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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素称“油桐之乡一。图为油桐花盛开时节。

麻柳藤编，工艺精湛，实为我县特产．产品畅销省内外·



沙滩河水库·1974年动工至1978年建成·库容量2，830万立方米，控灌农田10万余亩，

是一座以蓄水灌溉为主·结合发电、养鱼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图为水库堤坝。

达广公路线上重要桥梁——石梯大桥。



龙会公社，年产柑桔300万余斤，素有。柑桔乡”之称。图为社员正在采收柑桔．

赵家公社竹席．工艺精细．久负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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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17

倒4-5

《达县地名录》

误

改南朝齐宣汉县为石城县

民国三年(1914年)裁府留县

仍名达县属东川道。

勘误表

一九三三年八月

一点零二亩

二十三

二十三

巳

传相

一九三五年

1864年

玄

汉设‘‘柳衙门打

复置

更名为

复置

复置

复置

以刘姓入居此院，故名。

为川东游击军，虎南大赤区。

已

巳

已

改名

巳

公路梁相接

复置

住地

辙

刺

Tian：-=a

四百一十万斤。长一点七八倍。

于嘉庆战毁

鱼场 ’，

正

改万州置通州，石城县

民国二年(1913年)裁府存县仍名

达县属川东道，民国三年(1914

年)属东川道。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点零六亩

二十四

二十四

已

相传

一九四O年

1897年

悬

汉设柳衙门

分置

分置

分置

析置红星公社

析置

以刘姓屠此故名。黄井庵大队驻地。

为川东游击军虎南大赤区。

已

已

已

析置

已

公路相接

分置

驻地

撤

刺

Ti丘njia

四百一十万斤增长一点七八倍。

清初战毁

渔场

8如●1

2圪●5

z

6他7

8

6

2

7

6文●2

8坞5加3

8儿M眩5

7顺倒顺顾倒顺顺顺倒顺顺顺顺顺顺例顺倒倒倒烦顺倒顺顺顺倒倒剑顺倒

O

8

l

5

5

2

2

7

9

9加¨埔加缛龉轧％铊船雅弱鹪％加邪邪祁祁趼踞圳n㈣蛾他



误．

复置

一九五六年三月 ．

‘‘U

冈

介

n一九五六年三月

富绕，人称米粮仑

同年

斌郎公社，二郎大队驻地

改名

清末属垂虹乡

桕

木头公社驻地

顺l 桕

顺5 刺

顺12 小尖山，二尖子

顺5 “桥"， “湾"

顺4 “桥"“湾护

倒3 hang

顺3 bi￡／n

顺l 建改

顺7 江陵，虎让乡 一

顺6 故名

顺5 温家坪大队驻此

倒10 苟家院

顺5—6堡子清属宝芝乡，一九三五年
属第五区

倒4 新溪，江陵公社

顺16 杨家谐音

顺1 置檬子镇，双河乡

倒7 皇成滩

顺1 公社驻龙滩河

顺5 龙滩场

顺7—8一九五六年属堡子区。

顺3 龙滩公社驻地

283 顺11 三湾大队驻地

·2’

正

分置

一九五六年四月

冈

界 ’

一九五六年一月

富饶，人称米粮仓

次年

斌郎公社、二郎大队驻地

改置

清属翠屏乡

柏

木头公社驻地，一九／＼--年迁至大
河嘴，以州河东岸边一大山嘴得名。
柏 ，

刺

小尖山、二尖子

“桥’，， “湾"

“桥’，、 “湾"

Xiang

Pi／in

建政

江陵、虎让乡

故名。

温家坪大队驻地

苟家院

堡子清属宝芝乡，一九三五年属第
四区

新溪、江陵公社

杨家骗谐音

置檬子镇、双河乡

皇城滩

公社驻梨树垭豁

龙滩河

一九五六年属堡子区。一九五七年
治迁梨树垭豁，以其地有梨树得名。

龙滩公社驻地，一九五七年迁至梨

树垭豁。

三台场大队驻地

f

¨9

6

6

9

5

6

6

8

4

l

5斧顺顺顺顺顺倒顺顺顺顺顺顺

。j广矿。Ⅵ二

：。

，，辩。，势箩黔‰

5

5

7

7

7

9

7

I

4

5

3

4

6

9

7

l

2

9

9

2

8

2

4

6

9

1

3

6

0

1

1

1

2

页¨蚓坞鹕埒玛∽屿埔¨鹕鸲

托鸲均拢匏船纵龉孙那舶舶孙

玎打打鹞嬲船躺

蕊



378

378

379

380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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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误

顺6 改名属

顺2一九五六更名

倒12名三关口

顺8》原居江姓

顺13蜜

顺7一九三三年八月

顺10 207

顺7 1874年

顺8 343立方米／秒

顺5 1，236立方米／秒

顺25莲珠峡

例9 巴河右岸

顺3-4十万零六百亩

顺3 四万八千亩

顺8 二十四米

顺20 250度

顺5—6职工五百四十七人，其中有工程

师一人，助理工程师六人，工

程技术员二十九人

达竹矿务局

顺2—3职工一千二百九十五人，其中

工程师二人，助理工程师十

人，工程技术员三十八人

顺2—3职工一千四百三十五人，其中

工程师四人，助理工程师十六

人，工程技术员二十四人

顺7 职工二千零五十七人，其中工

程师四人，助理工程师十五人，

工程技术员五十人

顺lo一九三三年八月，徐向前、李

先念等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来

到北山场。二十八日，

顺1 三十二

顺1l 1826年

例9 明珠

倒6 诗书楹联，墨迹犹新

倒3 两公里

正

改属

一九五六年更名

名三关石

原居汪姓

密

一九三三年十月

2074

1847年

34．3立方米／秒

12．36立方米／秒

连珠峡

巴河至右岸

八万余亩

三万八千一百亩

二十四点二米，宽三点二米，

250万度

职工五百四十六人

达县矿务局(余类同)

职工和家属一千三百九十八人

职工和家属一千六百二十二人

职工和家属二千一百三十三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徐向前、李先念

等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来到北山

场。

三十七

1865年

佛祖

诗书楹联，墨迹犹新

三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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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社会交流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历

史朝代的更迭，我县地名也不断演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地名造成了极大混

乱。有的重名或以序数为名，有的含意不妥，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地

名和地图不相吻合，等等。凡此种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这种状况j亟待改变。 ．

遵照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自一九八。年九月至一九八三年九月，用

三年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九个公社和六百五十七个以序数命名

及九个同名的大队，本着不重名、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成就的原则，由县政府重新命了名。同时，以一比五万地形图为基础l普查了县内地

名五千七百七十八条，删去消失地名八十四条，纠正错位、错字、错名等地名一千零二条，、

新增大队等地名一千五百二十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

项成果(图、文，表、卡)，已经省、地验收并按规定上交。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

果汇编成‘<达县地名录》。同时绘制了一比十八万Ⅸ达县地图》，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

的地名。收集整理了公社以上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重要企事业单位等概况材料共一百

零七篇。选用了照片二十二张，其中彩色照片九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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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地名五千六

百九十四条，并标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属经济建设方面的，来源子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

为一九七九年公安局统计年报数，其余系有关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

八。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达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达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达，县概 况

达县在四川盆地东北部，地跨北纬30。49 7—3l。32 7，东经106。59，一107。49／。东邻宣

汉，开江县，南靠梁平、大竹县，西与渠县、平昌县交界，北与宣汉、平昌县接壤。南北

长，东西窄，面积二千八百七十点零三平方公里。辖十三个区，八十个公社，八百六十九个

生产大队，六千零二十五个生产队。有一百一十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七入(男五十九万零四百

四十三人，女五十七万二千九百五十四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九，其中农

业人口一百一十一万九千五百零五人，占总人1=I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二，汉族。县人民政府驻

达县，北纬31。12／，东经107029 7。

(一)历 史沿 革

达县历史悠久。上古属巴地。唐，虞、夏属梁州地。商、周属雍州地。春秋战国时属

夔子国，亦云属巴国。秦属巴郡宕渠县(治今渠县土溪)地。东汉和帝时分宕渠县之东置宣

汉县(治今达县市)，属巴郡。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属巴西郡。蜀汉时属宕渠郡。西

晋属巴西郡。成汉至东晋属宕渠郡。南朝宋至南朝齐，宣汉县仍置，并析置始兴县均属巴渠

郡。南朝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置三冈县，属新安郡，同时改始兴县为石城县(郡治，今

达县市)，属万州开巴郡。西魏废帝二年改南朝齐宣汉县为石城县(州、郡治，今达县市)属

通州开巴郡。大同中置永康县(郡治，今桥湾)属万荣郡。西魏至北周(公元535年

至581年)，石城县属开巴郡，三冈县属新宁郡，永康县魏周属万荣郡。隋开皇十八年(公

元598年)改石城县为通川县(郡治，今达县市)，三冈县仍置，均属通川郡。同年改永康县

为永穆县(治今桥湾)，属清化郡。唐至五代，前、后蜀(公元618年至公元965年)废郡为

州，通川(州治)、三冈，永穆县均属通州。武德初于通川县北置思来县，西南置太平县’

于今江陵置恒丰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省思来县入通川县，省恒丰、太平二县入永

穆县。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改通州为达州。熙宁六年(1073年)，省三冈县入

通川县，改永穆县为永睦县(今桥湾)，均属夔州路达州，州治通川县。元至元二十二年

(1285年)，省永睦县入通川县(州治)，仍属夔州路达州。明洪武九年(1376年)，省通

川县入达州，又降州为县(治今达县市)。正德九年(1514年)复升为州(州治)，属夔

州府。清嘉庆七年(1802年)升达州为绥定府，置达县为附郭首县(《达县志》卷之一，

沿革之十七，府、县治，今达县市)。因地处州河畔，交通方便，以水通达得名。民国三年

(1914年)，裁府留县仍名达县，属东川道。民国二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35年至1949

年)，属四川省第十五行政督察区(署治，今达县市)。一九四九年解放，一直称达县。

一九五O年隶属达县专区，一九六八年隶属达县地区至今。一九七六年广月析置达县市，将

厚属达县城关，南外!北外，西外四个公社划入达县市。一九七八年又将盘石，复兴公社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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