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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地区以生产井盐著名于世，素称。盐都一，产盐历史悠久，中外闻名。自贡地名的发

展变化，与盐业生产发展变化密切相关。自一九三九年自贡建市以来，迄今四十余年，因各

个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地名中也随之产生不少的问题，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

带来极大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O年底全市开展地名普查工

作。经过一年多时间努力，以l：5万地形图(一九六O年版)和一九七九年城市现状图为基

础，普查了市境内各类地名2225条。同时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纠正了地名

中错位，错字、错音，错名情况，及“文化大革命黟时期大搞地名搿一片红’’而造成的地名

混乱现象。对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如和城市路、街、巷、桥等名称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

理。需要命名、更名的从严把关，并按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规定精神办了批准手

续，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我市解放以后第一次进行，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收集

资料内容也比较齐全。特将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的有关资料汇编成‘自贡市

地名录'，目的是为了把地名普查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资料，提供有关单位使用，以利于四化

建设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和一九七九年城市现状图，缩制成各

种比例尺的自贡市地图、自贡市四区地图，自贡市城市地图。同时收集了市，区、公社和有

关单位概况材料五十二篇·辑录了四个区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城市

路，街，巷及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对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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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一九八。年市统计局统计年报数字。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自贡市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本地名录付印时，富顺县已划归自贡市，但资料未收入本录中。

·Ⅳ·

自贡市地名领导小组

1982年8月10日 一{1j1●●，●●■●，1●●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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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贡市概况

自贡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地理座标北纬29。087—29。397，东经104。037一105。007。市

境东邻富顺，南接宜宾，西连井研，犍为，北界威远、内江。全市东西长110公里，南北宽

55公里，面积2761．2平方公里。城市面积25平方公里。现行政区划辖自流井、贡井、大安、

沿滩四个区及一个荣县，有七个县辖区、三个镇，一百零四个公社，八百八十六个大队，十

四个街道办事处，全市总人口166万多入，其中城镇人口37万多人，民族主要系汉族。市人

民政府驻地在自流井区，地理座标：北纬29。217，东经104。467。

历史沿革

自贡地区以生产井盐称著于世，产盐历史悠久，素以“盐都黟闻名中外。据史籍记载，．

约在汉晋时期，劳动人民就在这里勘凿井盐矿藏，采卤制盐，至今巳历时1900余年了。今日

自贡市的行政区划系由古江阳、荣州的部份产盐区组成，自贡称谓缘于自流井和贡井两地名

称的合称。

东汉时期(公元25年一220年)，崔骝在其‘博徒论》中提到“江阳之盐弦。经察考，

古江阳县地辖域辽阔，有可能产盐的地点当在后设置富世县(今富顺县)和公井县(今贡井

区)范围内。后来晋人常璩在其《华阳国志，蜀志'中，则明确记载： “江阳县⋯⋯有富义

盐井一。至北周武帝时(公元561年一578年)，设富世县(唐‘元和郡县志>“周武帝于

此置富世县乃。宋‘舆地纪胜>“后周置富世县，以富世盐井为名黟)，因大公井而设公

井镇。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公井镇更升为公井县而置荣州。(唐‘元和郡县志’，公

井县，西北至荣州九十里，本汉江阳县地，属犍为郡。周武帝于此置公井镇，隋因之，武德

元年于镇置荣州，因改镇为公井县。县有盐井十所，又有大公井，故县、镇因取为名修)。

可见在唐以前，富世盐井和大公井在四川已很著名，以致因盐设县而载入史册。唐、宋时

期，两县地沿革，或为州、或为县、或为监，代有变化。唐贞观二十三年，因避太宗讳，改富

世县为富义县，富世盐井为富义盐井，北宋时因避太宗讳，改富义县为富顺监，降公井县为

公井镇，入荣德县。关于古富世盐井的位置，唐‘元和郡县志'载： “在县西南五十步。彦

而古大公井的遗址，据传即今贡井街东岳庙址处(但迄未找到史料佐证)。

北宋庆历、皇佑年间(元公1041年一1054年)，四川卓筒井出现，井深掘至数十丈，导

致自贡地区井盐生产的发展，荣溪(今釜溪河)两岸开凿，砌筑了不少井群，盐灶。明代，

井盐生产巳具有相当规模，为管理两县产盐区的盐务，明代分别在富顺县南置盐课司(见

‘四川盐法志')，在公井镇置新罗盐课司(明嘉靖‘四川总志'卷十三)。随着盐卤资源

的不断开发，明初还大量产盐的富义井，在嘉靖时期，终因淡水渗溢而逐渐废弃。据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富顺志’日： “富义井在县西一里，近年为淡水渗溢，灶丁淘远近

旧井赔课，而此井遂废，今盐井十四。力因而富顺以富义、邓井为代表的产盐区逐渐转移到

县西北九十里的荣溪水滨，为新开自流等井所代替。据明嘉靖富顺人熊过‘南沙文集'卷四

载： “富义，邓井，久在坍塌，其新开自流等井，课程自可兑补原额，无井灶丁，自可径免

一-|I■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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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的最早记载。而清乾隆以后的史籍中，自流井巳被当成古

市中心一带的地方。

一步提高，天然气也被大量开发用来制盐，井盐生产呈现一片兴

生产和经济上联系至为密切，时人便分别将富顺、荣县两县所辖

厂。据道光版‘荣县志>载。 搿清初，自流井与贡井厨系一厂，

溪为界，东属富顺称东厂或下厂，西属荣县称西厂或上厂。关于

。下五蛸即是距富顺最近，绵亘在县西北数十里的詹家井、王家

等五处，共有四十余眼(见‘四川盐法志')。而上五蛸即自流

、长发蛸、邱发墙。西厂则紧邻自流井之邱发蛸，即现贡井区贡井

、八年，分别设贡井县丞和自流井县丞，管理越来越兴旺的盐

务。咸，同年间，因川盐济楚，自贡地区井盐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东、西两厂经济上逐渐融

为一体，建立独立政治、经济实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富荣盐厂宣告独立，成立川南自贡地方议事

会，以行使地方行政权力。民国二年，川南自贡地方议事会提议设新和县，后未被批准。民国四

年，两厂辖域又作调整，以土地坡为界，自流井称“宦荣东场"，贡井称“富荣西场"。东

场辖凉高山、大坟包、东岳庙、豆芽湾、郭家坳五垣，西场辖萄氏坡，黄石坎、席草田三垣。

并分别成立东、西两场署，管理盐场事务。行政区划上，仍分隶富顺，荣县。民国十七年

(1928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两次提出设自贡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

日战争爆发后海盐内运绝断，两湖，西北及西南有七个省、区食盐困难，要靠自贡盐场供

应，为适应形势要求，自贡盐业进一步发展，建市要求更趋迫切。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经省政府审议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次年(1939年)九月一日正式宣告成立自贡市政

府，直隶省政府管辖。行政辖属有富顺县第五区之桐踏镇(1942年改为自井镇)改为第一

区，长丘镇改为第二区，上丘镇(后改为筱溪镇)改为第三区，新端镇(后改为大文镇)改

为第六区，新又乡(后改为凉高乡)改为第七区，大山乡改为第八区，高硐乡改为第九区，

荣县第二区之贡井镇改为第四区，敦睦乡和艾叶乡合并改为第五区。共十个乡、镇划为九个

区。当时城市面积160．9平方公里，人口215，767人。其中农业入口62，025人，仅占28．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自贡市解放，相继建立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川南行政公署亦设

在此地(不久迁往泸州)。一九五O年五月，并九个区为五个区，自流井为第一区，贡井为

第二区、大安为第三区、大山铺为第四区、艾叶滩为第五区．一九五三年变五个区为四个区，

并以地名命名，即s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先命名为大文堡区，后更名)为三个城市

区，下设12个街道办事处，同时将这三个区原辖农村部份和原四，五两区的农村，合并组成

郊区，现更名为沿滩区。一九五九年富顺县邓关一带勘探出丰富的盐卤和天然气资源，经四

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将富顺县所辖永安区全部、沿滩区、永年区各一部份，荣县的荣边、宜

宾的农团，漆树，仲权等共计十三个人民公社划归自贡市郊区管辖。一九六一年，又将十二

个人民公社分别划归三个城市区管辖，一九七八年四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将荣县全

部、富顺县何市区划归自贡市辖属，何市区六个公社并入大安区管辖，省去何市区。至此，

自流井区为纯城市区，辖四个街道办事处。贡井区辖四个公社，四个街道办事处。大安区辖

十四个公社，四个街道办事处。沿滩区辖十六个公社，两镇，两个街道办事处。荣县辖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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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镇，七十个公社‘
自 然条件

自贡地处四川盆地南缘丘陵，属中浅丘陵地带，局部深丘，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

部荣县以中丘地形为主，东部地形均浅丘，参差夹有平坝河谷，平均海拔高程350米左右，

最高山丘位于荣县北部同心公社境内，海拔901米，最低处为东南角邓关砂石场河岸处，海

拔260米。地貌形态以构造剥蚀地形，剥蚀浸蚀地形，浸蚀堆积地形组成，西部中丘地带基

岩多裸露，平坝河谷多为残积或坡积而成的第四纪粘性土。

本市地表水体主要是釜溪河流域。釜溪河古称荣溪，属沱江水系，由旭水河，威远河于

市区西北之双河口汇合成釜溪河千流后，自西北向东南于富顺境内李家湾注入沱江。流域总

积雨面积3600平方公里，河水最大流量为3500方／秒，最小流量为零。旭水河发源子荣县东

兴公社，全长73公里，穿流荣县东部。市境西部有越溪河自北向南穿流荣县，属岷江水

系。 ，

本市气候地处亚热带，在川东川西分界上。冬季主要受北方冷空气影响，夏季受西太平

洋暖湿空气控制，春秋两季受冷暖气团交替袭击，形成自贡春早、夏热、秋雨、冬暖、雨量

集中，阴天多，日照少，湿度大，霜雪少、无霜期长，热量充足，四季分明，气候湿热的特

点。年平均气温17．9。C，极端最高气温4090，极端最低气温一2．8。C，全市无霜期平均长达

B23天。全市雨量充沛，但分配不均，年平均降雨量1080毫米，集中在夏季，占全年的

56％，且降雨量强度大，常伴有暴雨发生(日最大降雨量达171毫米)。冬季一般干旱，降

雨量仅占5％，此外还有大风，冰雹，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发生，每年阴雨天多、日照少，多

集中在夏季，年平均日照时为124Y小时。主导风向春，夏以东南风为主，秋，冬季多北和西

北风。

自贡地区地质构造属扬子地台，川东褶皱带，东部有自流井盆地之称，普遍分布的地层

多以中生代地层为主，特别是侏罗纪地层遍布自贡全境。自贡属七度地震区，历史上有记载
。

的最大地震为里氏地震5÷级(--／k九六年二月十四日，震中在沿滩区沿滩镇)。
呈

境内农业土壤大多属酸性红沙土和重庆层紫色土，种类有五种以上。西部山丘以酸性红

沙土为主，易流失，保水，肥力差。河谷平坝以棕色土和紫色土为主，土层较厚，保水，肥

性好。另有少数红壤土，多为祖沙土和麻枯土，分布于东南部少数浅丘地区。

全市比较集中的林地有34．7万亩，其中天然林有25万亩。森林复盖率8．55％。集中成片的

林地，主要分布在荣县西北部和东南部，及沿滩区的农团公社。

矿藏资源主要是盐卤、岩盐、天然气，其次有石灰岩、煤、型砂、胶岭石等。卤水有

黄，黑卤，含有丰富的多种稀有元素，主要分布在自流井，邓关，兴隆场地区。岩盐矿体主

要蕴藏在威西矿区，储量达174亿吨。天然气集中在自流井，兴隆场，邓关以及威远的储气

构造上，探明储量达334亿立方米。石灰岩分布在凉水井，贡井．自井、荣县，储量有8000

万吨以上。煤矿主要分布于荣县臭水河、度新及新胜煤矿，储量约1270万吨。丰富的矿藏是

自贡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工 业

自贡市解放前是一个单一的井盐产区。除盐业外，只有一些少量的为盐业和人民生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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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工业，商业。一九四九年工业总产值为1721万元(除去荣县贝iJ为1007万元)。盐业

占80％左右，产原盐12．05万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自贡

纯产盐的古老盐都，发展成为有一定农业基础，以盐业，化工、机械为主的多种工业

的城市。现在全市有工业企业1063个，一九八O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8．69亿元，占全

农业总产值10．84亿元的80％，是一九四九年的五十倍。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7．21

，占83％。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48亿元，占17％。有职工人数11．43万人，其中全民

制职18．34万人，集体所有制职工3．09万人。全员人平劳动生产率为7602元／人。全市

主要工业产品达200多种，有的是国家短线产品，有的进入国际市场。工业门类有盐业、化

工、机械、冶金、电力、煤炭、电子，建材等。其中：

轻工业(包括盐业)占的比重较大，一九八O年底有企业625个，职工人数5．23万人，

产值达4．4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0．6％，主要产品原盐产量达86．54万吨，产值为1．91亿

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2％。其中先进的真空铋盐占全部制盐能力的32％。其它产品有手

电筒，各式锯条、纸、轻重皮革、灯泡、玻璃器皿等。主要制盐、轻工企业有大安盐厂、贡

井盐厂，张家坝化工制盐厂、自贡市电筒厂等。

随着盐、卤、天然气的进一步开发，自贡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有了很大发展。主要化工

产品达40多种，许多是国家的重要产品，总吨位为37万吨，产值为0．69亿元，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7．9％，重要化工企业有鸿鹤化工总厂、自贡炭黑厂等。

机械工业是发展较快的工业门类。一九八O年有292个企业，产值达2．6亿元，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的30％。主要产品有各种机床、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高中压阀门、空压机、电焊

条，工农业各种水泵，各种农具，化肥设备，电子产品等。有重要企业东方锅炉厂，长征机

床厂、中国电焊条厂、东新电炭厂等。

六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冶金工业给自贡工业增添了新的内容。一九八。年冶金工业产

值为0．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7％，主要产品有硬质合金，稀有金属、钢等，主要企业有

自贡硬质合金厂，自贡铸钢厂等。

建材工业发展也很快，现有企业120个，产值0．31亿元，占全市的3．5％。主要产品有水

泥、平板玻璃、油毡、建筑陶瓷，其中平板玻璃，油毡是西南重要产区之一。主要建材企业

有四川平板玻璃厂、自贡油毡厂等。

其它还有石油、煤炭、食品加工，森林等工业门类，占有一定的比重。

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导致社队企业的迅速发展。一九八O年底，全市有社队企业577

个，总产值达0．44亿元，占全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1．48亿元的29．5％。主要有采煤、制

盐，轻工、建材、建安等。

农 业．

自贡农业主要集中于荣县、沿滩、大安三个区，县。一九八O年农业总产值达2．15亿

元，占全市总产值的20％。全市有农业耕地面积140．63万亩，占全市总面积34％。其中l田

80．44万亩，土60．19万亩，人平占有土地面积0．9亩；属于人多地少地区。土地分布情况，

多山丘的西部和南部，以旱土为主，人平占有土地较多，平坝河谷和水利条件较好地带，以

水田居多，人平占有土地较紧，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红苕，玉米、高梁等。一九八

O年粮食总产量达9．345亿斤。按劳力人平生产粮食1624斤，以农村人口计，平均产粮为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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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粮食平均亩产447斤。粮食作物中水稻产量最多，达4．666亿斤，占总产量的50％。

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油菜、花生，甘蔗，黄麻等。此外还有茶，土烟、蚕桑，药材

等。产地主要集中在荣县，沿滩区和大安区也有一定比重。一九八O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

15．65万亩。其中棉花3．86万亩，产棉58万多斤。油料9．5万亩，产量1728万斤，土特产主

要是柑桔，全市均出产，一九八O年种植面积5．4万亩，产水果133．5万斤。

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家禽副业也相应有所发展，一九八。年全市拥有各种牛5．62万

头，产牛奶2．3万担，有生猪74．43万头，羊6万只。 ，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解放以来，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很快，现在，我市有大小水库248

座(库容在十万方以上水库200座，一百万方以上水库48座)，总库容1．6亿方以上。另

有建在威远县境内，主要为我市服务的中型水库两座(长沙坝水库，葫芦口水库)，库容

分别为3800万方和7200万方。建成各种灌溉渠道1286公里(其中团结渠是省内中型水利工

程，境内长43．1公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6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6．2％，旱涝保收面积

25万亩。
’

在向农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全市农村用电量达3468万旺，其中农村小水电所占比例

不大，仅有小水电17个，发电能力2800碰。农业机械化发展较快，一九八O年底拥有各种农

业机械设备总动力达15万匹马力，有各种拖拉机9700台、机电提灌设备7600余台以及其它各

种机械数千台、运输车辆136部。

全市一九八O年农业化肥实用量9万吨。

交 通

解放前自贡交通不便，对外运输原盐主要靠二路(内乐路，川云路)二河(釜溪河，威

远河)。旱路靠人挑马驮，河道也堰闸遭道，很不方便。解放后，因发展生产的需要，对外

交通运输发展很快，现在，内昆铁路，内乐公路、川云中路，贡连路，釜溪河、威远河从不

同方向穿越市境。市内各级公路密布，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从市境东北往南穿过市境的内昆铁路，在自贡境内长40．5公里，依次设有大山铺，自

贡，舒坪，俞冲四个火车站，分别为五，三、四，五级站，年货运总量为170万吨左右。客

运量为120万人次左右。市内部份厂矿企业从自贡、舒坪站接轨的专用线有12条，总长度

24．4公里。铁路运输承担了自贡主要对外运输任务。

对外公路运输，以内乐公路(内江——乐山)，川云中路(自贡——云南)、贡连公路

(贡井——威远)为主。该三条公路在自贡境内长149．6公里，年货运量21万吨左右，客运

量43万人次左右。 ，

解放前占有重要地位的内河航运，现在只占很小比重，但仍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水运

主要是釜溪河，其次为威远河及旭水河，通航里程有100公里左右。由于河道比降大，每条

河都有许多堰闸，加之受季节水量限制，通航能力较低，通航期短，运输物资主要是部份原

盐、建材，煤炭等。

市内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全市县，区、社各级公路密布，社社都通汽车，现市内有各

种公路总长1100多公里。拥有各种机动车3700多辆，其中货车1500多辆。每个公社都拥有汽

车，另外非机动车1．8万多辆。一九八O年市内货运总量达222万吨t．

交通运输的发展。加速了自贡地区经济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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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

自贡是因盐设市的城市，解放前井盐生产落后，城市凋蔽破败，人民生活困苦，房屋破

旧，没有自来水，没有公共交通，道路狭窄，排水混乱，城市面积仅4．4平方公里，建成区

只3．1平方公里。解放后，经过三十余年的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城市面积

已扩大为25平方公里，为解放初的5．7倍，建成区面积20平方公里，为解放初的6．4倍。

为解决群众的住房困难，解放以来新建住宅近100万平方米，现全市有住房建筑面积

255．5万平方米，按人平均居住水平为3．76平方米。城市公用事业发展很快，自来水从无到

有，解放后先后新建水厂4个，现日供水能力达12万吨，用水普及率达83％，人平生活用水

为64公斤。公共交通拥有客车130多辆，营运线路48条，线路网长度370多公里，年客运量达

2500万人次，城市煤气是近几年新建的事业，正在为方便群众生活，改善生活用燃料结构作

出贡献。城市绿化面积达5000多亩，绿化复盖率为20．2％，城市道路网系统巳形成，交通方

便，现城市区共有路，街，巷142条，长104．8公里。全市的主要街道有24条，长44．4公里，

98％属高级、次高级路面，路况良好。

文卫科教事业

全市解放前有中学5所，中专1所，小学95所，在校学生1．4万多人。但能入学的大多数是

地主、资本家的子女。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劳动群众子女有了就学的机会。目前全

市有高等院校1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普通中学88所，小学1065所，幼儿园235所。一九八O年

在校学生36万多人，在职专任教师1．3万多人，其中中学以上在校生9．4万多人，小学适龄儿

童入学率为94％。

解放前，卫生医疗事业落后，仅有综合性医院4所，病床150张。劳动群众缺医少药。解

放后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全市有综合性医院138座，其它卫生机构(疗养院，门诊

部，防疫站，保健所)218个，共有病床3981张，有医疗卫生人员6096人。

文化事业和体育设施也都有很大发展。现全市有文艺团体6个，专业电影院5个，电影放映

队117个，群众文化馆，站9个，以及市，区级青少年宫，图书馆、博物馆，工人文化宫等。

体育设施有简易运动场三个，灯光球场四个，游泳池三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

科研事业有独立科研单位lo个，其中中央和省属有3个。非独立科研机构16个，共有科技

人员1万多人，占职工总数的5％。

文物 名 胜

自贡及辖县荣县，历史悠久，有名胜数处，多与井盐生产有关。

西秦会馆，又名陕西庙，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由陕西籍盐商集资修建，历时十六

年，于乾隆十七年竣工。会馆建筑奇特，雕刻精美。一九五九年以来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设

在馆内。一九八O年七月七日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荣县大佛，位于荣县城关东山，开凿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距今近900年。大佛座

像高36．76米，仅次于乐山大佛像。佛像傍山雕塑、栩栩如生。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列为

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荣县镇南塔，位于荣县城关南门龙头山上，建于明代，因塔身呈白色，故又名白塔。塔

高30米，计十一层，是一座正方形的砖塔，内有螺旋形梯可上塔顶，凭栏远眺，江山景色尽
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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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石梯风景点，

建成林场，面积达20

东源并，位于贡

保存有捣碓凿井，推井采卤、蒸发制盐的旧的生产方式和设备，是自贡井盐生产历史的缩

影。

自贡恐龙化石，一九七三年以来，市内沙滩坝，大山铺等地发掘出大批恐龙化石9为一

亿多年前的古生物。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化石骨架之完整，为恐龙发掘史所罕见，具有

很高的科学价值，拟在大山铺建恐龙博物馆一座。

自贡产盐历史悠久，盐场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先后出现有卢德明、李仲权，

江竹筠，肖凤阶，方士廷和其他许多革命烈士，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同志。为纪念在自

贡盐场领导盐场工人革命斗争而牺牲的肖，方二烈士，每年清明、祭扫人群，不绝于路，前

往大安区深沟烈士墓，以寄托哀思。

除上述外，还有兴海井，王爷庙，等名胜故地，正在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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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井区概况

自贡市自流井区位于城市中心，是市党政领导机关驻地，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b。

东邻大安区和平公社、南连大安区红旗公社，西接大安区凤凰公社，北与大安区龙井街道办

事处辖区接壤。全区东西最长处约6．3公里，南北最宽处约2．9公里。面积11．3平方公里。辖

街道办事处四个，居民委员会7r5个，居民29，447户，人口136，634人，与解放前的53，815人

相比，增长2．5倍，民族主要系汉族。全区有路，街，巷57条，桥4座。中共自流井区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驻解放路。

自流井名称的由来，起源予该地区古代盐井的井名，与盐业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明嘉

靖时，熊过所著‘南沙文集’，载有‘答李令论税粮驿传监荚册籍四事书'，该文对当时

富顺地区的盐业生产，征榷情况及盐务管理，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论述。文中写遭：“富

义，邓井，久在坍塌。其新开自流等井，课程自可兑补原额，无井灶丁，自可径免虚赔。一

文中所提新开自流等井是迄今所考证自流井名称的最早记载。准确时间应是明嘉靖十八年至

三十三年(1539——1554)这段时期。因原来富顺，邓井关一带的主要生产井坍塌废弃，在

必须开新井、赔旧课的历史背景下，劳动人民在富顺县城以西九十里的荣溪水滨，开凿了以

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盐井。随着该地盐井的不断开凿，盐业生产的逐渐繁荣，自流井这一名

称，不仅作为这一口盐井的名称，而且作为了这一地区盐井群的称谓，并逐步演化成为这一

地区的名称。以后的史籍中把自流井作为地区名称记载下来，最早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富顺知县钱绍隆的‘详请禁兵害文'。乾隆以来便将自流井称古井了。关于自流井的

位置，同治时作过富顺知县的吴鼎立在‘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中谓t自流井在“新桥下、下

桥上，名为火井沱劳处。

自流井地区自明末清初以来，盐业生产飞速发展，咸，同年间(1851——1875)进入鼎

盛时期，成为全省井盐的主要产区，被称为“富庶甲于蜀中弦的口川省精华之地彦．

清代将分属于富顺县和荣县贡井的井灶总称富荣厂，以荣溪为界，东属富顺县，称下

厂，又名自流井厂，西属荣县，称上厂。雍正八年(1730年)，富顺县下设自流井县丞。辛亥

革命后，于一九一四年将富荣厂改称富荣场，仍分属富顺和荣县。以土地坡为界，东属富顺

县，称东场，下场，又称自流井场，西属荣县，称西场、上场，亦称贡井场。

抗日战争初期，自流井属富顺县第五区管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沿海一带后，海盐

内运绝断，两湖以及西北一部份地区和西南等七个省，食盐都靠自贡盐场供应，由于盐的需

要量日渐增多，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一九三八年六月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自贡市

政筹备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正式成立市政府，直隶省管辖。并将富顺县第五区之桐踏镇

(1942年改为自井镇)改为第一区，长蚯镇改为第二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自流井，设行政区为一，二区，共管辖

54个保。同时川南人民行政公署、自贡市人民政府均设在第一区(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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