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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内江城，是一个仅

有二条大街及一些巷道，房屋零

星散布，草房相间，道路不平，

电灯不明，垃圾遍地，臭水满城

的城市。解放后，市政面貌焕然

一新。现城区有主要街道十九

条，路面宽阔，绿树成荫，两旁

高楼栉比，市容整洁美观。

图为城区衡道一部



生产小马力柴油机的

专业工厂——四川内燃机

厂，技术力量较强，产品

质量较好。生产的D180N

型7马力紫nh机，荣获一

机部优质产品奖，并远销

东南亚、伊朗、澳大利

lE、美崮等二十多个国

家。

罔为～批正待包装的

出口柴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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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型。到了明朝弘治十五年，内江开始了甘蔗和制糖生产，从一名叫付香的丫头4偷

糖不遂，匿于谷糠，尔后结晶，使成冰糖”的偶然发现中，开始了冰糖制作，并将其水

煎煮水果，这就使蜜饯由蜂蜜浸渍发展到用蔗糖“煮制”。然而，在那漫长的封建社会

里，蜜饯生产发展缓慢，至到解放，也只有十来个品种，年产量仅四、五十吨。解放

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甜城蜜饯的生产，在过去手工作坊的基础上，建立了内江食品

厂，增添了设备，扩大了生产，建立了“选果、磨果，洗果、燎果，切瓣、去子、水

漂、煮坯、喂糖、收锅、起货、粉精”等一整套蜜饯生产工艺，质量不断提高。截止目

前，已发展到用花果、蔬菜、药材制作桔饼，花红，冬条、天冬、金钱桔等蜜饯四十余

城乡人民喜购蜜饯

种，六十几个花色，不仅味美

香甜，有的品种还具有止咳化

痰，顺气和中的功效。桔饼、

樱桃，天冬等蜜饯一九八。年

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其中太白

楼桔饼蜜饯还被评为商业部优

质产品。现在，晶莹的天冬和

冬条，殷红的樱桃和桔红，橙

色的柠檬、褐色的茄子等大宗

蜜饯品种，在内江市场举目可

见。在十年“浩劫”期间绝迹

的金钱桔，寿星桔等小宗产

品，又重新在市场露面。去年，

在省食品工业研究所协助下试

制成功的“低糖蜜饯”，含糖

罨比过去低了20％左右，既保

持了甜城蜜饯独具一格的传统

风味，又使蜜饯带有鲜瓜果的

本味，为甜城蜜饯增添了新的

色彩。



内江火车站站台～角

成渝铁路线上最大的锕粱桥f
庄严雄伟的气派横跨在沱江河上。

成渝铁路沱江大桥，以



为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露，
学校长期坚持组织学生做课问撵。



!～，位于

城区‘|’心市人比蝗府院内，，g

三十米·见方宽旧米的钟楼，

到时打点，闻，矗公望之外。不

解放口，内江的卫生事业有很大e键。现全市有备种i一生医疗机构一百I十六个，卫生事业机构叫个，改变了过+有病无处治，花钱求巫拜神冶不了病的n

图为内江一医院住院部大楼一角



建筑在巍峨耸秀

的西林山上西林公园

内的太自楼，俯沱

江，瞰甜城，一派宜

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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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修筑成

渝铁路而献身的民

工纪念堂、纪念

碑，矗立在风景秀

丽的梅家山上。

图为纪念堂前

纪念碑

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之一，内江人

喻培伦大将军纪念

碑，修建在人民公

园花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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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进行生产建设，国防建设、科学文化

建设和相互交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为了使地名达到标准化和规范化，我们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全

地区开展地名普查，完成图、文、表、卡四项地名成果资料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摘要编辑了

{：内江地区，内江市地名录》以及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县的

地名录，以满足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内江地区、内江市地名录》和各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全地区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

混乱现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开始走上了地名称谓、书写和管理统一的轨道，为国家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料。各级行政、事业、企

业单位在使用地名时，都应以地名录的标准地名为准，不得乱称、乱写、乱用。今后凡需命

名、更名地名时，必须履行报批手续，才能生效。

《内江地区、内江市地名录》包括了内江地区、内江市地图、内江城区图；地、市概况、各级行

政区划和主要自然地理实体、大型人工建筑、主要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的概况材料及部分照

片；各类地名称录简表，内江市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排列顺序表等内

容。这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地区的部分，其人口数为1982年人口普查实数，其余数据为地

区统计局1981年底年报’内江市的部分，其镇、街道办事处、公社、大队等为1981年地名普

查实数，余为市统计局1980年底年报。地、市的地图，因有些地方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

的依据。

编辑地名录是一件新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本地名录在内容，分类，

排列以及文字等方面，都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请使用单位和广大群众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二月



内江地区概况

内江地区位于四川省中部略偏西南，地跨东径104。117—105。457，北纬29。117—30。397，

东北邻绵阳地区，东南连永川地区，南接自贡市和宜宾地区，西界乐山地区，西北靠成都

市。全区辖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简阳、威远、隆昌、安岳、乐至8县1市，72个

区、18个镇、603个公社，5，379个生产大队、51，684个生产队。面积12，947平方公里。总人口

793．sT人，其中男性410．5万人，女性383．4万人，市镇人口57．5yY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11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回，满、蒙、藏、苗、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人口4，300余人。

内江地区以驻地内江故名。内江，处沱江中游右岸，西北距省会成都219公里，东南去

重庆238公里，海拔340米左右。东汉始名汉安，北周称中江。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

文帝览图见中江(沱江)自三堆环绕黄石，又因其父名忠，中江与“忠刀同音犯讳，遂改中

江为内江，沿用至今不变。现城区东南起牌楼坝、三元塔、西北至壕子口，南到马鞍山，北

至西林寺两侧的东兴镇、桐梓坝，面积约9平方公里。

(一)历史沿革

内江地区是一个开发较早，历史悠久的地方。1951年在资阳县城西约1公里的黄鳝溪发

现的人类头骨化石，被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力，其生存年代有两说：--L,属更新世晚

期，一说据碳一“测定共存的树木年代，距今约7千年左右。说明早在那时这一带就已有了

从事生产活动的人类。本境在夏，商时为梁州之域，周为雍州地，春秋战国时分属巴国、蜀

国管辖。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巴，开行郡县制，为秦巴郡、蜀郡辖地。汉武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郡治今宜宾)，同年犍为郡下置资中县(县治今资阳县城关)，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牛辑县(县治今简阳县简城镇绛河北岸)，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年)置益州(州治今成都)，犍为郡辖资中、牛粹二县属益于I'I。东汉时分出资中县地置

汉安县(县治今内江)，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分犍为郡地另立江阳郡(郡治今沪

州)辖汉安县亦属益州。

三国至成汉州郡县名沿袭。东晋资中、汉安县没于“夷僚"。穆帝(公元345—360

年)时改牛稗县为稗县，由键为郡划隶蜀郡(郡治今成都)。至南齐，牛粹县复名，仍隶蜀

郡。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置资阳县(县治今资阳县城关)，隶犍为郡，汉安县仍隶

江阳郡。梁武帝普通(公元520一527年)中置普慈郡(郡治今乐至县龙门公社)，辖多业县

(与郡同置)。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资州。恭帝二年(公元555年)分蜀郡之牛稗

县地置武康郡，同年改牛粹为阳安县(州郡县治今简阳县简城)，并置婆润县(今简阳县草

池公社)隶武康郡属资州，置和仁郡(郡治今简阳县镇金公社)辖贵平县(与郡同置)属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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