重名，改现名。

郭 家 岗Guojiagang

教 育 村]iaoyfi Cfin

新 坪 村Xinpin9 Can

●

前 卫 村Qianwei Cnn

原系郭姓土地，故名。一九七二年改为国家
岗，一九八一年恢复原名。

原名教革村，是市三十四中的职工住宅，一
九八一年更现名。

曾名谢家院，新建村。一九七二年因重名改
现名。

是区公安分局的职工住宅区，一九七二年
命名。

染 料 新 村Ranliao XinClin 一九七八年染料厂新建的职工家属住宅区·

水 轮 村Shuih】n Can 一九六四年水轮机厂新建的职工住宅区。

合 建 村HejiAn cdn
名。毛纺织染厂职工自建公助新修的住宅区’故

迁 建 村Qianjian cdn 厂合并爵袭霆磊茬耄霞夸一六制呢厂迁此与毛纺织，口丌¨Y布I惩口'JI工屯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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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备 注

马王坪新村M．awangptng x；n：六一美磊毙手，委溪鼍荔芦罂算吾；fL磊盂毳霆蠢 ．
cun

工住宅区，故名。

陈家湾一村 Ch色njiawan 1-Can

陈家湾二村Chenjiawan 2一Cdn

陈家湾三村Chenjiawan 3一Ctan

染 料 村Ranliao Can

曾名洪流一村，
序数命名。

曾名洪流二村，
序数命名。

曾名洪流三村，
序数命名。

一九七二年以陈家湾地名按

一九七二年以陈家湾地名按

一九七二年以陈家湾地名按

原名蔡家院，重庆染料厂在此新建住宅后，
-：L七二年改用现名。

上 山 村sh atngshan cdn村。矍蒋藿莩芷，上户嵌砉芋展到山下，分为两

下 山 村Xiashan Can 因位置处于上山村之下，故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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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桥街道办事处概况

“ 土桥街道办事处辖区，位于九龙坡区东南部，东，南、西均接壤花溪公社，北接李家

沱，分布在川黔公路两侧，面积2．1平方公里。辖路、街，巷七条，居民村23个，共6，100

户，27，323人。主要为汉族，有回族55人，彝族5人，藏族2人，满族8人，蒙古族5人，土家

族1人，壮族5人，苗族4人，纳西族3人。街道办事处驻土桥正街140号，公安派出所驻土桥

正街八七巷16号。

土桥街道办事处辖区地势南低北高，境内多为丘陵平坝，川黔公路由南向北纵贯辖区大

部，是重庆通往贵州的必经之道。明朝万历年间，此地通往贵州的中大路上有一座木结构小

桥，桥面铺土，故称土桥。193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士桥因系“陪都黟南面屏障，

而改名屏都镇。

辖区原属巴县第四区屏都镇管辖，1952年11月划入重庆市第四区，由区政府派出干部驻

土桥派出所，承办政府工作。1954年以主街土桥为名建士桥街道办事处。1958年11月划入李

家沱街道人民委员会。1960年城市公社化时，改为李家沱人民公社土桥分社。1962年恢复土

桥街道办事处j 1968年“文革"中改名为东方红街道革命委员会。1972年改为土桥街道革命

委员会。1978年恢复土桥街道办事处至今。

解放前辖区有三家生产蓄电池及修理汽车的工厂，职工总数不足1千人。解放后工业发

展较快，现有中央、省、市，区办的机床，工具、蓄电池，农机，印刷，汽车锦ll造，修理等

工厂企业17个，职工总数达14，700人。其中重庆机床厂生产的精密滚齿机和重庆蓄电厂池生

产的“海鸥"牌蓄电池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畅销国内外．

辖区商业。解放前此地多为平房铺面，小摊小贩集中在土桥正街两旁。解放后商业网点

逐步移到新建的居民区内。现有各种商业门市124个，集市4个．集市以土桥正街为中心，城

乡物资交流十分活跃。

交通运输：除原有的川黔公路外，解放后新筑公路一条。工厂企业及居民区内新修公路

纵横交错，均与主干公路相接。境内设有长途公共汽车站，每日班车可直通市中区、巴县，

綦江，南桐，南川等地。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条件。

文教事业；解放前仅有中学二所，小学一所，教职T85人，学生780人。解放后发展较

侠，现有大学一所，中技学校一所，中学三所、小学九所，共有教职T1，786人，学生9,578

人。另办有幼儿园、托几所10所，影剧院五座(厂办)。

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少数私人诊所，解放后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现有医院一所，门

诊部二个，共有病床20张，医务人员50人。另有厂办医院一所以及保健站，医务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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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拼音 备

土桥街道办事处吾筌鲁0choed直。
原属巴县屏都镇，解放后划入

五四年以土桥街名建立街道办事处
桥正街。

明代时，此地川黔大道上，有
土 桥 正 街Tdqiao Zhengjie 面系泥土铺成，故称土桥。一九五

名。

王 家 坝 路 Wangjiaba Ld 七二军童勇蠢翟：一九六七年改称

土 桥 新 街Tfiqiao Xinjie 原名米市街，一九七二年改用

小 桥 街Xiaoqiao Jie

二 塘 街rtan9 Jie

土桥正街八七巷T87Cl—qxi‰9zhen93ie

此系川黔公路中的一小桥，一
桥边住户逐渐增多，形成小街，故

在川黔公路六公里处，系驿铺
江)二塘沿用至今。

原名江家巷，一九八一年以巷
87号更名。

土桥正街一八一巷T18ttlq—ixaoian考heng豇e 更名要名猪市堡，一九七二年以巷口门牌181号

花 溪 村Huaxi Can
原名群力楼，因地处花溪河畔，一九六三年

改为现名。

花 溪 新 村Huaxi xinCfln 一九七一年建，因靠近花溪河，故名。

红 光 新 村 H6ngguang xincftn 处红芜龚轰}轰墨：是部队的家属住宅区’因地

王家坝一村Wangjiaba 1一Can

王家坝二村Wanojiaba 2一Can

王家坝三村Wanojiaba 3一C证n

新 溪 村Xinxi Can

电 建 树Dianjian 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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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名新生园，后三四O三厂修建住宅，改为
红阳一村，一九八一年以王家坝地名按序数更为
现名。

曾名交六库、新溪园，三四O三厂修建住宅
后，又改名红阳二村，一九八一年以王家坝地名
按序数更为现名。

曾名李家院，三四O三厂修建住宅后，改为
红阳三村，一九八一年以王家坝地名按序数更为
现名。

原名钢新村，是重庆无缝钢管厂住宅区，因
地处花溪河畔，一九七二年改用现名。

原名糟房，解放后蓄电池厂新建住宅区，故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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