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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杜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地名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

由于各个时期的更替变迁，致使我县地名较为混乱。有的重名或—名多写；有的含义带有

封建色彩；有的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群众难记难懂；有的地图和实地名称不符，错

位，错名，错字，错舌较多。加之有1个区，1个镇，14个公社与地区内重名；有410个

大队名称重名和以序数命名。这种状现对于建设J让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种文明都很不相

适应。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1981年5月开始至1982年12月止，

以20个月时问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查阅了《盐亭县志》，《潼川府志》、

《汉书》、《宋史》等20多种史书有关内容进行考汪。对垒县与地区内重名的区、j吐、续

行政单位、县内重名和以序数命名的大队，本着尊重历史，保持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和肚

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原则进行了重新命名、觅名。同时以1：5JY地形图(1960年版)为基础，

普查了县境内地名5，139条，删去消失的地名51条，纠正'r错丝、错字、错舌等地名585条，

共计636条，占图上3，26T条的19．5％。新增加了大队行政区划及驻地名称1，102条，基本达

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图，文、表、卡四项成果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按规

定上报。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将全县地名成果资料汇编成《四

川省盐亭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是根据我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1：20万地图，

标洼了垒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整理了全县区、础、续和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名胜古迹等文字概况76篇，辑录了垒县区、础、续、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包括

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4，376条。对各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舌，
井在备注栏内对地名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录引用的数据均为1980年县统计局的数字，其余数据为有关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盐亭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盐亭县地名领导小组

—九八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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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概况

盐亭县地处四川省中部儡北。东经105。12’--105。42’，北纬31。29 7--30958 7之间。东南

与西充县接壤，东北与南部县为邻，西南与射洪县毗连，西北与三台县交界，北与梓潼县

相依。全境东西宽约49公里，南北跨长约58公里，面积为1，629．91T方公里。辖9个区，

1个镇，61个公j吐，469个大队，4，440生产队。1980年底有134，974户，5 9 0，863人，为1949

年的374，415人的157．8％，其中农业人口567，801人，非农业人口23，062人。主要为汉族，

其中回族819卢，4，142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82．5人(其中山区剑河公硅平均每平

方公里181．8人，浅丘洗泽公j吐平均每平方公里592．5人)。

县人民政府驻云溪续。位于成都东爿L210公里，地理座标为东经105。25’，北纬31。13’，
海拔425米。

(一)历史沿革

战国末，盐亭是巴、蜀两国边界之蜀国地。由于两国经常打仗，蜀国于令盐亭县境潺

水(今弥江)东岸立亭以责候望。秦时m}秦亭，汉时噼潺亭。两汉迄晋涪、广汉两县地。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将梓潼水尾万安县移就潺亭，仍名万安。为盐亭建县之始。

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以獠祸之故，宕渠人西徙，侨置西宕渠郡，领县四：宕渠、

宣汉、汉初、东关。东关县治在今金鸡公社东关大队旧县坝；西宕渠郡及宕渠县治在今毛

公公j吐高渠大队许家坝。梁天监中废东关县。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改万安县为潺亭县，

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潺亭县为盐亭县。仍设县治于灵江东，以近盐井得名。北

周保定初(公元561年)在负戴山东麓，弥江西岸置高渠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

郡为县。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高渠县并入盐亭。属新城郡。盐亭县治迁于高渠县

治所，即令云溪续。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盐亭、西水、黄安匿永泰县于今永泰公

社文同大队，属梓州。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于古东关县旧治复置东关县，属梓州。

建中靖国永泰改名安泰，寻废。绍兴初复置永泰县，元至正间省，属地复旧。元至元二十

年(公元1283年)省东关县、杨桃溪一带入射洪县。元代盐亭属漳川府。明代洪武十年(公

元1376年)省射洪县入盐亭，十三年复通射洪县，属淹川州。清初从盐亭划秋林驿一带入三

台县。富村驿一带入南部县。盐亭属淹川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属嘉陵道，民国二十

四年(公元1935年)属第十二行政督察区。县内划分3个区。1949年12月28日解放，辖17个

乡，1个镇，247个保，属川北行政公署透宁专区。1952年撤销川北行署属四川省。辖T

个区，1个镇，50个乡。1953年7月28日由南部县划入大坪、富驿两个区，14个乡，东岱

乡入西充县。1955年由三古县划入共和乡，1958年逐宁专区与绵阳专区合井，属绵阳专

区至今。1973年12月31日因升钟水库工程需要，大坪区9个公社归属南部县。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形属于四川沉降盆地北部边绿微褶岭谷区。地层平缓，倾角一般仅有3—6度，岩

层近水平层。地貌形态较复杂，属于低山，中高丘、浅丘、台地、谷地兼有地区。其中丘陵占

55．89％，山地占41．86％，手坝占2．25％。地势北高南低，海拔300—700多米，相对高差400多米·



山峰：本县山脉属龙门支脉。境内主要山峰有县城西外天然的护城屏障高山(负戴

山)；县东和平公肚石河大队和林农公j吐中和大队之间的龙钟山；县城东南部黄溪公肚金

禄大队的衣禄山；县城东北部黑坪公j赶桥梁大队境内与石牛庙公社连界处的寨子山；县西边

缘剑河公j吐境内的雨台山；海拔均在500—700米以上。最高是县城北部边绿来龙公社麟龙

大队境内与梓潼县交界处的风斗山，海拔789米。最低是金鸡公耻彭家坝雍江出口，海拔33T

米，相对高差452米。

河流：本县地处涪江与嘉陵江分水岭上。境内主要河流有5条。较大的是梓江(汉书

名驰水)，发源于江油县大火山，经梓潼流经我县16个公社，长约“1公里，由北向南流天

别‘洪县民主公j吐。弥江(后汉书名潺水)、湍江、棒溪、雍江(后汉书名沈水)等河较小。弥

江、湍江、榉溪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梓江。雍江流入涪江。另有金孔、八角两区边缘公：i畦之

无名河是嘉陵江支流。除梓江外，其余河流具有山溪水性的特点，大雨成涝，无雨断流。水

土流失严重。河流以排灌为主。

土壤：由于我县地形呈北东一南西延伸向条形。垒县有三个类型的土壤区：唐巴公路

以南为侏罗系蓬莱镇组棕紫泥土壤，占奎县总耕地面积52．7％；唐巴公路以北为自耍系城

墙岩群黄红紫泥土壤，占垒县总耕地面积36．9％；梓江沿岸为新生纪第四代更新世黄壤与

全新世冲积土壤，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10．3％。

气候：我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其特点：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大陆性季

风气候显著；春季冷壅气活动频繁，降雨量少，常有春旱；盛夏暴雨不多，偶有洪涝发生，

伏旱此川东轻；秋季气温下降陕，常有低温连阴雨；冬季干燥，温暖多雾。年平均气温1T．3℃，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6．2℃，最热月(T月)平均气温为27．2℃。年平均无霜期295

天，年均降雨量为825．8毫米。干旱是本县的主要灾害，有时一年中同时出现冬千，春旱

和伏旱。此外还有阴雨低温，偶有大风，冰雹暴雨的袭击。风最多为北风占33万。

森林：我县林群结构具有针、阔叶混生与乔灌草共存的特点。全县宜林地139万亩。

现有林木面积57．22万亩，占宜林地的40．8％。薪炭林为41万亩，占现有林木面积的了6％。

森林覆盖率为13．7形。多为柏、桑、桉、桤木、苦楝、油桐、果树等。林山公社创造桤、

柏混交林，1．2万多亩荒山已全部缘化。被评为四川省缘化先进单位，1979年荣获国务院

颁发的嘉奖合，先后受到林业部和省、地的表扬。蓑草是北面山区采集业的大宗。1979年

来试行人工栽植已达1．6万亩，成功地创造了开发山区的新途径，荣获四川省1981年重大

科技成果奖。

矿产：秦汉时即有开采。在清光绪31年(公元1872年)天然气就有开发利用，民国时尤

盛。开凿的天然气盐井就有1，759 El。近年来积极开发利用的矿产有水泥矿石、膨润土、

沙石。石油、天然气等。国家在凤灵、玉龙、金孔、黄甸、八角、富驿等区钻有油气井31

口。

(三)经济状况

垒县具有幅员面积大，土地资源多，生产范围广的特点，对全面发展农、林、牧、副、

渔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潘力很大，前景广，门路多。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0，843．5

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生产183．5X：，其中农业总产值为7，734．5万元，占T1％，

工业总产值为3，109万元，占29％。 ．

农业：农业是本县的经济基础。清乾隆盐亭县志记载：“盐亭当全蜀孔道，地滨瘠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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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值冲疲，民苦奔命，较他邑为剧。而叉赋税如j鸨，转徙日增”。叉说“山多田少，民务垦

荒，然所星之地，一年而成熟，、二年而腴，四五年而存，又久之则为石田矣”。建国以来，垒

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八字宪法，对

我县山、水，林、田、路、气，进行了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广泛推广旱地带状种植，变一年两

熟为三熟，两年四熟为五熟的耕作制度，进行种植和种籽革命，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

利条件。农作物以粮食为主，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油

菜、贳麻等。土产有油桐、蓑草、白蜡、棕片等。1980年垒县耕地65．儿万亩，其中集体耕地
60．52万亩，田15万亩，占集体耕地面积的23．2％，地45．52万亩，占集体耕地面积的T1％。

1980年粮食总产4，194，876担，为1949年总产1，539，900担的2．73倍。水稻种植106，538

亩，亩产905斤，总产963，946担；小麦种植285，110亩，亩产188斤，总产535，365担，

玉米种植185，728亩，亩产659斤，总产1，223，979担；红苕244，764亩，亩产517斤，总产

1，265，115担；棉花77，659亩，亩产66斤，总产51，390担；油菜28，557亩，亩产162斤，总产

46,319担。人平生产粮食729斤。购进商品粮食4，033万斤(贸易粮)。其中征购1，967万

斤，超购1，296万斤，加价444万斤，议购620万斤，其它326万斤。耻员人平分粮563斤。垒
年农副业总收入为7，734．5万元，人平生产136元。

牧业：牧业以养猪为主，养牛、羊次之。我县种吝，饲料饲草赍源充裕，对发展养猪

事业具有很大优势和谮力。1980年底圈存猪只344，221关，为1949年65，210头的5．28倍；垒年

出槽肥猪207，415关，产值达1，829万元，占农副业总收入的23．6％，人平32．20元。这对扩

大肥源，减少投资，促进农业生产，保证城乡的肉食供应，增加肚员收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蚕桑：我县蚕蒜生产历兜悠久，为我县的主要副业。一统志有“天下酱称鹅溪绢”

的记载。清乾隆盐亭县志记有苏轼、文同有赞美鹅溪绢的题咏“无问男女，惟知力啬，

勤事蚕桑，一岁之需，公私支吾，总以蚕之丰啬，为之盈缩”。建国来，蚕桑生产，几

经起落。60年代县委狠抓了当年栽桑，次年收益，促进了蚕桑生产的迅猛发展。1962年、-

1963年、1979年先后出喏全国蚕桑生产会议。1980年养蚕124，116张，卢平0．93张，总产茧

量72，326担，为1949年总产18，954担的3．82倍，总产值达1，152．1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

的14．8％，人平20．26元，总产量居垒省第一位。

水利：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兴修水利工程3，675处。其中小(一)型水

库10座，小(二)型水库127座，总库容了，784万立方米，有效库容6，493万立方米，中早年可

供水2，944万立方米。小型提灌站305处，机井2，830口，年提蓄水量共T，180．5万立方米，用于

农业5，990万立方米。开引水渠1，268公里，保灌面积13．13万亩，占全县耕地的20．2％。

电力：盐亭县城于1951年3月开始照明。随着国家电力事业的发展，垒县现已有35千

伏安变电站4处，总容量13，200千伏安。水力发电站6处，装机“台，容量2，370珏。架

高压逸、配电线路618．01公里，低压线路约300余公里。建有电力提灌站305处，装机275

台，总容星15，855珏。县城和各区有9了％的公j吐和43％的大队及12％的生产队，用上了国

家发出的电力。

沼气：沼气从无到有，1980年已建成沼气池30，452口，沼气动力站3处，12马力，有

5个公j吐，80个大队，251个生产队实现了沼气化。

农机：垒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590台，9，458马力，排灌动力6，874马力，农副产

品加工机械5，065部，共有农机总动力78，242马力，基本实现了农业，运输业牛机械化和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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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

工业：解放前，垒县仅有制盐工业及绞、竹、木、缫操、织绸、石印、土纺土织、艟

绍等小手工业。建国后工业发展较快，现有省办石油钻探、县办缫蒜、化肥、水泥、农机、

水电、印刷、造纸、食品酿造、糗、油加工、纺织、电机、电器、木材加工、皮鞋、布鞋等业。

计有全民所有制厂矿13个。集体厂矿79个。1980年垒县工业总产值3，109万元，此1955年增

长4．21倍。j吐队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80年有660个社队企业单位。务工社员T，644人，总

产值达627．4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的8．1％。县办工业主要产品为：生蒜201．02吨，水泥

5，693吨，粮食及代用品酒1，200吨，台扇、吊扇16，898台。其中以生蒜和神鸟牌吊扇远销省

外和东南亚9个国家。

交通：解放前县境内仅有一条通过县境55华里的省道唐巴公路，且路基坏，质量差，

很少有汽车通行，运透物资垒靠屑挑背扛。解放后交通事业发展迅速，垒县新修公路总长

610．2公里。其中省道50公里，县道208公里(油路24公里)，主要祜道34条322公里，厂

矿专用道30公里，机耕道2，300公里。垒县9舍区、62个硅(镇)、319个大队可通汽车。

县建有专业运输站，部门有运输汽车队。省运输单位有客车4了辆，货车80余辆(其中农用

车2l辆)。每天有直达成都、绵阳、广元、梓潼、三台、射洪等县、市和县内7个区，33个公

耻的班车。公路四通八达，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市埸商业的繁荣。梓江

可通船支，现有客货运输机动船8只。

商业：我县历史上以产井盐，蒜绸著名。清乾隆盐亭县志记载：“城市有蒜市、茧市，

远近商贾，本地亦有织绢者，差逊于昔时之鹅溪白茧光矣。”解放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市埸商业供应和农副产品的购进都呈现崭新的局面。1980年为

国家提供商品粮4，529万斤，食油257万斤，海椒15，830担，棉花49，767担，蚕茧T2，326担，

油桐23，000担，黄，红麻12，174担，还有蓑草、茶叶、水果、猪鬃、肠衣、猪皮等，纯购进

总额达5，158万元。各种商业和服务业机构1，,520个(包括农村各类商业网点和个体商业)

从业人员3，543人，j吐会商品零售总额达7，078万元，此1955年增长3．98倍。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1949年全县有完Lfl 2所(其中私立l所)，简师l所，初中3所(其中女子

中学l所，私立2所)，有高中学生281人，初中学生109人。高tj',29所，普通学堂484所，

学生28，800人。1980年有师棱1所，完中1所，初中10所(初中均设高中班)，乡村小学校720

所(其中有了6所附设初中班)，共计有学棱732所，学生132，01T人，其中高中学生4，148人

(含中师生312人)，初中学生26，829人，小学生101，040人，分刖为1949年的“．7．6倍，

24．59倍与3．5倍。1980年垒县有幼儿园610所，幼师625人，入园儿童21，673人。还有电大

班，教师进修校，卫生进修校和业余体育学校各1所。

文化事业：解放后县城设有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饱、电影公司、电影院、川剧团；

有区电影院两个，公础电影队60个，业余川剧团3个，区、耻文化站41个，城乡电视差转站T

个，公私电视机约500台，县、社广播站62个，不断地描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



医务人民751人，病床799张。大队医疗站457个，赤脚医生953人。

#计划生育：由于认真贯彻了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节约措施，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1980年计划生育卒达89．6％，有10，878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占已有—个孩子家
庭的90．5％，育能妇女69，675人，节育占94．7％。1980年人口出生率降至7．71‰，／，口增

长率为正0．49‰，死亡率降至7．22‰，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1970年的29．g‰下降到了，71‰。

(五)名胜古迹

盐亭县历史悠久，建县至今已有1580年了。古为蜀国孔道，文明开发较早，遗存的文

物告迹较多。《县志》记载：地面文物就有寺观72处，古迹20余处，丘墓10余处，共100

余处。但由于年代久远，世事变迁和人为损毁，现保存的已不多了，且残缺不垒。属县保

护的有隋开皇(581一一600)年问建，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重修的董叔亭；清光绪

十四年(公元1888年)维修的笔塔}永秦公j吐境内北宋大诗人画家文同墓；安家公j吐境内

的鹅溪寺，以产绢著名于世，唐为贡品，今存为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重建的正殿

局部；麟瑞公社境内袁诗茺烈士手书的龙顾井记石剥；富驿公社境内元宝山清光绪十二年

(公元1886年)建造的定远候王弼墓；大兴公社松柏大队境内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

建造的江长贵提督墓；县城中唐代为馆驿的晏云庵，民国时为陕西会馆，唐玄宗时大诗人李

白来盐求教于赵蕤，杜甫游盐时寓居于此等。1972年黄甸公j赴南山大队在大甲山腰打井抗

旱从古墓中发掘有：金珠，铜铸双鱼盆，陶马，陶俑，龟扭铜印(篆字为“王表言事”)，金

银错带钩等38件。还有王莽时期的贷泉五铢钱100多个。经省博物馆鉴定为东汉崖墓。这

些宝贵的历史文物遗产，对研究我县悠久历史提供了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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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县城新貌



盐亭县人大常委会 盐亭县人民政府

笔 塔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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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练部Ⅳ。表盐与当地群众共逢)

332米、宽2．53采，高6．8米)



图为肚员们正在出售海嵌

柏梓公社海椒总产十万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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