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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懈邀嬲



听 鹤 楼

长江水底碑林“白鹤漂”，将被三映库区长期淹没，故移缩影于望州公园，以资

永存水底古迹。并在园内仿建清道光年间涪城北门之听鹤楼，意即登楼可听鹤鸣。

小溪天生桥

小溪天生桥，位于涪陵市梓里公社境内。此处有三座天生桥及两个地下溶洞，三

组成“凹”字形，三道飞瀑跌落，气势雄伟。溶洞内有“点将台”、“莲花柱”、

千丘掳”、“小官殿”等钟乳奇观，是优美的天然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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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地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我县原有地名比较混乱。有的重名，或同音、别字；有的地图和

实地对不上号，或错位、错字，错名；有的含义不好，有的长期讹

传，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生僻臆造，难写难记；也有不利于民族团

结。这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为了纠正地名中的混乱现象，实现全国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

使其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

持下，将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涪陵县地名录》，以供有
关单位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发(1980)89号文件精神，通过

对普查资料的整理考证，对原地名中的错位、错字、别字、讹传等进

行了纠正；对重名、同音的地名，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

就，照顾历史、地理特征，易写易记，简明确切的原则，进行了调整

或重新命名；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进行了更改o

《涪陵县地名录》的内容有：标有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

和部分自然村名的《涪陵县地图》；各类地名概况材料共89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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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
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地名共5717条。对每条地名
都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

明。

今后，凡使用《涪陵县地名录》的单位，均应以此为准。本地名录

不作划界标准。

涪陵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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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县概况

涪陵县位于四川省东南部，地处东经106。567—107。437与北纬29。21’——30。1’之
间，东邻丰都，南接武隆，南川，西靠巴县，北与长寿，垫江毗邻：面积2942平方公里。辖

lo个区，4个镇，74个公社，4个街道办事处，743个大队，29个居民委员会，4906个生产

队，181个居民小组。1982年底有96162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24684人)，主要为汉族。县人

民政府驻城关(地理座标l东经107。247，北纬29。437)，涪陵地区行署驻涪陵县。

一，历史沿’革

涪陵古称为枳，以这里的古代原始村社共同体的居民，用枳棘之类的灌木构成村寨而得

名(《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载t“涪陵出产枳棋玎)。“涪陵弦的由来传说颇多，尚无定

论。其一说l乌江古称涪水，巴国先王陵墓多葬予枳，故名‘‘涪陵黟(据《华阳国志·巴志>

载：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其二说， “涪一为沤水泡之意，引伸为水流湍急，“陵一为

大士山或丘陵，故名“涪陵，，。其三说：古涪陵治所在彭水壶头山下，“涪陵黟或由“壶陵糟

谐音演变而来。(据《酉阳直隶州总志轶事》载；“古涪陵治彭水壶头山麓，。《寰宇记》载l

‘‘壶头山，山形似壹一)。、

涪陵县地古为禹贡梁州之域，殷周雍州之地。春秋中后期为巴国据有。战国时，周慎靓

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巴，置枳县，属巴郡。汉承秦制，枳县仍置，属益州巴郡，东汉

时，县治所迁今址，至三国蜀汉未变。西晋仍置枳县，属梁州巴郡。李雄据蜀之成汉时期，

属荆州巴郡。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平蜀，以涪郡理枳县城，领枳县属梁州。刘宋

仍置枳县，属益州巴郡。南齐属巴州巴郡。梁于枳县置涪陵郡，属楚州，辖枳和汉平二县。西

魏仍置枳县，北周废枳县入巴县徒郡治汉平县，属巴州巴郡。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分

巴县置涪陵镇，属楚州巴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徙汉平县来涪陵镇，十三年(公元593

年)改汉平县为涪陵县，因镇为名。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以镇(公元618年改县为镇，公元619

年复为县)置涪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涪州为涪陵郡，乾元初年(公元758年)复为涪州，

属山南东道，领涪陵，宾化，武隆，乐温，温山五县，延至五代的前蜀，后唐，后蜀时期。

北宋仍置涪陵县，属夔州路涪州郡。南宋亦然。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仍置涪州，省乐

温，涪陵二县并入涪州，领武隆县。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复置乐

温，仍属。隶重庆路。明代仍置涪州，领武隆，彭水二县，属重庆府。至清康熙元年(1662

年)省武隆县入州，属川东道重庆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涪州为县，属川东道、。民国二

十四年(1935年)属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1949年解放后，属川东行署涪陵专区，1953年

属四川省涪陵专区，1978年属四川省涪陵地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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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至1930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创立了以大顺，罗云为中心的农民政权，组建了以革命烈士李蔚如同志为首的

农民赤卫队和四川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二路军(驻地罗云)开庭了轰
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亡p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
出了贡献。

声

一 二、自然条件

：c 1涪陵县地处JII东平行岭谷与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山地的交接地带，以低山为主，次为丘陵

与低中山，平坝面积较小。境内地势起伏不平，山峦迭蟑，丘陵连绵，沟谷交错，水溪纵

横，属燕山运动后形成的褶皱风化剥蚀带，长江流域典型的沿岸沟谷地区。沿江两岸地势较

陡，水土流失严重。地层多为三迭系、侏锣系、志留系，主要岩层有砂砾岩，石灰岩、页

岩、粘土岩，喀斯特等。主要矿藏有煤、硫、铁矿，石灰石，石油，天然气等。煤和石灰

石，蕴藏量较为丰富，品位高。主要山脉有武陵山脉、大梁子山脉，黄草山脉、木鱼山脉、

．铜矿山脉。大部分山地海拔为500—900米，最高海拔2017米，相对高差为100一500米。
， ～本县河流均属长江水系。长江西来北去贯穿北部，境内流程77公垦，乌江由东南漉向西

北，于县城处注入长江，境内流程31公里。另有梨香溪、渠溪河等30多条溪河，流经全县51

，个公社。境内有大小水库151座，山平塘12464口，各种灌溉渠道2113公里，各种固定提灌站

256处(装机容量320／11281台／千瓦)，总蓄水量1．91亿方，有效灌面40．61万亩(其中：水

库26．2万亩，引水渠3．81万亩，山平塘7．28万亩，直接从江河取水提灌3．32万亩)。全县巳

测定的水力资源蕴藏量约3万千瓦。1980年底巳建成水电站79座，装机容量13828千瓦，占总

蕴藏量的46％。 ．

⋯+涪陵县气侯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8．2℃一月平均气温7℃，七月平

均气温28．7℃，绝对最高气温42．2℃，极端最低气温一5．7℃，活动积温为5939．5℃。全年无霜

期300天以上。年日照时数为1290小时。年平均降雨量980．8毫米，多集中在四，五、六、十

月份。县境东南部常有由高压，大气环流形成的大风，寒潮等自然灾害。 ，

，全县有林面积51．6万亩，覆盖率为11．53％，树种有马尾松，柏，杉，青枫等。

三，经济概况一’盏￡ 口r'瞩口1．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26293万元(其中：省地属企业6349万元)，人平276元。

农业l：1980年底有耕地110．59万亩，约占总面积的30％(农业人口平均1．33亩)，其

中。’田56．89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红苕，洋芋为主，经济作物有青菜头、

油菜、烟叶，花生、芝麻以及柑桔、茶、蚕桑、桐、撵等。’土特产有涪陵榨菜等。1980年的

集体粮食总产量为61003万斤，比1949年增长78．4％，入平生产粮食736斤。其中l水稻产量

占总产量的40．7％，小麦占12．8％，玉米占27．4％；青菜头总产量10700万斤，油菜籽总产

量632万斤，甘蔗总产量226万斤，芝麻总产量16万斤；烟叶总产量34万斤，．茶叶总产量56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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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花生总产量25万斤，生猪饲养量46．84万头，出肥29．88万头；柑桔产量308万斤，蚕茧

产量60万斤，全县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计算)12518万元(其中s林、牧，副、渔

业产值3692万元，社队企业产值3143万元)。交售给国家的贸易粮为10500万斤，人平127

斤，社员人平分配口粮491斤，人平收入61元。

工业：解放前，全县仅有竹，木、铁器，榨菜、麻纺，酿造等小手工业作坊。解放后，

工业生产发展较快，具有一定规模，现有化工，酿造、电力，缫丝、纺织、针织，造纸，印

刷．建材、塑料、汽车修理、农机，造船，冶金、采掘，制药、食品加工、鞋类，皮革、陶

瓷等。中央，省、县属企业厂矿，计有中央属一个，省属5个，地属31个，县属全民所有制

35个，集体企业454个(公社企业377个)。1980年工业总产值为13775万元(其中：地属以上

企业6349万元)。全民企业劳动生产率7798元／人。1980年主要工业产品量为：原煤8．26万

吨，钢94吨，生铁8462吨，肥皂1282吨，水泥11．4万吨，发电量3650万度，普钙17878吨(折

纯)，机制砖1780万块，炸药623吨，乙炔1121吨，硫铁矿592吨，皮布鞋19万双，生丝31

吨，布匹68万米，机制纸9195吨，羽毛粉129吨，糖果糕点1342吨，饮料酒4182吨。名特产

品主要有：涪陵榨菜，独占天时，历史悠久，加工精细，色泽鲜艳，清香嫩脆，佐餐可口，

享有声誉；乌江牌榨菜荣获1981年国家银质奖；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日本、东南亚各

国，近年进入欧美市场。涪陵百花露酒，有一百一十多年的生产历史，以精酿红粮洒，冰糖，

边化油及九十余种名贵中药材精心配制而成，产品澄明透黄，入口醇甜，芳香浓郁，既是席

上佳饮，又有滋补强身，养气养血之功效，荣获1980年四川省优质酒称号，产品畅销国内18

个省市，近年开始打入港澳市场。涪陵京酱风肉，选料讲究，精工制作，色泽鲜艳，造型美

观，酱香爽口，油而不腻；桂楼牌京酱风肉，荣获1982年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涪陵广式香

肠，选料精细，加工讲究，红自分明，醇香回甜；桂楼牌广式香肠，荣获1982年商业部优质

产品称号。 ．i

交通：解放前水上运输全靠人力木船，陆上基本上是肩挑背磨。解放后，交通事业有了

很大发展，现在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除由重庆开往上海、汉口、宜昌等长航客轮停靠本县港

口外，地区轮船公司和县航运公司的客货轮，从涪陵往来于龚滩、彭水，武隆、重庆，丰

都、高家镇及本县备口岸。陆上新建了涪(陵)丰(都)、涪(陵)垫(江)，涪(陵)

南(川)、涪(陵)武(隆)、涪(陵)长(寿)等公路干线和到本县各区社的支路，总长

为1072公里，基本上实现了社社通公路。每天从涪陵开往各地的班车达47车次，县有汽

车队，公共汽车站，航运公司，搬运公司。地属眺上有轮船公司，汽车运输公司，港务局。

1980年货运量176．4万吨(含地属理上112．4万吨)，一货运周转量31040．5万吨公里(含地属

以上25898万吨公里)，客运量687．2万人次(含地属以上421．3万人次)，客运周转量34451．6

万人公里(含地属以上30762万人公里)。 ，
、

‘

商业：我县历来是川东地区重要商埠之一，商品吞吐量大。每年可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一

亿多斤i成品榨菜70多万担，以及其它工商品。1980年国家收购柑桔2．16万担，+油桐2．8万

担，茶叶5093担，芝麻2016担，晒烟1254担，木材1966立方米。国营、，合作商业部门纯购进

总额10029万元(地属以上2715万元)，其中农副产品采购额5860万元(地属以上33万元)。，社

会商品零售额14009万元。 一

(8>



四．．文教事业

教育事业：1949年全县有普通中学7所，师范学校一所，农职校一所，小学163所，在

校学生20，408人。1980年有县师范学校一所，普通中学35所(其中地属以上厂矿办7所)，

234所小学附设有初中班，小学707所(其中：完校136所)。此外，还有地属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校14所，师范专科学校1所。全县共有在校学生248，787人，比1949年增长12．15倍，其

中l专科学生629人，中专和技校学生2，522人，中学生59，264人，小学生186，372人，全县平均

每万人口中，有中小学生2，425入。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0．7％，初高中升学率分另Ⅱ为72．5％和
’

23％。 ．

文化设施：县属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电影院、京剧团、川剧团、广播站、少年

宫、业余体校等。地属有文化馆、图书馆，工人俱乐部，电影公司、电影院、运动场，体育

馆，游泳池、溜冰场、电视差转台、业余体校等。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医院11所，病床180张，医护人员94人。1980年已发展到各级医

院94所，病床1495张，医护人员1，657人；大队(居委)合作医疗站759个，赤脚医生1，657人。

此外，还有地、县保健站，防疫站等卫生机构。1980年全县人口出生率降为6．5990，死亡率

降为4．49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1‰，计划生育率达99．41％，基本上达到了低出生率，‘低

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和按计划发展人口的要求。， ·

五，名胜古迹

涪陵县历史悠久。文物和名胜古迹较多：在龙门、镇安、石沱等公社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中出土有石斧，石矛，石网坠、陶器等珍贵文物。在白涛永胜公社小田溪、大山公社鹤

凤滩等地的巴人墓群中出土有错金铜编钟，错银铜兽头饰件、镂空双龙纹铜镜，错银云水纹铜

壶、巴式柳叶剑等，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位于城北长江中的“白鹤梁玎题刻，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长江古代水文站嚣和“水底碑

林黟，它记载着我国唐代至今1200多年间的73个年分的长江桔水资料，镌刻着右鱼十四尾和

历代名人，书法家撰写的164段有极高艺术价值和水文价值的诗篇和文字。县城对岸的自

岩有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颐点注《易经》之地——“点易洞力I有北宋诗人、书法家

黄庭坚，南宋哲学家朱熹等名，^、题刻50余则构成的“读画廊"与“钩深堂骨， “洗墨池静、

“碧云亭"，“致远亭黟．“三畏斋移、“三仳楼"，“四贤楼"、“观澜阁"等合称“北

岩十景嚣。建于清同治13年的文峰塔(又名自塔)，位于城东15华里长江南岸的刘家山脊

上。该塔为砖砌正八棱台状，高40米，分九层。内层石阶旋升至顶，塔身比例匀称、壮观，

大有威震群蛟之势。凭窗远眺，涪城全景尽收眼底，是游览、小憩胜地。

(4)



涪陵榨菜历史悠久，具有鲜、香、嫩、脆的独特风味，驰名中

外。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及丙种维生素营养成份。能刺激味

觉，增进食欲：拌、炒、炖、烩、馄等烹调均宜适用，是鲜美的佐

餐佳品。它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国，近年进入欧美市场，享有很高

声誉。1981年曾获国家银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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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一．
涪陵特产“百花潞酒”，曾为清官御酒，有一百八十多年历

史，系由人参、天麻、杜仲、当归⋯⋯等百余味珍贵中药，配以优

质冰糖，用红粮白酒精制而成，色泽金黄澄明，气味芳香浓郁，入

口柔和醇甜，为宴会和馈赠亲友之佳品。常饮有滋补强身、舒筋活

血、补血益气、除风祛湿、开胃健脾之功效。建国后，继承传统工

艺，以现代科学技术实行监测，既保持了“御酒"风色，质量又有

新的提高，一九八。年以来，两次荣获四川省优质酒称号。畅销全

国，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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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矛。石势(瓤石器站：代，驻夸终匿

繁多牟前，，翟巧一霉潼衔遣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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