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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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不断地发展与变化着。

种种原因给地名带来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

字生僻，难写难记J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一片新”，更

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许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一九八一年五月至十一月底先后完

成了地名普查的外业核调、内业整理的两大任务。对全县1 2 8个重名大队，本着尊重历史，

保持地名稳定性，反映地理特征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成就的原则，进行了更名。并以1。5

万地图为基础，普查了全县地名4 0 l 9条，这些地名都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了归纳整理和

处理，新增大队名称等地名5 5 7条。基本上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

个成果资料经过多次检查修订，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

为四化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按照《市县地名录编辑的几点意

见》将其汇编成《城口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要，更有效地为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两大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载有参照I。5万地形图缩制成的，并绘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的

1：2 5万全县地图，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6 8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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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等地名44 4 8

条，对每条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其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该录引用的数字，除文教，卫生、社企、工交专业部门提供外(I 9 8 0年底数)，其

余，均为县统计局1 9 8 0年年报。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城口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城口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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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口县概．况

城口县位于四川省万县地区东北部。地处：东经1 0 8。1 5 7至1 0 9。1 6 7北纬

8 1。8 7 7至3 2
o

1 2 7之间。东北与陕西省镇平，平利、岚皋、紫阳等县接壤，南与巫

溪、开县、宣汉相邻，西与万源县毗连。属中高山地区。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连山林

壑，溪沟纵横。幅员3 8 0 0平方公里。中、高山土地瘠薄，不耐旱涝。全县辖8个区，1

个镇，4 1个公社，8 7 0个大队，2 4 6 2个生产队，5个居委会。一九八。年底有

4 3 4 5 2户，2 0 7 9 8 4人，比一九五。年增加7 0％。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6 3

人(低山为9 5人，中山为8 4人，高山为l 4人)。基本上全是汉族。

县人民政府驻地葛城，东经(1 0 8。8 9 7，北纬8 1。5 6 7)，位于万县东北8 2 2

公里处，海拔7 4 0米。

历史沿革

厅志载： “据三省之门户故名城，扼四方之咽喉因称口”。“林木幽深，春申君子兹结

客；岗峦险峻，武乡侯以此屯兵，虽属僻壤，实为奥区"。“汉唐以来建置靡常，考诸禹

贡，不外古梁州之域。汉宕渠县地。后汉宣汉地。刘宋分置东关县属巴渠郡。齐因之。粱置

南晋郡。西魏兼置并州及和昌郡。隋开皇初郡废，五年州废，改县日宣汉，属东川郡。唐武德

元年，复置南并州。贞观元年州废，县属通州。宋置明通县属达州。乾德五年省入东乡。明

正德十年复割东乡太平里置太平县，属达州。清初属夔州府。雍正六年，复属达州。嘉庆七

年，太平升县为厅，直隶川东道。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年)，改太平厅为城口厅，属

绥定府，太平仍置县"。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改城口厅为城口县，仍属绥定

府。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年)改属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万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

解放，属川东行政公署万县专区。一九五三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后仍属万县专区。至今。

本县政区变化：道光二年由太平厅割七、八、九3个保归城口厅管辖。辛亥革命后改三

个保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下设十四个乡团。一九三五年将方位区改为一、二、

三、四4个区；乡团改为联保。即：复木、老鸦口、岚溪、修齐、高望、菜子坝、蒙蒙溪，

蓼子口，明通、鸡成，庙坝、双河、坪坝、冉家坝共十四个联保。一九四O年改联保为九个

乡(即：复木、老岚、修菜，高望、蓼蒙、明通，鸡成，庙双、坪高)。一九四一年调整为

十个乡(即：复木、老岚、修溪、高望、菜蒙、蓼明、鸡咸、庙双、坪坝、冉高)。一九

四五年县参议会决议雅化乡名并置镇、增设东安特编保(即复木改木瓜乡置复兴镇’老岚改

北屏，修溪改修齐，菜蒙改治平，蓼明改明德，庙双改崇德，冉高改人和)。一九五O年充

实第四区机构并增设岚溪、东安、明中三个乡。一九五一年民主建政，区划无增减，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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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称(乡公所改乡人民政府、保改村公所)。一九五三年划小乡9 5个，增区为8个。回

年第一届人民代表会成立了县、乡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六年后将9 5个小乡并为4 1个乡，

改复兴镇为新城镇。一九五八年区改序数以地名命名，乡改公社，村改区队，一九六二年又

改区队为大队。一九六八年先后成立了县、区、社、大队革命委员会。一九八一年九月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恢复县和镇人民政府，区公所及公社管理委员会。同年六月地
名普查有1镇8社重名，经万县行署万署通(1 9 8 1)1号通告作了更名，有1 2 8个生

产大队重名，经城口县革委城革告(1 9 8 1)2号通告作了更名；有街4条、巷3条，城
镇居委会5个，经城口县人民政府城府发(1 9 8 1)7 2号通知作了命名。

自 然条件

城口地处大巴山脉南麓，万山重叠，沟壑纵横，属万县地区边陲地带。地质结构复杂，

主要岩层有泥砾岩、页岩、沙质砾岩，多数为石灰岩和彭灌杂岩等。主要矿产有铀、锰，

钡、煤、铁矿石、石灰石等。特别是锰矿藏量大，品位高、质量好，列为全国未开采的大型

矿区之一。

县内最高峰：东有光头山(界连巫溪)，海拔2 6 8 5．7米；西有新八台山(界连万
源)，海拔2 2 6 0．4米，南有党参包(界连开县)，海拔2 3 6 8米，北有五个包(界

连陕西省紫阳县)，海拔2 5 2 2米。县城在万山环抱之中。高山占3 5％；中山占4 0％}

低山占2 5％。高中山宜于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结合畜牧业和农业，低山宜于以粮为主，

多种经营。

县境内没有东流出县的水。仁河又名城口河，曾称九江。是县境内最长的河流。县境内

流程2 8 0公里。它发源于高望区东安公社与陕西省镇平县交界处的老鸦铺七星洞，自东向

西流经高望、修齐、新城、巴山4个区、9个公社，由巴山新枞公社转向西南流到鸡公滩

入万源县东界，经大竹河下紫阳汇入汉江。前河是本县第二条长河，县境内流程1 2 0公

里。发源于菜蒙区的光头山，由东向西南流经燕麦、明中，桃园，蓼子、明通到土堡寨入宣

汉县，流入渠江，合川汇入嘉陵江。故称“倒流三千八百里”(据厅志载倒流三千八百里是

仁河，查图是前河)。这两条河在解放前后均可行驶小木船，但由于滩狭、水陡，乱石多，

航运价值较小。另有中河发源于白芷山，后河发源于八台山。中，后两河流程都较短，由东

向西南流入宣汉县，汇合于渠江。

本县土壤类型分类上属山地黄壤。按岩性和母质来源分为：由灰岩发育成的矿子黄泥，

泥页岩发育成的大土黄泥；老冲积物发育成的卵石黄泥。土壤酸碱度在中性和微酸性之间，

大多为沙质壤土，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及造林植果和药材的生产。
。 本县寒冷期较长。全年平均气温1 8．6。C，最冷月(一月)平均2．7。C，最热
月(七月)平均2 8．9。C。全年无霜期l 9 8天。常年降雨量为1 8 6 1．1毫米，大

部份集中在六至九月(伏旱、秋淫)。平均相对湿度为7 8％，多西北风。

经济概况

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按一九七。年不变价计算)为3 7 7 0万元(不包括

8



藤

省、地企业)。人平l 7 6元。其中，农副业总产值2 9 0 7万元，占7 7％，工业总产值

8 6 3万元，占2 3％。农业：现有耕地4 2 8 4 2 2．9亩(农业人口平均每人2．1 5

亩)。其中，水田3 7 3 6 0亩，旱地3 8 6 0 6 2．9亩，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8．7％

和9 1．3％。粮食作物：小春以洋芋为主，大春以玉米为主。其产量为总产11 9 6 2．8

万斤的60％以上。其次是水稻、红苕及麦类等。多种经营以林木及林副产品和畜牧业为主。

解放前我县农业是：耕作粗放，广种薄收、轮歇种植、缺水缺肥，多为一年一熟，产量很

低。兼之高山开荒，水土流失，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又无抗灾能力，故靠天吃饭思想较为普

遍。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改坡地为梯地8 2 0 0亩，占山

地总面积的2．1％，改沙滩和荆棘丛生的荒地为良田4 7 4 5亩，占水田面积的12．7％，

共修堰渠3 9 8条，长7 4．5公里。新增灌溉面积6 7 0 0亩。同时，还建有机电排灌

1 5处，排灌机械1 9台，可灌溉稳产良田1 9 2 5亩。现有5 0个珏以上的社队水电站

1 9鹰，装机容量共1 9 2 5珏，年发电量达7 6 2万度。主要用于农副业加工和农村照

明。全县农业生产尽管经历了几次起伏，但总的情况是好的。一九八。年全县集体粮食总产

量达1 1 9 4 3万斤，比一九五。年的5 0 7 0万斤增长1．4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

6 0 4斤。全年农副业总产值2 9 0 7万元，比一九五O年增长9 0％。农业结构己从单一

的粮食生产向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向发展。按照高山林、木、漆，药区；中山

牧、林、粮区，低LIj粮、油，茶、桐区的原则，充分发挥地理条件的优势，高山以发展生

漆，药材为主。现有自然产量：生漆1 6．7 2万斤，核桃6 0．1 3万斤，天麻8 5 0 0

斤，黄连3 0 0 0斤，党参8万斤，杜仲1．7 4万斤，猕猴桃8 4万斤，其它如当归、厚

朴、细辛、辛夷、黄柏、冬花、附子、老虎姜等产量也不少。中低山以粮食、油料作物为

主，结合发展茶叶，旱烟，桐子，水果生产。一九八O年产茶叶1 0 2．3 7万斤，国营茶

场2个，社办茶场4个，幼茶投产后，产量博大幅度增长。一九八。年底圈存毛猪11．64万

头，黄牛1．4 74万头，山羊4．9 5万只。全县有社队企业2 7 0个，总产值8 8 6．8 2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 5％。

我县是个大山区，经济林木，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种类繁多。久负盛名，畅销国内外的

生漆，质量居全国之首，产量居第二位， “老君茶"亦列为全省名茶。特别是森林资源丰

富，解放初期全县森林复盖面达4 0％，由于一九五八年以来砍毁太甚，现在仅存总面积的

1 9％，过去的绿山，变成了秃岭，使虎、豹、熊、狼、狐、獐、鹿、猴、羚、麂、吐绶

鸡、红鸡，锦鸡等异兽珍禽藏入了深山老林。

工业。解放前仅有三个手工造纸作坊，一家私营盐厂。解放后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

现己有县办农机制造厂，食盐、建筑材料、电池锰粉、印刷、农具加工，竹器生产、茶叶精

制、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行业。计有全民所有制厂矿l 3个，集体厂矿1 2个。一九八O年

县办工业总产值4 5 2．1 5万元。主要工业产品有l原煤8 0 0 0吨，水泥1 4 0 0吨，

食盐2 8 8吨，电池锰粉1 8 0 8吨，电力(一厂、三座六台，装机容量2 6 5 0 l迁)年发

电量1 3 2 5万度。

交通s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后交通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新建了主要干线。

城万公路(城口至万源)县内全长8 1公里，城开公路(城口至开县)县内全长1 2 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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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城奉公路(城口至奉节尚未全线通车)4 7公里，平溪公路(坪坝至岔溪河)1 5公

里，钟巴公路(万源钟亭公社至巴山区)1 0公里。到一九八。年底全县有7个区、1 9个

公社通车。全县有大小汽车7 2辆，并设有汽车队一个。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

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商业：解放前的城口是山货药材的集散地，靠山货药材出售给外地商贾，换回盐巴布

匹，尤其是春、冬两季各地商贾云集，交易繁多。解放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商业形势发展很快，商业机构设置健全；购销网点遍及城乡，市场繁荣，购销额大幅度

上升，一九八。年全县纯购进总值8 8 7万元，销售总额为1 8 0 8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初级中学1所、中心校1 1所，保校7 0所，共有教职工
1 6 8人，学生3 1 5 0人。一九八O年己发展为中师1所，函师l所、完中4所、初中5

所、完小4 4所(附设初中8 4个班)、村小5 6 8所、民办小学4 9 0个班，公、民办幼

儿班2 7 0个。共有教职工1 9 2 1人(其中民师7 1 1人)。有在校学生：师范1 1 7

人、高中6 3 3人，初中4 9 4 5人、小学2 9 6 9 8人。入园(班)幼儿6 3 3 1人。

分别为一九四九年的1 8、1 6倍。

文化设施；有文化馆、文宣队、电影管理站、广播站、新华书店。还有农村电影队2 7

个(公办2个，社办2 5个)，公社广播站4 1个，电视差转台2处。

卫生；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设备简陋的卫生院，医务人员4名；有中药铺8 2处，中医

生6 4人。一九八O年已发展为县、区医院9所，医务人员3 5 4人，病床1 4 2张，公社

医院4 2所，医务人员3 5 4人，病床6 0张。农村合作医疗站8 8 6个，赤脚医生4 0 5

人。还建立了麻风医院(村院合一)1所，医生和管理人员共6人。在医疗上由于贯彻了

“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消灭了地方性甲状腺肿瘤，梅毒、天花、疟疾等病。现正

继续开展对肿瘤、头癣、湿疹、妇科、儿科病的普查工作。从而控制了疾病的传染和流行，

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计划生育方面，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做到认真宣传教育，采取各种措施，切实把关控

制，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到一九八。年底，已下降为千分之七。

名 胜古迹

城El虽无名胜游览之地，但汉唐以来的古寺庙确属不少。据厅志载：有春申君故居的黄

侯城，香山妙音寺的古佛殿字，千佛洞的金，银、铜，铁、石的佛像，金寺山、五峰寺的高

险建筑，以及近城八景，均在解放前兵荒匪乱中销毁一空。近城八景即： “东阁登高，，，

“南楼眺远’’、“太极古图”、“金马睛岚”，“峻岭祥云"，“玉门残雪黟、“遥峰文

笔’’、“诸葛遗垒"和当年红军到地的历史事迹尚在人民群众中传颂。

革命根据地溉略

大巴山南麓的城口县，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成立了城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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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一九二九年以李家俊为首创建了城(城口)万(万源)红军(李任司令)，坚持游击

战，活动子城口、万源之间。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通江)，南(南

江)、巴(巴中)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四月，红四方匾军33军9 9师2 9 5、

2 9 6、2 9 7和7 4共四个团坚决执行毛主席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

针，为了解放城口，左出巴山区、右出庙坝、中出坪坝大梁，战线全长三百余华里，所辖面

积2 1 0 0平方公里，8 9 9 0 3人与四川军阀刘湘的佟，王两团和地方民团(地主武装)

相持半年之久，最后消灭了境内敌人的有生力量，赶走了王三春，占领了县城。为了使红区

万源、镇巴与城口的巴山区、坪坝、庙坝等地连成一片，集中兵力粉碎蒋介石妄图围剿红军

的阴谋，红军在占领县城半月，深入宣传红军的施政主张后，将军部撒退到坪坝大梁，在况

家店子设立军指挥部。在军长王维舟、副军长罗南辉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

田地、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建游击队，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还有三百多工农

子弟加入红军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投入了人民革命的壮烈斗争之中。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大竹河(现在万源县大竹河区)召开了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城I：1县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城口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

何志于同志(己逝)，第二任县委书记王朝禄同志(现任国家物资总局成都储运公司付经

理)。选举了革命法庭，建立了游击大队(辖城口4支游击队)，设立了政治处、经理处

(坪坝、黄溪、庙坝，沿河各1处)。还在城VI设立了4个医务所、5个儿童团。同年的十

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为了战略的需要，撤军北上，我县又有一批工农子弟加入红军部

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城口的九个多月，除广泛宣传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主张、组织发动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插签土改)，建立苏维埃政权

外，还发行了川陕工农政府银元、铜元、布币等货币。现在我县还有不少老人能唱“红军是

救星，打的是土豪，杀的是劣绅⋯⋯"当时红军的流行歌曲。能背诵当时红军提出的“打倒

刘湘救穷人l"等口号。在红军的英雄事迹和斗争精神的鼓舞下，城E1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

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帘日迎来了城口的第二次解放。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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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城镇概况

葛城镇北倚赤龙山，南临仁河，四周皆与棉沙公社接壤，一直是城口县治地。总面积

0．9 4平方公里。有街4条、巷3条、居委会5个、大队2个。共有2 0 2 0户、7200人

(其中农民1 5 4户、5 8 8人)。汉族。镇驻地葛城，海拔7 4 0米。

该镇在清代一直属七保三甲。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三年改属中区复木乡团。一九三五年改

属一区复木联保。一九四。年成立复木乡，以后改复木镇、复兴镇到解放。一九五三年划成

1 1个小乡。一九五六年将七雁、大园、泰山三乡并为高燕乡，龙潭、田坝、柳杨下半段井

为龙田乡，和平、茅坪、青龙、棉沙、金安及柳杨上半段并为复兴乡。一九五八年建立复兴

人民公社。一九六。年拨出农村部份归复兴，并将公社移驻太和场。其余城镇4个地段划归

新城镇。一九八一年初更名为城关镇。同年六月地名普查，以葛城的含义经万县行署万署通

(1 9 8 1)1号通告更名为葛城镇，十二月又经城口县人民政府以城府发(1 9 8 1)

7 2号文件对本镇的4条街、3条巷、5个居委会给予命名。

该镇属低山地区，四山环抱，土质肥沃。全年平均气温1 8．6。C，常年降雨量

1 8 6 1．1毫米，无霜期1 9 3天。有耕地5 1 0亩以生产蔬菜供应市场，并在城内、河

街设门市。一九八O年生产总值达4．8万元。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少数个体手工业从事纺织土布、修理农具及生产加工等。解放后

现有县办酒厂、印刷厂、农机厂，农具厂、茶厂、竹藤厂、水泥预制厂、粮油加工、食品酿

造等行业。尤以精制茶叶畅销国内外。镇办工业从一九六五年到现在，有豆、麦成品加工、

棕绳社、修配社、服装社五个核算单位，职工3 4人。一九八。年总产值达2 4．1万

元。

交通方面。最近五年内各街、巷加以整修，可通行大小车辆。一九七五年建成跨度为

8×4 0米，宽9米，长1 8 8米的仁河大桥一座，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

文教卫生。解放前有中心校1所，职工1 0人，学生1 5 0人。中药铺4家，医生7

人，解放后有县、区办中学，师范、教师进修校4所。镇办一、=完全小学2所，教职工

4 9人，学生9 3 8人。有县，区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4处，镇医院1所，医务人员

1 7人，另配街道清洁工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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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城口县

葛城镇

葛城

汉语拼音

土城居民委员会

土城街

杏子园居民委员会

杏子园

河街居民委员会

上场居民委员会

河街

商业街

水巷子

环城大队

低坝子

太和居民委员会

Ch6ngk6u Xiafl

G6ch 6ng Zh6a

Tficheng Jdmi n

WeiyuAnhtll

Tacheng Jie

Xlngziyuan Jtamtn

W eiyuanhui

Xingziyuan

H6jie jdmtn
Weiyuanhut

Shangchang Jomin

W6iyua．uhui

H6 Jie

Shangy色Jie

Huanch6ng Dadu|

Dibazi

Taihe Jnmill

W色iyuanhui

太和大队Taih 6 Dadu]

太和场

向岭岗

闹阳山

Taih dchang

NAoy矗ngshan

备 注

据三省之门户故名城，扼四方之咽喉因
称口。清道光二年设城口厅，民国二年
改为县。

原名复兴、新城镇，1981年地名普查工
作中改为葛城镇。

武乡侯在此屯兵，因称诸葛城。城口县
人民政府、葛城镇、新城区驻地。

原名一地段、一居委，1981年12月以驻
地命名。

早称土城，后改东方红，198 1年地名普
查，恢复原名。土城居委会驻地。

原为二地段、二居委。1981年12月以驻
地命名。

清末民初杏子树多得名。杏子园居民委
员会驻地。

原为三地段、三居委，现以驻地命名。

原为四地段、四居委，因驻地上场而命
名。

早名渡口场，复兴场，河街、因地处仁
河之畔。是河街、上场两居委驻地。

此街属新建，为八大公司、三大行所在
地故名。

早年、现在皆为群众下河担水之巷道。

处县城四周，生产蔬菜。有耕地2 5 0

亩，1 2 0 0人。

地势低而平，为环城大队驻地。

以驻地太和场命名。

原名团结，现以驻地太和场更名，有耕
地260亩，840人。

道光二年后，张姓住户多，取“百忍堂
中有太和"之意而得名。太和居委、太
和大队驻地。

此地住户多向姓。

此地一年四季，早晚都有阳光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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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概况

新城区位于城口县中部。东与修齐，南与明通、庙双，西与坪坝，北与巴山区及陕西省

岚皋县相邻。总面积5 3 8平方公里。辖6个公社，5 1个大队，3 4 4个生产队，6625

户，8 1 4 5 7人。汉族。区公所驻地葛城，海拔7 4 0米。

该区在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属城口厅七保四个甲(1、2、8、4)，民国二年

(1 9 l 8)改为中区。一九三五年改为第一区直至解放。一九五八年沿用建设新城口的含

义改为新城区。一九八一年六月地名普查，有2个公社、1 8个大队重名，经万县行署万署

通(1 9 8 1)1号、城口县革委城革告(1 9 8 1)2号通告作了更名。

该区辖高，中、低山。南抵旗杆山、北倚大巴山。主峰神田，海拔2 5 2 0．5米。仁

河、汪家河，沱溪河，龙潭河分穿其中，土质肥沃，宜于农、付业发展。有耕地7 8 9 2 1

亩。全年平均气温1 3．6。C，常年降雨量l 3 6 1．1毫米，无霜期1 9 3天。粮食大

春主产玉米、水稻，小春主产洋芋。平均亩产由一九五O年的1 1 0斤，一九八。年上升刭

8 0 0斤，总产量达1 8 9 8．4 5万斤。多种经营s年产茶叶2 6 9 8担、生漆3 4 3

担、核桃2 8 7担，其它还产天麻、党参，当归、杜仲等药材。

除县办工业外，本区共有社办企业2 7个，总产值达7 2．2 3万元。其中社办精制茶

厂、机制砖瓦厂为主干企业。区境内矿藏丰富，尤以储量大，质量好的锰矿著名，是我县国

营电池锰粉厂的主要原料基地之一。

水利：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先后建成机电排灌站1 9处。一九七二年～九八一年在
北屏，箭竹公社建成装机容量5 5珏水电站各一座。同时，建成长达2公里的东方红水堰一

条。

交通：本区除棉沙、高燕公社通车外，其余公社仍靠人力驮马运输。一九七七年建成小

河口石桥一座，修复农村凉桥6座。人行渡口2处，配船工4人。

文教卫生：解放前夕有县办中学1所、中心校1所、保校1 7所，共有教职工2 5人

(中学除外)，学生4 9 0人。中药房2家，医生7人，解放后除县办文卫单位外，有初中

1所，完全小学6所(附设初中6个班)，村小8 2所。教职工公办l 0 9人，民办1 0 0

人，学生4 9 0 4人。幼儿班1 6个，幼师1 6人，入学幼儿8 4 9人。社办电影队1个，

放映员2入。有区医院1所，公社医院6所、病床6张、医务人员3 3人。农村合作医疗站

4 5个，赤脚医生6 2人。兽医站2个，兽医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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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沙公社概况

棉沙公社位于县城南1公里。东与修齐、南与高燕、西与龙田、北与箭岭公社相邻。总

面积7 4平方公里。辖1 4个大队、1 0 5个生产队，2 1 2 1户，9 2 8 0人。汉族。公

社驻地太和场，海拔7 4 0米。

清代属七保二、三甲。民国二年属中区复木乡团，一九三五年属一区复木联保，

一九四。年改为复木乡，一九四五年改名复兴镇。一九五三年划成1 1个小乡，一九五六年

将棉沙、和平、茅坪、青龙．金安等小乡并为复兴镇。一九六。年分出农村部份(1 5个大

队)归复兴公社，并将公社移驻太和场。一九八一年六月地名普查因复兴重名，经万县行署

以万署通(1 9 8 1)1号通告更名为棉沙公社，以棉沙窝得名。同时将团结大队划归葛城

镇管辖。有三个大队重名，经城口县革委城革告(1 9 8 1)2号通告作了更名。

该社地跨仁河两岸，土质肥沃，属中低山地区。境内最高山高坪梁，海拔2 0 0 9．8

米。全年平均气温l 3．6。C，常年降雨量1 8 6 1．1毫米，无霜期1 9 8天。全社耕

地面积1 4 6 0 7．9亩，宜于农付业的发展。粮食大春主产水稻、玉米、红苕，小春主产

洋芋，麦子。一九八。年粮食总产量达6 2 0．5万斤。多种经营：年产茶叶4 5 0．7

担，生漆8．7担，核桃4 4．1担，并有精制茶厂1个，机制砖瓦厂1个，产值5 4万

元。还出产品位高、质量好的天然二氧化锰矿。有社队企业8个，总产值5．4万元。

水利建设；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建立机电排灌站9处，灌溉面积千余亩。

交通方面：全社有七个大队通车；设渡口l处，船工2人。

一文教卫生t解放前有保校7所、教师7人，学生1 5 0人。现有初中1所、完小1所、

村小2 2所，教职工公办2 2人，民办2 7人，学生1 1 3 2人(初中生4 0人在外)。公

社医院1所，医务人员8人。合作医疗站1 4个，赤脚医生1 5人。兽医站1所，兽医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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