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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由

于历史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有的用

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含意不健康，或长期、北传，改变了原意；有的是地图与实地对不上

号，或错字、或错位、或错名、或名存实亡。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大搞地名“一片

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lz7需要提供准确的

地名资料，以适应新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

我们根据国务院(1979)3 0 5号文件和中国地名委员会(1980)0 8号文件以及省、

地有关规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开始到1981年6月底止，用了八个月

时间，以l：5万地形图(i960年版)为基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我们本着

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相对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遵照《全国地

名普查若干规定》，进，亍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共普查地名3，500条， 改正了原图标

注错字402条，错位2条，因地名消失删去188条，同时在地图上新增加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

等地名l，638条。 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卡片、地名成果表，地名概况)

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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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按

照《地名录》编辑要求加工整理，编集成《广安县地名录》。全书辑录了生产大队以上行政

区划及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和名胜古迹等重要地名3，226

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历、含义做了简要说明。

书中撰写了地名概况91篇。 在l：5万地形图的基础上， 缩绘成l：lo万的《广安县地

图》，还附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以备查阅。书中所录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今后任

何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本县地名时，均应以本《地名录》为准，凡对地名进行新的更名，命

名，必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才可使用。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是地名普查时各区、社、大队调查汇总的，并与县统计局1980

年数据核对无误所录用的。地图上的界线，因有些地方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

广安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广安县概况

广安县位于四川省南充地区东南部，渠江中游。地跨东经106。32’～107。03’，北纬38。18’

--,30650Io东邻大竹，邻水县，南与华蓥工农区相连，西与岳池县接壤，北与蓬安、渠县毗

邻。全县总面积l，571．71平方公里。1980年有1，049，711人(其中：男542，243人，女507，468

人，农业人口992，728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660人。主为汉族，还有蒙、回、苗、

藏、彝，瑶、布依等民族71人。辖10区、2镇、69公社、862个大队，7，129个生产队。 县人

民政府驻浓洄镇，距省会——成都419公里。

(一) 历史沿革

广安县春秋属巴子国地，名蚕城， 简称蚕。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王国后， 设宕渠县。

南朝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析宕渠县地设始安县(治地今金广公社)， 属梁州巴渠郡。

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始安县为蔷城县。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徒治于今肖溪公社

王家坪。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名始安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始安县为渠江

县，属邻山郡。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置广安军(军治今浓洄镇)， 取“广土安辑"

之意得名， 领渠江等3县。淳秸三年(公元1243年)为抗元兵， 军治曾迁大良城(今大良

公社)。 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改名宁西军。 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军治还浓洄

镇。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升为广安府， 属顺庆路。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改

府为州， 属顺庆府。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划渠县，大竹县隶广安州。洪武十年(公

元1377年)省渠江县入州， 弘治年间增领邻水县。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广安t'11领岳

池，渠县、大竹、邻水四县， 属顺庆府。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并岳池县入州， 改大

竹、邻水，渠县归顺庆府辖。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分设岳池县，属顺庆府，广安州为散

州。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州为县。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十行政督

察区(治地今大竹县)。1949年12月11日广安县解放。同年12)1 24日成立县人民政府，隶大

竹专区。1950年9月全县划为13区、4镇、38乡，1953年调整为14区、1个区级镇、3个乡

级镇，78个乡，并划归南充专区(1978年改为地区)至今。1955年改为9区、3镇、55乡。

1958年人民公社化Ⅱ寸，全县调整为ll区、2镇、78个公社。1978年将永兴区的7个公社、桂

兴区的天池公社，代市区的禄市公社、划归华蠡工农区。现辖：广福、协兴、悦来、花桥、

恒升、石笋、观阁、桂兴、代市、观塘10个区及浓涸镇。

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广安人民，为反抗历代统治阶级， 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 汉有赤

眉、黄巾；宋有李顺，明末有张献忠、李自成，清有自莲教等都曾据有县境，广大乡民积极

响应，高举义旗，迭挫敌锋。解放战争时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川东地下党和华蓥山游击

队的活动据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安起了重大作用。

广安县地处华蓥Lh#缎NN，

(二)．自然条件

属川中坳陷构造区域，区内地质结构较为复杂。以华蕴山6／



，划分出两个型式及强度迥异的次级结构：一是JIf东褶带区，在广安县境

东部的桂兴一带，显露的有华蓥山复式背斜，此带紧靠华蓥山大断裂发育，为川东褶带受力

最剧烈，内部形迹最复杂的褶曲区，二是川中褶带区，为华蓥山以西的县境中、西部大部分

区域，主要有三种方位构造，即北北东向构造，东西向构造和半环状构造。

县境地貌特征：全县整个地势是沿渠江河谷向东西两侧逐渐升高，从西北至东南，地貌

为高丘一中丘一低丘一低中山，西部为龙女寺旋转构造的一系列弧形平缓褶皱的东南翼，为侏

罗系遂宁组软泥岩夹薄层泥质砂岩，经风化、浸蚀形成高丘、中丘、中窄谷地貌，海拔多在

400一530米，县境东部边缘的桂兴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二、三迭系灰岩和紫色泥页岩，岩

层倾角较大，走向与背斜平行，延至瓦店公社，经风化溶蚀切割成低、中山内槽峡谷地貌，海

拔多在500----800米， 县境内其余大部分地区属川中台拗的龙女寺穹窿旋转构造， 出露的地

层为沙溪庙组红色泥岩与紫灰色沙岩不等厚互层，产状近于水平，岩层切割相对较浅，形成

低丘宽谷带坝地貌，海拔多为280一380米。全县以瓦店公社高登山为最高，海拔1，704．1米，

化龙公社的沙湾河畔最低，海拔208米。

县内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常年平均温度l7r．6。C，1月均温6．5。C，7月均温29。c，

极端最高气温41．5。C，极端最低气温一3．7。C，年积温6，429。c，年日照l，240．6小时；全年无

霜期306天，常年降水量1，051毫米，大多集中在4，5、9、10月份，历年来伏旱较多， 问有

春、夏旱和秋篙雨等自然灾害。

长江二级支流～ 渠江流经县境内7区、1镇，23个公社，长达113公里，把县境分成河

东、河西两部分，其较大的支流有：浓溪、肖溪、龙滩和驴溪河等，呈树枝状布列于县境大

部分区、社。全县共有大小溪河47条，积水面积l，548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水量为57，400立方

米，沿渠河主干的12条中小河流水能理论储藏量为11．53万千瓦，其中可开发的4．07万千瓦，

占储量的35．5％。

全县土壤以沙溪庙组的灰棕紫泥土为主，遂宁组的红棕紫泥土和河流冲击土及老冲击黄

泥也有分布，土质肥沃，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

境内森林覆盖率为6．01％，林木覆盖比率为20．23％， 成片森林主要分布在县境东部的

华鍪山西翼的桂兴区和观阁区部分公社， 从南至北成带状，树种多为松杉， 还有成片白荚

竹。属于深丘的县境西部郑山、蒲莲、晓钟等公社，分布有间断的小块成片柏树林和绊生的

一些薪炭林木。

县境内矿藏有：煤，石灰石，铁，磷，砷、石膏、高磷土，石油等，尤以煤资源丰富，

地质总储量为15，567万吨。

(三) 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达28，977万元，人平277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17，204万元，

占总产值的59．37％，工业总产值6，042万元，占总产值的20．85％。

农业：现有耕地面积844，534亩(农业人口平均0．85亩)，其中匪1590，238亩，土254，296

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全年粮食总产的47．45％o；尤以产玉米著名，素有“金广安’’之

称，副业以养猪、饲蚕为主I 经济作物主产油菜、甘蔗，山区、丘陵盛产茶叶、花生、药



材，手工编织的蔑席、草席畅销省内外，近年果树(特别是广柑)发展较快， 年产水果154

万斤，其中广柑为45万斤。

解放前，全县没有水利设施，农业生产毫无保证。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搞

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兴修塘堰5，380多处，中、小型水库60座，总容量为

15，900万立方米，其中较大的有：全民、七一、大岩、新农，五四、继光等水库，并有主渠

10条，总长260多公里，兴建提灌站144处，保灌面积34．8万亩，占总田面积的58．9％，结合

兴修水利，还大抓了改田，改土和改造低产田等农田基本建设。随着农业基本条件的改善和

科学技术的推广，我县粮食生产逐年上升，1980年粮食总产68，483万斤，农业人平690斤。其

中：水稻52．96万亩，亩产596斤’玉米16．79万亩，亩产863斤，小麦36．76万亩，亩产290斤，

红苕19．17万亩，亩产(贸易粮)404斤。随着粮食的增长，多种经营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80

年发蚕种38，060张，产茧23，240担，养猪776，300头， 其中出槽率达42．25％， 油菜59，500

亩，亩产126斤，甘蔗9，670亩，亩产1，363斤，茶叶11，680亩，共产茶3，200担。此外还利用塘

库养鱼，年捕成鱼60万斤。 全年集体农副业总收入10，440万元。。交售给国家粮食13，299万

斤。社员人平分粮499斤，人平纯收入73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373万元，占农副业总收入的

13．15％。

工业：解放前，全县只有榨油、火柴、酿酒，造纸，原煤和农具修理等手工业厂(场)。

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抓农村工作的同时，大抓了工业生产，到1980年，巳办起了煤矿、造

纸，氮肥、缫丝、织布，陶瓷，农机、制糖、酿酒，印刷、糖果、电力、建材等20多个县办

企业，年产值5，969万元，1：匕1953年增长6倍多。主要工业品年产量为： 原煤13．96万吨，造

纸3，237吨，碳铵15，746吨，酿酒2，492吨，生丝97吨，发电量1，150万度，棉布176万米，火

柴10．5l万件，食用植物油1，527吨。

交通： 解放前仅有一条穿过县境长达60多公里的川鄂公路和广(安)邻(水)公路雏

型。解放以来，交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襄渝铁路经过县境6个公社，县内有川鄂路，广

邻路，环山路和区，社公路75条， 全长476公里， 各区社都通公路， 有42个公社通班车。

1979年建成了广安渠江公路大桥，勾通了东西公路干线，为南充地区到前锋火车站及华蓥山

区各种物资运输的交通要冲，1980年全县货运量达到17．7万吨， 货运用转量达N1，095万吨

公里，水运方便，船舶沿渠江上通达县、下抵重庆。

商业；解放前夕，商业比较繁荣。解放以来， 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指引

下，商业工作在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1980年，商业、供销购进总

值完成4，279万元，销售完成8，272万元，利润完成426万元，外贸购进完成107．5％。工商税

增长5．74％，农贷发放成倍增长，城乡储蓄比1979年增长75．5％。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解放前，全县有公，私立中小学校439所，教师2，445人，学生约6，43万人。

解放后， 教育事业发展迅速， 不仅有列为省厦点中学的广一中和建校几十年的广安师范学

校，而且各区，镇和大部分的乡都建有中学。全县现有中小学872所，教师6，674人，学生22

万多入，近年来高考录取人数居地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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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解放前仅有1个“--'-=N剧社弦。现有县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

公司、电影院、川剧团、广播站。7个区建有电影院，社办电影队50个，社社有广播站，大

队有文化室。

卫生事业t解放前，县城仅有公、私卫生院(诊所)4个。现有县医院2所，区医院1l

所，公社卫生院66所，还有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l所， 共有病床951张，医护人员

l，530人。农村医疗站866个，乡村医生2，158人，计划生育抓得扎实，1980年人口出生率降到

7．23‰，一胎率72．1％。

(五) 名胜古迹

全县原有文物古迹200多处， 其中有久享盛名的“十六景”、抗元名城大良城和虎啸

山，有游览胜地南园、北园和花园，还有各种石坊40多处。现存有南宋资政大学士安炳所建的

盥白塔”、浓洄镇的蒋家石坊、代市镇的王家石坊，还有肖溪冲相寺的摩崖造像和新建的萃

屏公园。尤以兴国寺最为珍贵，创建于隋唐，明代重建，昔日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现存大

殿，系斗拱建筑，结构巧妙，技术精湛，富有民族风格，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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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洄镇概况

浓洄镇位于广安县西南部，渠江下游西岸。东与石桥公社隔江相望，西南同广福公社毗

邻，北接金广公社。幅员面积约7平方公里，1980年辖8个居委会，66个居民小组，．5个生产

大队，37个生产队，共有6，549户，28，750人，系汉族。镇人民政府驻州坡。

浓涸镇历史悠久，北宋置镇。以附近的“浓"(即西溪水，色常浊，故“浓矽)，“洄一

二水(古名篆水，系渠江经城区的一段，江水萦洄为潭)得名。清为城郭乡，1912年更为城厢

镇，1940年分为南城，北城两镇，1950年变为城厢区，后又几经更名，1981年复名浓洄镇。

从宋开宝二年在此置广安军后， 千多年来历为军，府，州、县治地，一直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

浓洄镇地属丘陵区，大寨，翠屏山高踞镇西北，形成背山面水之貌，以大寨最高，海拔

369米，渠江河畔最低，海拔212．9米。解放前的浓洄镇，街道狭窄，房屋破烂低矮。解放后，

集镇建设发展较快，如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错落有致，镇内主要街道正逐渐拓宽，皆巳

铺成了水泥路面。全镇有大小街、巷42条，略呈矩形，南北延伸较长，约4公里，处于镇中

心的大东街，新南街，水塘堡街、暗桥系商业集中地段。川鄂公路穿过镇区，与邻县及通往

区，社的公路连接，皆有客车行驶，渠江水运方便，该地为全县的交通枢纽。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积极鼓励社、镇和街道办企业。现有

农机、火柴、织布、造纸、糖果、酿酒，印染、砂砖等厂以及建筑，缝纫等60余个县、镇办

企业。仅街、镇企业就有职2：1，200多人，年产值200余万元。农贸市场繁荣兴旺，为县内最

大的农副，土特产品交易场所。全镇有耕地2，379亩， 1980年粮食总产量为80多万斤，产蔬

菜600多万斤，产水果30万斤。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很快，现有县办完全中学2所，中等师范

学校l所，镇中，小学lO所，在校学生6，000多人。 还有县广播站，文化馆、川剧院。电影

院，体育场等设施。卫生方面有医院3所，均属分科治疗，置有病床360多张。

镇内有宋代建的白塔矗立江岸，共10层，高35米，雄伟壮观，是省文物保护的“八塔"

之一。还有隋朝创建，明代重修的古刹——兴国寺，规模宏大，庄严肃穆，属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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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拼音

ang，an Xian

nghui Zh色n

nflhui

备 注

古系巴国贾城．南朝梁置县，冬始安t．宋胃广安军，】912
年改州为县至今，含“广土安辑”之意．故名．

北宋据“浓洄”地名得名。解放初为城厢镇．1954年更为
城关镇，1981年复名浓洄镇。

下有浓溪水于域南五甲注入渠江． 上有洞水沱地形． 故
名．系县人民政府驻地．

水塘堡居委会 ShuItAngpd Jdweihul 犟鲁琵霸芋鑫；2人195．4年置t因驻水塘堡街而得名·现辖6
小东街

大东街

XiAo Dongjie

Da Donflji邑

水塘堡街 ShuitAngpd Jie

东门街

三圣街

D6ngmen Jie

Sanshang Jie

原红星东街之一段． 因位于县城中心之东， 街较短改今
名．南北走向．长约100米．宽6米．

位于县城中心之东．与小东街连接．街道较宽大．故名大
东街．南北走向．长约200米．宽7米。

位于县城中心，因古时(今县银行处)有一塘．得此名．
长约200米．宽6米．

位于县城中心以东．系县东城门户．东西走向．长约60米·
宽5米．

位于县城中心之北．因街内有三圣庙，故名．东西走向-
长约100米．宽7米．

环城东路HuAnch6ng Donglh 因环绕县城东面得名．长约1000米．宽4米。

老南街居委会L60nAnjie Jaw6ihut

环城南街HuAnch6ng Nanjie

新南街

正街

老南街

正祥巷

安平路

Xin Nanjie

Zh色nfl Jie

Lao N{injia

又名二居委会．1954年置。以驻地老南街得名．辖10个居
民组．1461人．

原名城墙上．因环绕县城南改现名．东西走向．长300米．
宽T米．

原红星南街之一段．位于县城中心以南．因此街新建改今
名．南北走向．长约100米．宽7米．

系旧时州、府治所前一条正直大街． 东西走向．长约150
米．宽8米．

位于县城东南．因建街早得名．南北走向． 长约100米．
宽T米．

ZhenflxiAng XiAng 解放前即此名．现沿用．

Anping Ld 为纪念南宋资政大学士安炳命名．

厚街居委会Hbujie Jfiw6ihul

厚街

龙头街

学街

Hbu Jie

LOngt6u Jie

Xu6 Jie

北街居委会 B6 ijie Jfiw6 ihuI

又名三居委会．1954年置，冈驻厚街．故名．辖T个居民
组．1289人．

前临渠江．后枕翠屏山．山水之问， 城居重叠． 故取此
名．南北走向．长约200米．

位子县城中心西南．系旧时衙门口之首街，故名。

位于县城中心．因旧时立有书院得名．

原四居委会．1954年置． 据北街得名． 辖10个居民组
1985入．

北 街 B邑i Jie 地处县城中心以北．南北走向。长约400米，宽7米．

浓洄镇



现 名 汉语拼音 备

环城北路Huanch6ng B色ild 因环绕县城北面得名．南北走向．长约250米．宽6米．

打纸巷

望渠巷

青年路

一道桥

二道桥

金家花园

洗脚溪

九石坎

Dazhl Xiang 解放前因该巷居民多以“打纸钱”为业。故名．

WAngqd Xianfl

Qinonian Ld

1一Dao QiAo

2一Dao Qi矗o

Jinjia HuAyuan

Xiji2loxi

JiltshikAn

北仓路居委会Beicangln Jftweihul

北仓路

留鹤园

考棚巷

横街

紫金山

B色icAng Lft

Linhayuan

KAop邑ng Xiang

H6ng Jie

Zijinshan

文庙沟居委会WenmiAogOu Jow6ihul

车站街

州坡

百花路

文风街

广元巷

象皮沟

文庙沟

Ch百zhan Jie

ZhOupO

BaihuA Ld

Wanfang Jie

GuanflyuAn XiAng

Xiangpi flou 、

Wanmiaogou

环城西路Huanch邑nfl Xilft

安全路 Anquan Ln

老街居委会Laojie Jftw邑ihut

浓涸镇

在此巷内可举目眺望渠江，故名．

居于县鐾中心以北．因北侧有体育场．参加锻炼者多系青
年．故名．

系县城北首桥，故名．

系县城北第二道公路桥，故名．

系旧时一金姓人之花园．故名．

位于县城中心之北．系一山同小溪流．行人常在此冼脚．
故名．

位于县城中心以北．据此有九个石堆得名．

又名五居委会．1954年置，今以北仓路街名更名． 辖8个
居民组．1985人．

又名白菜沟．后因地处城北，改称此名．

位子城北．为清代知州刘有议建．并题此名．

位于县城中心之北．系旧时科举考场侧之巷道，故名．

位于县城中心以北．东西走向。对主干道而言，呈横向方
位．故名．长约100米．宽6米．

位子县城中心北边，原有古建玉皇观．其门额有“紫金山”
三字．故名．

又名六居委会．今以文庙沟地名更名．现辖10个居民组。
1670人．

位于县城中心之南。原系县汽车站地，故名。南北走向，
长约200米，宽T米．

县城中心以西一斜坡．解放前属州府驻地．故名．现系镇
人民政府驻地．

位于县城中心以西．据“百花山”得名．

又名文明街．位于县城以西．据文庙得名．

位于县城中心西南角．系解放前书院驻所。

位于县城中心之南．以制皮革而得名．

住居县城中心以南．沟内有文庙．故名．

以环绕县城西面得名．

原名十店街．后改称此名。

器名圭居委会． 位于县城中心南面． 以驻地老街更为今
名．辖8个居民组，13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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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湾

界坡大队

谏议坡

城北大队

陡梯子

胥家湾

教场大队

油房院子

汉语拼音

Lao Jie

Liangting JiB

Wangjiangtai

Guangm6n Ld

HuM6nogou

H6jie Jfiw6ihul

He Jie

Xinping Jia

Jixiang Xiang

Xfi jia Xiang

Y01in Dadui

YMin

GuSfenfl Dadul

Liaojiayuanzi

L6 ijiawan

Jt色po DAdui

JiAnyip5

Ch6ngbei Dadul

D5Utizi

Xn jiawan

Jiaochhn9 Dadui

Y6ufangyuanzi

备 注

位于县城之南半山腰．系从前城南乡民进城必经之地段．
故名．

位于县城中心南半坡上．系人们乘凉之地．故名．

地处县城中心以南半山腰．可观望渠江．故名．

出县城西门．走广门公路．故名．长约200米，宽6米．

位于县城中心以南．原名落魂沟，后改此名．

器名?!居雾会．位于县’城南面．1954年置． 今以河街更
名．辖11个居民组．1637人．

又名红专路．因在渠江边上得名河街．

位于县搏中心之南．以街面平坦，建期较晚，故称．南北
走向．长约200米．宽6米．

乃古名．即祈福求祥之意．

许姓多居巷内，故名．

据鱼林地名得名．耕地398亩．662人．居民以种蔬菜为业．

健于星城摩l公里的茧庄左侧，因原用塘埝养鱼．又植树
成林而得名．

。。

原建丰大队．今因种果丰收更名．耕地1447，874人．

位于城北1公里半坡上．属廖家所建居。系果丰大队驻地．

因雷姓乡民居此得名．

以。谏仪坡”变名．有耕地600亩．888人．

因地处半山坡．解放前设谏议所．故名．界坡大队驻地．

尿名大良．今以地处县城北面更名． 有耕地53T亩．819
，、●

篓毳}城北约L5公里·因其地陡梯高而得名·城北大队
胥姓乡民所居得名．

以较场坝得名．有耕地700亩．1740人．

解放前孙姓人在此开过油房．故名．系教场大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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