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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由于

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同音)，有的长期讹

传，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生僻嚏造，有的封建色彩浓厚，有的大搞“一片红"以及生产大

队以序数为名等，这给四化建设和人们交往带来了许多不便。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铝更名的暂行规定》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81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对

普查资料的整理考证，对全县1个镇，13个公社，511个生产大队，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

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霞新命了名。对原有1512条地名

进行了普查，对其中重名，错位、错字，讹音的434条进行了调整郁纠正，删云不复存在以

及失去作用的39条。另外，新增地名1028条。基本上达到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5万的全县地图，标注

了全部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搜集了在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

材料81份。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及企事业单位等地名共2501条。刘每一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及简要的来历含义等说明，以满

足使用单位的需要，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为1981年有关单位的年报和专业部门所提供。今后，单位和个人在

使用荣昌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由干我们水平有限，错漏难免。同时，

随着历史的发喂和社会的进步，建设日新月异，地名也在不断地发生新情况，新变化，请使

用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以便增补订正。

荣昌县地名瓴导小组

一九／k：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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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县概况

荣昌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存永川地区西部，北纬29。157m417。东经105。177—447。东北

邻大足县，东与永JlI县接壤，东南界泸县，西接隆昌县，西北连内江县，北与安岳县毗邻。

辖7个区，3个镇，48个公社，541个生产大队，4385个生产队。面积约1079平方公里。1981

年底总人口69．57i人(其中农业人口60．3：b-人)，平均每平方公里651人。有回、藏，满等

13个民族690余人，佘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昌元镇。

(一) 历 史 沿 革

荣昌古名。昌元”、。昌宁”，《荣昌县志载))，古属粱州之域，汉代分属键为郡资中、江阳，巴郡

垫江三县地。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划泸、普、合，渝、资，荣六州之地置昌州，同时置

昌元县，因昌元县为置州的第一个县，又为州治所在，故名。驻地存今昌龙公社狮子炒{。唐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重火焚毁，州废，昌元县属资州。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复置昌州

仍治昌元．属剑南道。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又焚，移治罗市镇，属潼川路。宋天礴三

年(1019年)徙县治于今昌元镇。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昌元县废，并入大足县，旋复

置，改为昌宁县，治今古昌(原协和)公社。明洪武六年(1373年)因地处荣、昌--'J'l、I之问，i

改为荣昌县。属重庆府。清代沿袭。1913年属川东道。1935年属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

1 949年属川东行署壁山专区(后改为江津专区、永川地区)。

(二) 自 然 条 件

地处盆中丘陵和盆东平行岭谷接触地带，螺灌山，古佛山大致平行，呈北东一一南西走

向，延伸县境南部。古佛山主峰三层岩海拔711．3米，为全县最高处。漱溪河为境内主要河

流，从东=lt,lhl西南斜贯，境内流长52公里。大清流河绕县西北过境18．3公里。．两河支流62

条，总长约1100公里，属沱江水系。两岸为冲积断续小平坝。螺灌山以北屑盆中平缓褶皱

区，，以南属川东条形褶皱区，永川帚状褶皱带，群峰环绕，二水迁回，构成起伏不大的浅

丘地带。海拔300—400米，桐对高度30—80米。出露三迭系和侏罗系岩层，有自流井灰紫色

和暗紫色砂页岩，重庆层紫棕色砂页岩和香溪系砂岩。多为紫色土，间有水稻土和黄

壤，土质肥沃。主要矿藏有优质气煤、天然气、石灰石和陶土。林地复盖率为6．1％，有马尾

松、杉、柏、竹等。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平均气温17．8℃，一月均温7．1℃，七

月均温27．8。C。风力微小，风向多为北风，频率8％。无霜期年约327天。年降水量1099毫

米，暴雨集中在6—9月份，占全年50％以上，最高达64％，．引起洪涝机率高达46，6％，比

弋旱机率64．7％少18．1％。只要重视防旱、防洪，趋利避害，年年可得丰收。

(、一夕



(三)经济概况

1981年伞县国民生产总值14，106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203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7，100万元，占50．3％，-1：业总产值7，006万元，占49．7％。

现有耕地64．1万亩(农业人平1．07亩)，其中集体耕地56．3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t

(占粮食总产量的62％)，其次是小麦、高梁，玉米、红苘等。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以油菜

籽、花生为主，并产桑，桔、茶、姜、麻，蔗、炯草等。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必修水利，新建水库100座，山、平塘3，502口，石河堰468道，可

蓄水1．5亿立方米，江河机电提灌270多台，总功率11，800千瓦，修渠道166公里，有效灌溉面

积达30万亩，从而促进了农业譬产。1981年粮食总产5．1亿斤，比1949年增长0．9倍，农业人

平产粮850斤。全年农业总产值7，100万元(其中农业6，140．95万元．林业75．42万元，牧业

408．75万元，副业362．03万元，渔业7．88万元)。种植水稻40．06万亩，亩产772斤，小麦

19．975；亩，亩产355斤。粮食征购8217．46万斤(其中超购575．84万斤)，议购460万斤。社员

均分粮649斤。社员分配为4，49l万元，人均82元。社队企业产值2，657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37．4％。

荣吕白猪是全国优良品种，瘦肉多、肉质细嫩，产仔牢高，长势快，为同家保护猪种。

我县是省瘦肉型种堵繁魉基地，年产仔绪36万头，省、地设种绪试验站丁此，进行科学研

究。四川畜牧兽医学院设此，以培养专业人才。1981年存栏生猪38．6万头，出糟肥猪18万

头，猪多，肥多、最多，人民生产、生活得到显著提高。

工业；解放前仅有一些竹、木、铁器、织布、火柴、小煤窑，酿酒、土陶等小手工业。

解放后工业生产发展较快。现有中央、省、地、县办的机械、矿山、发电、机具．农机制造、建材，

化肥，粮食加工、食品酿造、土陶、针织、布鞋，皮鞋等行业。计有中央属厂矿2个、省属

厂矿1个、地属厂矿1个，县属全民厂矿lO个，集体厂矿29个。县办工业总产值7，006万元，主

要工业品产量为：年产原煤43万吨，发电量150万度，碳氨1．27万吨，水泥5，100吨，饮料4

千吨，布鞋，皮鞋1 5万双。特别是优质气煤，蕴藏丰富。水荣矿务局于1959年建立，相继建

成曾家山、双河、荣昌三个矿区、八对矿井。现有职工21，302人，年产原煤124．5万吨，并利

用矿渣矸石，年产矸砖2千万块．有力的支援丁’困家建设。

交通：解放前境内仅有过境的成渝公路33公里。解放后，除新建成渝铁路及厂矿专用铁

路外，还新建了荣昌举双河，吴家，广顺至盘龙和通往邻县的各级公路共314公里(其中公社

公路1 46公吼，专用公路27公里)。除清流公社公路即将通车外，其余社社通车，有330个生

产大队通车，还修了很多机耕道．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交通较方便。

商业。荣昌过去为集散市场，商业比较繁荣。解放后购销两旺，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商业网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蓬勃发展，购销额火幅度，l：升。1 981年全县有各种

商业网点和个体商业2500个，职．T 9000人，社会商品零售额1．2亿元。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解放前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各l所和初中6所，学生1526人-小

学274昕，学生15918X。1981年已发肤到有大专院校l所，在饺学生900人，师范．卫生学校各

2



1所，在

人，幼儿

文化

站，电视差转台，川剧闭、文丁?队、业余体校、图书室、滑冰场，灯光球场、电影院各1

个。各区有文化站，各公社有电影放映队。

卫生：解放前仅有3昕卫生院，病床9张和一些私营药店。解放后卫生事业有较大发

展。1981年共有县、区医院10所，还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中医院各1所，公社卫生

所48个，共有医务人员1．222名，病床700张，还有大队医疗站489个，赤脚医生1034人。另

外大型企业还有专用医院、医疗室等。

计划生育方面：1980年人口出生率降为9．64‰，死亡率降为6．05‰，人口自然增长率巳

由1970年的29．5‰下降为3．5‰，计划生育率达N84．2％，有14，325个家庭领了独生子女证，

占已有1个孩子家庭数的91．14％，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14，325、低自然增长率，按

计划发展人口的新阶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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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水电站及自动浮体闸

荣昌县自来水厂濑溪河沙堡起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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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烈士张列五^培爵v之墓．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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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问，在荣昌县河包乡海旯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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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寺西来苇一
^一五九二年v

禅林。石牌坊建于明代万历十九年



荣吕睹、瘦肉率高、肉质细嫩、配合力好、育仔力强、耐扭饲、_{l巴育快，性

泣强、易管理。中央列为国家级保护地方艮种。圈为荣昌良种母绪。

肥肖试验绪 ’一0



罢境堞1二丰富，省，县，乡(镇)属大，中，小煤矿50多个，

《j2优质气艨17Do多万吨，主要供重庆钢铁公司、四川化工厂

蛾。[j水。‘二厂、白马发电厂等80多个企业的生产用煤。图为原煤上

车外运。



成街线上横跨濑曩河的马滩坳铁路桥

翻

施济桥谩跨濑溪河岸，始建：朱代。结构梢暂，工艺

ijl致，．／7成渝公路上主要矫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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