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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前言⋯⋯⋯⋯⋯⋯⋯⋯⋯⋯⋯⋯⋯一·⋯m⋯．，．⋯⋯⋯⋯⋯⋯⋯⋯⋯⋯⋯⋯⋯⋯⋯(1)

二，巫溪县地图 ⋯ ～

，

三，巫溪县概况·”@@r O O D⋯⋯⋯⋯⋯⋯⋯⋯⋯⋯⋯⋯⋯⋯⋯⋯⋯⋯⋯⋯⋯⋯⋯⋯：⋯⋯··(2)

四，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城厢镇⋯⋯⋯⋯⋯⋯⋯⋯⋯⋯⋯⋯⋯⋯⋯⋯⋯⋯⋯⋯⋯⋯⋯⋯⋯⋯⋯⋯+⋯⋯⋯⋯(7)

城厢区⋯⋯⋯⋯⋯⋯⋯⋯⋯⋯⋯⋯⋯⋯⋯⋯⋯⋯⋯⋯“一⋯⋯⋯⋯⋯⋯⋯⋯⋯⋯··(11)

镇泉人民公社⋯⋯⋯⋯⋯⋯⋯⋯⋯⋯⋯⋯⋯⋯⋯⋯Ⅵ⋯⋯⋯⋯⋯⋯⋯⋯⋯⋯(13)

双台人民公社⋯⋯⋯⋯⋯⋯⋯⋯⋯⋯⋯⋯⋯⋯⋯⋯⋯⋯⋯⋯⋯⋯⋯⋯⋯⋯⋯(17)

长渡人民公社⋯⋯⋯⋯⋯⋯⋯⋯⋯⋯⋯⋯⋯⋯⋯⋯⋯⋯⋯⋯⋯⋯⋯⋯⋯⋯⋯(20)

前河人民公社⋯⋯⋯⋯⋯⋯⋯⋯⋯’⋯⋯⋯⋯⋯⋯⋯一⋯⋯⋯⋯⋯⋯⋯·：⋯⋯·(23)

凤凰区⋯⋯⋯⋯⋯⋯⋯⋯⋯⋯⋯⋯⋯⋯⋯⋯⋯⋯⋯⋯⋯。⋯⋯⋯⋯⋯⋯⋯⋯⋯⋯(26)

凤凰人民公社⋯⋯⋯⋯⋯#g S-o eo⋯⋯⋯⋯⋯．．．⋯⋯⋯⋯⋯⋯⋯⋯⋯⋯⋯⋯⋯⋯(28)

花栗人民公社⋯⋯⋯⋯⋯⋯⋯⋯⋯⋯⋯⋯⋯⋯⋯⋯．．．⋯⋯⋯⋯⋯⋯⋯⋯⋯⋯(32)

菱角人民公社⋯⋯⋯⋯⋯⋯⋯⋯⋯⋯⋯⋯⋯⋯⋯⋯⋯⋯．．．⋯⋯．．．⋯⋯⋯⋯⋯(36)

‘大同人民公社⋯⋯⋯⋯⋯⋯⋯⋯⋯⋯⋯⋯⋯⋯⋯⋯⋯“⋯⋯⋯⋯⋯⋯⋯一⋯(41)

胜利人民公社⋯⋯⋯⋯⋯⋯⋯⋯⋯一⋯⋯⋯⋯⋯⋯⋯一⋯⋯⋯⋯⋯⋯⋯⋯⋯(45)

宁厂区⋯⋯⋯⋯⋯⋯⋯⋯⋯⋯⋯⋯⋯⋯⋯⋯⋯⋯⋯⋯⋯．．．⋯⋯⋯⋯⋯⋯⋯⋯⋯⋯(50)

宁厂镇⋯⋯⋯⋯⋯⋯⋯⋯⋯⋯⋯⋯⋯⋯⋯⋯⋯⋯．一．m⋯⋯．．．一⋯⋯⋯⋯⋯⋯(52)

大河人民公社⋯⋯⋯⋯⋯⋯⋯⋯⋯⋯⋯⋯⋯⋯⋯⋯⋯⋯⋯⋯⋯⋯⋯⋯⋯．．．⋯(55)

双溪人民公社⋯⋯⋯⋯⋯⋯⋯⋯⋯⋯⋯⋯⋯⋯⋯⋯一⋯⋯⋯⋯⋯⋯⋯⋯⋯··(58)
天星人民公社⋯⋯⋯⋯⋯⋯⋯⋯⋯⋯⋯⋯⋯⋯⋯⋯⋯⋯⋯⋯⋯⋯⋯⋯⋯⋯⋯(63)

后河人民公社⋯⋯⋯⋯⋯⋯⋯⋯⋯⋯⋯⋯⋯⋯一⋯⋯⋯⋯⋯⋯⋯⋯．．．⋯⋯⋯(67)

长桂人民公社⋯⋯⋯⋯⋯⋯⋯⋯⋯⋯⋯⋯⋯⋯⋯⋯⋯⋯⋯⋯⋯哆⋯⋯⋯⋯⋯(71)

万古人民公社⋯⋯u’一⋯⋯⋯⋯⋯⋯⋯⋯⋯⋯⋯⋯⋯⋯⋯．，．．⋯⋯··”⋯⋯⋯⋯(76)

上磺区一沁⋯⋯⋯⋯⋯⋯⋯⋯⋯⋯⋯⋯⋯⋯⋯⋯⋯⋯⋯．．．．．．⋯⋯⋯⋯⋯⋯⋯⋯⋯(81)

上磺人民公社⋯⋯⋯⋯⋯⋯⋯⋯⋯⋯⋯⋯t⋯⋯⋯⋯⋯Ⅲ⋯⋯⋯⋯⋯⋯⋯⋯”(83)

蒲莲人民公社⋯“⋯⋯⋯⋯⋯⋯⋯⋯⋯⋯⋯⋯．．．⋯⋯⋯⋯⋯⋯⋯⋯⋯⋯⋯⋯(89)

龙王人民公社⋯⋯⋯⋯⋯⋯⋯⋯⋯⋯⋯⋯⋯⋯”““⋯一⋯⋯⋯⋯⋯⋯⋯⋯⋯(94)

峰灵人民公社⋯⋯．．．⋯．．．⋯⋯⋯·”⋯⋯．．．⋯⋯⋯．．．⋯“⋯⋯⋯⋯⋯⋯⋯⋯⋯(98)

青庄人民公社⋯⋯．．．‰一⋯．．-．⋯⋯⋯．．，⋯⋯⋯⋯⋯．．．m⋯⋯⋯⋯一⋯．．．⋯(102)

古路人民公社⋯⋯⋯⋯r．．⋯⋯⋯⋯⋯‰⋯⋯⋯⋯⋯⋯．．．．．．．．．⋯．，．⋯⋯⋯⋯(105)

得胜人民公社⋯⋯¨一一一m⋯⋯．．．⋯m一⋯⋯⋯⋯⋯⋯⋯．．．⋯⋯⋯．．．唧(109)

黄阳人民公社m⋯⋯．．．⋯．．．⋯．．．⋯m．．．．．．．．．．．．．．．⋯⋯⋯⋯⋯．．．．．．．．．．-，．⋯·”(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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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人民公社⋯⋯⋯⋯⋯⋯⋯⋯⋯⋯⋯⋯⋯⋯⋯⋯⋯⋯⋯⋯⋯⋯⋯⋯⋯⋯(116)

文峰区⋯“⋯⋯⋯⋯⋯一⋯⋯⋯⋯⋯⋯⋯⋯⋯⋯⋯⋯⋯⋯⋯⋯⋯⋯⋯⋯⋯⋯⋯(120)
文峰人民公社⋯⋯⋯⋯⋯⋯⋯⋯⋯⋯⋯⋯⋯⋯⋯⋯⋯⋯⋯⋯⋯⋯⋯⋯⋯⋯(122)

兴寨人民公社⋯⋯⋯⋯⋯⋯⋯”．⋯⋯⋯⋯⋯⋯⋯⋯⋯⋯⋯⋯⋯⋯⋯⋯⋯⋯·(128)

塘坊人民公社⋯⋯⋯⋯⋯⋯⋯⋯⋯⋯⋯⋯⋯⋯⋯⋯⋯⋯⋯⋯⋯⋯⋯⋯⋯⋯(131)

梓树人民公社⋯⋯⋯⋯⋯⋯⋯⋯⋯⋯⋯⋯⋯⋯⋯⋯⋯⋯一⋯⋯⋯⋯⋯⋯⋯(135)

沙溪人民公社⋯⋯⋯⋯．．．⋯⋯⋯⋯⋯⋯⋯⋯⋯⋯⋯⋯⋯⋯⋯⋯⋯m UI,g g⋯⋯(138)

红星人民公社⋯⋯⋯⋯⋯⋯⋯⋯⋯⋯⋯⋯⋯⋯⋯⋯⋯⋯⋯⋯⋯⋯⋯⋯⋯⋯(144)

金盆人民公社⋯⋯⋯⋯⋯⋯⋯⋯⋯⋯⋯⋯⋯⋯⋯⋯⋯⋯⋯⋯⋯⋯⋯⋯⋯⋯(151)

朝阳洞人民公社⋯⋯⋯⋯⋯⋯⋯⋯⋯⋯⋯⋯⋯⋯⋯⋯⋯⋯⋯⋯⋯⋯⋯⋯⋯(158)

咸水人民公社⋯⋯⋯⋯⋯⋯⋯⋯⋯⋯⋯⋯⋯⋯⋯⋯⋯⋯⋯⋯⋯⋯⋯⋯⋯⋯(166)

建楼人民公社⋯⋯⋯⋯⋯⋯⋯⋯⋯⋯⋯⋯⋯⋯⋯⋯⋯⋯⋯⋯⋯⋯⋯⋯⋯⋯(173)

正溪人民公社⋯⋯⋯⋯⋯⋯⋯⋯⋯⋯⋯⋯⋯⋯⋯⋯⋯⋯⋯⋯⋯⋯⋯⋯⋯⋯(181)

自鹿区⋯⋯⋯⋯⋯⋯⋯⋯⋯⋯t””⋯·-⋯⋯⋯⋯⋯⋯⋯⋯⋯⋯⋯⋯⋯⋯⋯⋯⋯“(185)

徐家人民公社⋯⋯⋯⋯⋯⋯⋯⋯⋯⋯⋯⋯⋯⋯⋯⋯⋯⋯⋯⋯⋯⋯⋯⋯⋯⋯(187)

檀木人民公社⋯一⋯⋯⋯⋯⋯⋯⋯⋯⋯⋯⋯⋯⋯⋯⋯-⋯⋯⋯⋯⋯⋯⋯⋯(191)

白鹿人民公社⋯⋯⋯⋯⋯⋯⋯⋯⋯⋯⋯⋯⋯⋯⋯⋯⋯⋯⋯⋯⋯⋯⋯⋯⋯⋯(194)

中坝人民公社⋯⋯⋯⋯⋯⋯⋯⋯⋯⋯⋯⋯⋯⋯．．．⋯⋯⋯⋯⋯⋯⋯⋯⋯⋯⋯(197)

易溪人民公社⋯⋯⋯⋯⋯⋯⋯⋯⋯．．．⋯⋯⋯⋯⋯⋯⋯⋯⋯⋯⋯⋯⋯⋯⋯⋯(201)

， 龙泉人民公社⋯一⋯⋯⋯⋯⋯⋯．．．t．．一⋯⋯⋯⋯．．．⋯⋯．．．⋯⋯⋯⋯⋯⋯⋯(205)

．鱼鳞人民公社．．．．．．⋯⋯⋯⋯．．-⋯⋯⋯⋯⋯⋯⋯⋯⋯⋯⋯⋯⋯⋯⋯⋯。⋯“⋯(210)

乌龙人民公社⋯Ⅷ⋯⋯⋯⋯．．t．．．．．．⋯一t．．．．．．-．⋯⋯⋯⋯⋯⋯⋯⋯⋯⋯⋯⋯(214)

高竹人民公社．．⋯⋯⋯⋯⋯⋯⋯⋯⋯⋯⋯．t．⋯⋯．．．．．．⋯⋯⋯⋯⋯⋯⋯⋯⋯·(218)

尖山区．．．⋯⋯⋯⋯⋯⋯⋯⋯”⋯⋯⋯⋯⋯⋯⋯⋯⋯⋯⋯⋯⋯⋯⋯⋯⋯⋯⋯⋯⋯(223)

尖山人民公社⋯⋯⋯⋯⋯⋯⋯⋯⋯⋯⋯⋯⋯⋯⋯⋯⋯⋯⋯⋯⋯⋯e 0 Q'O0@⋯⋯(225)

百步人民公社⋯t．．一．．．⋯⋯⋯⋯⋯⋯⋯⋯⋯⋯⋯⋯⋯⋯⋯⋯⋯⋯⋯⋯．．．⋯(233)

田坝人民公社⋯．．．⋯⋯⋯⋯⋯⋯⋯⋯．．．⋯⋯⋯⋯⋯⋯⋯⋯．．．一⋯⋯’⋯．．⋯·(240)

马坪人民公社⋯一⋯一⋯⋯⋯⋯⋯⋯⋯⋯⋯⋯⋯⋯⋯⋯⋯⋯⋯⋯⋯⋯⋯．．．(245)

。中鹿人民公社⋯．．．⋯⋯⋯w．．．．．．⋯⋯⋯⋯⋯⋯．．-．．．．．．．．．⋯．．．．．．．．．-．，．⋯⋯(251)

皂角人民公社⋯．．．⋯⋯⋯⋯⋯⋯⋯⋯⋯⋯⋯⋯．．．⋯．．．⋯⋯．．．⋯⋯““⋯⋯”(258)

中岗人民公社⋯⋯⋯．．．⋯．．．⋯⋯．．．⋯⋯⋯⋯⋯⋯⋯⋯⋯⋯．．．⋯．．．．．．．．．．．．．．．(265)

渔沙人民公社⋯一．．．⋯⋯⋯⋯．．．．．．一一．．．⋯t．．⋯⋯．．．．．．⋯小⋯⋯““⋯⋯”(271)

龙台人民公社⋯．．．⋯⋯．．．⋯⋯⋯．．．．．．⋯⋯⋯⋯⋯⋯⋯．．．．．．一⋯⋯““⋯．．⋯(279)

，茶山人民公社⋯⋯伴⋯⋯．．．’．．⋯⋯⋯．．．．-．．．．．．．⋯．．．．．．．．．⋯"⋯⋯!⋯．．．⋯”(284)

通城区⋯⋯⋯⋯⋯⋯．．．'⋯”-．-⋯⋯川⋯⋯⋯．．．⋯⋯⋯⋯⋯w⋯⋯．．．⋯”⋯⋯⋯‘(289)

’通城人民公社⋯⋯．．．⋯⋯⋯∥咿．．．⋯⋯”．．．．．．”．．．．．．．．．⋯”?⋯⋯⋯⋯．．．⋯(291)

红路人民公社⋯心w坩．．．⋯化⋯⋯．．．：_．．．·⋯．．．⋯⋯⋯⋯⋯⋯⋯⋯⋯”⋯⋯(294)

丛树人民公社．．．．．．⋯⋯⋯⋯．．．．．．．．．⋯⋯．．．⋯．．．．．．⋯⋯⋯⋯⋯．．．⋯～⋯““．．．(297)

‘、．花台人民公社⋯⋯．．．⋯⋯⋯．．．⋯⋯⋯⋯⋯．．t⋯⋯⋯⋯一⋯．．，¨一⋯”一_‘(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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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人民公社⋯⋯⋯⋯⋯⋯⋯⋯⋯⋯⋯⋯⋯．．．⋯⋯⋯⋯⋯⋯⋯⋯⋯⋯⋯⋯(305)

兰英人民公社⋯⋯⋯⋯⋯⋯⋯⋯⋯⋯⋯⋯⋯⋯⋯⋯⋯⋯⋯⋯⋯⋯⋯⋯⋯⋯(307)

双阳人民公社⋯⋯⋯⋯⋯⋯⋯⋯⋯⋯⋯⋯⋯⋯⋯⋯⋯⋯⋯⋯．．．⋯⋯⋯．．．⋯(3-10)

西宁区⋯⋯⋯⋯．．．⋯⋯⋯⋯⋯⋯⋯⋯⋯⋯⋯⋯⋯⋯⋯⋯⋯⋯⋯⋯⋯⋯⋯⋯⋯⋯(1314)

下堡人民公社⋯⋯⋯⋯⋯⋯⋯⋯⋯⋯⋯⋯⋯⋯⋯⋯⋯⋯⋯⋯⋯⋯⋯⋯⋯⋯(316)

宁桥人民公社⋯⋯⋯⋯⋯⋯⋯⋯⋯⋯⋯⋯⋯⋯⋯⋯⋯⋯⋯⋯⋯⋯⋯⋯⋯一·(322)

沈家人民公社⋯⋯⋯⋯⋯⋯⋯⋯⋯⋯⋯⋯⋯⋯⋯⋯⋯⋯⋯一⋯⋯⋯⋯⋯⋯(325)

半溪人民公社⋯⋯⋯⋯⋯⋯⋯⋯⋯⋯⋯⋯⋯⋯⋯⋯⋯⋯⋯⋯⋯⋯⋯⋯⋯⋯(328)

中梁人民公社⋯⋯⋯⋯⋯⋯⋯⋯⋯⋯⋯⋯⋯⋯⋯⋯⋯⋯⋯⋯⋯⋯⋯⋯⋯⋯(333)

天元人民公社⋯⋯⋯⋯⋯⋯⋯⋯⋯⋯⋯⋯⋯⋯⋯⋯⋯⋯⋯⋯⋯⋯⋯⋯⋯⋯<341)

高楼人民公社⋯⋯⋯⋯．．．一⋯⋯⋯⋯⋯⋯⋯⋯⋯⋯⋯．t．⋯⋯⋯⋯⋯⋯⋯⋯(347)

和平人民公社⋯⋯⋯“一⋯⋯⋯⋯⋯⋯⋯⋯⋯⋯⋯⋯⋯⋯⋯⋯⋯⋯⋯⋯⋯(355)

土城人民公社⋯⋯⋯⋯⋯⋯⋯⋯⋯⋯⋯⋯⋯⋯⋯⋯⋯⋯⋯⋯⋯⋯⋯⋯⋯⋯(363)

五，、自然地理实体

红池坝概况⋯⋯⋯⋯⋯⋯⋯⋯⋯⋯⋯⋯⋯⋯⋯⋯⋯⋯一⋯⋯⋯⋯⋯⋯⋯⋯⋯⋯(371)
、 界梁子山概况⋯⋯⋯⋯⋯⋯⋯⋯⋯⋯⋯⋯⋯⋯⋯⋯⋯⋯⋯⋯⋯⋯⋯⋯⋯⋯⋯⋯(373)

大宁河巫溪段概况⋯⋯⋯⋯⋯⋯⋯⋯⋯⋯⋯⋯⋯⋯⋯⋯⋯⋯⋯⋯⋯⋯⋯⋯⋯⋯(374)

东溪河概况⋯⋯⋯⋯⋯⋯⋯⋯⋯⋯⋯⋯⋯⋯⋯⋯⋯⋯⋯⋯⋯⋯⋯⋯⋯⋯⋯⋯⋯(375)

后溪河概况⋯⋯一⋯⋯⋯⋯⋯⋯⋯⋯⋯⋯⋯⋯⋯⋯⋯⋯⋯⋯⋯⋯⋯⋯⋯⋯⋯⋯(376)

白杨河概况⋯⋯⋯⋯⋯⋯⋯⋯⋯⋯⋯⋯⋯⋯⋯⋯⋯⋯⋯⋯⋯⋯⋯⋯⋯⋯⋯⋯⋯(377)

湾滩河概况⋯⋯⋯⋯⋯⋯⋯⋯⋯⋯⋯⋯⋯⋯⋯⋯⋯⋯⋯⋯⋯⋯⋯⋯⋯⋯⋯⋯⋯(378)

自鹿盐泉概况⋯⋯⋯⋯⋯⋯⋯⋯⋯⋯⋯⋯⋯⋯⋯⋯⋯⋯⋯⋯⋯⋯⋯⋯⋯⋯⋯⋯(．379)

龙洞泉概况⋯⋯⋯⋯⋯⋯⋯⋯⋯⋯⋯⋯⋯⋯⋯⋯⋯⋯⋯⋯⋯⋯⋯⋯⋯⋯⋯⋯⋯(380)

红池坝上的自然村⋯⋯⋯⋯⋯⋯⋯⋯⋯⋯⋯⋯⋯⋯⋯⋯⋯⋯⋯⋯⋯⋯⋯⋯⋯⋯(381)

山，由拿，岩⋯⋯⋯⋯⋯⋯⋯⋯⋯⋯⋯⋯⋯⋯⋯⋯⋯⋯⋯⋯⋯⋯⋯⋯⋯⋯⋯⋯⋯(382)

河，溪，沟，泉⋯⋯⋯⋯⋯⋯⋯⋯⋯⋯⋯⋯⋯⋯⋯⋯⋯⋯⋯⋯⋯⋯⋯⋯⋯⋯⋯(393)

其他⋯⋯⋯⋯⋯⋯⋯⋯⋯⋯·⋯⋯⋯⋯⋯⋯⋯⋯⋯⋯⋯⋯⋯⋯⋯⋯⋯⋯⋯⋯⋯“(400)

六，人工建筑 ．

·

城泉公路概况⋯⋯⋯⋯⋯⋯⋯⋯⋯⋯⋯⋯”⋯⋯⋯⋯⋯⋯⋯⋯⋯⋯⋯⋯⋯⋯⋯·(427)

巫溪宁河大桥概况⋯⋯⋯⋯⋯⋯⋯⋯⋯⋯⋯⋯⋯⋯⋯⋯⋯⋯⋯⋯⋯⋯⋯⋯⋯⋯(428)

赵家坝铁索桥概况⋯⋯⋯⋯⋯⋯⋯⋯⋯⋯⋯⋯⋯⋯⋯⋯⋯⋯⋯⋯⋯⋯⋯⋯⋯⋯(429)

赵家坝渡槽桥概况⋯⋯⋯⋯⋯⋯⋯⋯⋯⋯⋯⋯⋯⋯⋯⋯⋯⋯⋯⋯⋯⋯⋯⋯⋯⋯(430)

前进桥概况⋯⋯⋯⋯⋯⋯⋯⋯⋯⋯⋯⋯⋯⋯⋯⋯⋯⋯⋯⋯⋯⋯⋯⋯⋯⋯⋯⋯⋯(431)

胜利桥概况⋯⋯⋯⋯⋯⋯⋯⋯⋯⋯⋯⋯⋯⋯⋯⋯⋯⋯⋯⋯⋯⋯⋯⋯⋯⋯⋯⋯⋯(432)

民主大堰概况⋯⋯⋯⋯⋯⋯⋯⋯⋯⋯⋯⋯⋯⋯⋯⋯⋯⋯⋯⋯⋯⋯⋯⋯⋯⋯⋯⋯(433)

桥．隧道⋯⋯．¨⋯⋯⋯⋯⋯⋯⋯⋯⋯⋯⋯⋯⋯⋯⋯⋯⋯⋯⋯⋯⋯⋯⋯⋯⋯⋯⋯(434)

路，渡口⋯⋯⋯⋯⋯⋯⋯⋯⋯⋯⋯⋯⋯⋯⋯⋯⋯⋯⋯．．．⋯⋯⋯⋯⋯⋯⋯⋯⋯⋯(435)

水库，大堰⋯⋯⋯⋯⋯⋯⋯⋯⋯⋯⋯⋯⋯⋯⋯⋯⋯⋯⋯⋯⋯⋯⋯⋯⋯⋯⋯⋯⋯(435)

七．企事业单位



巫溪中学概况⋯⋯⋯⋯．．．⋯⋯⋯⋯⋯．．．⋯⋯⋯⋯⋯⋯⋯⋯⋯⋯⋯⋯⋯⋯⋯⋯⋯(437)

巫溪师范学校概况⋯⋯⋯⋯⋯⋯⋯⋯⋯⋯⋯⋯⋯⋯⋯⋯⋯⋯⋯⋯⋯⋯⋯⋯⋯⋯(438)

石柱坪电视差转台概况⋯⋯⋯⋯⋯⋯⋯⋯⋯⋯⋯⋯⋯⋯⋯⋯⋯⋯⋯⋯⋯⋯⋯”(439)

菱角电站概况⋯⋯⋯⋯⋯⋯⋯⋯⋯⋯⋯⋯⋯⋯⋯⋯⋯⋯⋯一：⋯⋯⋯⋯⋯⋯⋯⋯(440)

先锋电站概况⋯⋯⋯⋯⋯⋯⋯⋯⋯⋯⋯⋯⋯⋯⋯⋯⋯⋯⋯⋯⋯⋯⋯．．．⋯⋯⋯⋯(441)

马镇坝农场概况⋯⋯⋯⋯⋯⋯⋯⋯⋯⋯一⋯⋯⋯⋯⋯⋯⋯⋯⋯⋯⋯．．．．⋯⋯⋯⋯(442)

巫溪县新，老茶区概况⋯⋯⋯⋯⋯⋯⋯⋯⋯⋯⋯⋯⋯⋯⋯⋯⋯⋯⋯⋯⋯⋯⋯⋯(443)

台站⋯⋯⋯⋯⋯⋯⋯⋯⋯⋯⋯⋯⋯⋯⋯⋯⋯⋯⋯⋯⋯⋯⋯⋯⋯⋯⋯⋯⋯⋯⋯“·(444)

场、茶场．林场⋯⋯⋯⋯⋯⋯⋯⋯⋯⋯⋯⋯⋯⋯⋯⋯⋯⋯⋯⋯⋯⋯⋯⋯⋯⋯··(445)
厂，矿⋯⋯⋯⋯⋯⋯⋯⋯⋯⋯⋯⋯⋯⋯⋯⋯⋯⋯⋯⋯⋯⋯⋯⋯⋯⋯⋯⋯⋯⋯⋯(445)

医院．学校⋯⋯⋯⋯⋯⋯⋯⋯⋯⋯⋯⋯“⋯⋯⋯⋯⋯⋯⋯⋯⋯⋯⋯⋯⋯⋯⋯⋯-(446)

八，名胜古迹

庙峡概况⋯⋯⋯⋯⋯⋯⋯⋯⋯⋯⋯⋯⋯⋯⋯⋯⋯⋯⋯⋯⋯⋯⋯⋯⋯⋯⋯⋯⋯⋯(448)

剪刀峡概况⋯⋯⋯⋯⋯⋯⋯⋯⋯⋯⋯⋯⋯⋯⋯⋯⋯⋯⋯⋯⋯⋯⋯o⋯⋯⋯⋯⋯·(449)

荆竹峡概况⋯⋯⋯⋯⋯⋯⋯⋯⋯⋯⋯⋯⋯⋯⋯⋯⋯⋯⋯⋯⋯⋯⋯⋯⋯⋯⋯⋯⋯(450)

野猪峡概况⋯⋯⋯⋯⋯⋯⋯⋯⋯⋯⋯⋯⋯⋯⋯⋯⋯⋯⋯⋯⋯⋯⋯z⋯⋯⋯⋯⋯(451)

洪先岩概况⋯⋯⋯⋯⋯⋯⋯⋯⋯⋯⋯⋯⋯⋯⋯⋯⋯⋯⋯⋯⋯⋯⋯⋯⋯⋯⋯⋯⋯(452)

仙人洞概况⋯⋯⋯⋯⋯⋯⋯⋯⋯⋯⋯⋯⋯⋯⋯⋯⋯⋯⋯⋯⋯⋯⋯⋯⋯⋯⋯⋯⋯(453)

七丘石田概况⋯⋯⋯⋯⋯⋯⋯⋯⋯⋯⋯⋯⋯⋯⋯⋯⋯⋯⋯⋯⋯⋯⋯⋯⋯⋯⋯⋯(454)

大宁河古栈道概况⋯⋯⋯⋯⋯⋯⋯⋯⋯⋯⋯⋯⋯⋯⋯⋯⋯⋯⋯⋯⋯⋯⋯⋯⋯⋯(455)

云台观概况⋯⋯⋯⋯⋯⋯⋯⋯⋯⋯⋯⋯⋯⋯⋯⋯⋯⋯⋯⋯⋯⋯⋯⋯⋯⋯⋯⋯⋯(456)

名胜地名⋯．．．“⋯⋯⋯⋯⋯⋯⋯⋯⋯⋯⋯⋯⋯⋯⋯⋯⋯⋯⋯⋯⋯⋯⋯⋯⋯⋯⋯(457)

九．附录 ．．·

l，四川省万县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我区部分公社，区．镇更名

的通告(节录)⋯⋯⋯⋯⋯⋯⋯⋯⋯⋯⋯⋯⋯⋯⋯⋯⋯⋯⋯⋯⋯⋯⋯⋯⋯⋯⋯(459)

2，巫溪人民政府关于各区，公社，镇，大队。居委会标准名
。

称的通知⋯⋯⋯⋯⋯⋯⋯⋯⋯⋯⋯⋯⋯⋯⋯⋯⋯⋯⋯⋯⋯⋯⋯⋯⋯⋯⋯⋯(460)

3，地名首字笔画排列顺序检索表⋯⋯⋯⋯⋯⋯⋯⋯⋯⋯⋯⋯⋯⋯⋯⋯⋯⋯⋯(469)

十、编后记⋯⋯⋯⋯⋯⋯⋯⋯⋯⋯⋯⋯⋯⋯⋯⋯⋯⋯⋯⋯⋯⋯⋯⋯⋯⋯⋯⋯⋯⋯“。(521)

编后附记⋯⋯⋯⋯⋯⋯⋯⋯⋯⋯⋯⋯⋯⋯⋯⋯⋯⋯⋯⋯⋯⋯⋯⋯⋯⋯⋯⋯“⋯·(522)

。耋豢鋈纛零墓震

。釜霪鏊尹．。罐瀵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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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上万事万物各有其名一样，地亦有其名，就是地名。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与不断发展的历史和不断进步的社会相适应，地名也在不断

地发展和变更。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更替，我县地名出现了不少混乱，有的重名，同音I错位

(o地图)、错字，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I有的低级庸俗，含义不好⋯⋯这种混乱状况，

给山区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为此，我们根据国务院t．1979J 3 0 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有关规定，从198]年5月起，

到1982年8月止，开展了全县性的地名普查工作。此间，共普查地名7332条，其中l：5万

地形图(1958年版)上原有6050条，删去245条，新增1282条，更改图上错字，错位，错音地

名1394条，并对16个重名公社，2 1 o-I"-重名大队和一个新增大队及17个居民委员会，按照管

理权限分别进行了更名和命名，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现四项成果资料

已按规定分别上报省，地主管部门。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涉及面广，政策性，科学性，技术性较强，

工作量大，但由于领导重视及各区社，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工作较细致，调查较深入，资料

较系统。为使普查成果能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了解我县的历史和现状提供资料，我们

按照省地的规定，将地名普查成果汇编成《四川省巫溪县地名录》，供各单位，各部门使

用。

本地名录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基础上，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26万的全

县地图，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的行政区划地名及部分自然村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

种概况文字材料1 1 4篇，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

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等地名共7105条，对每条地名都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每条地名

的名称来历及其含义作了说明；选入了反映山区建设及风景名胜的照片15幅。还附录了《四

川省万县地区行政公署关于我区部分公社、区，镇更名的通告》(节录)，《巫溪县人民政

府关于各区、公社，镇，大队，居委会标准名称的通知》及《地名首字笔划排列顺序检索

表》，以便稽考和查阅。

本书所引数据，工农业生产方面，系以1980年统计年报数1人I：1以1980年公安部门统计

年报数I公社，大队，生产队数以1981年普查实数。所用里程数，公路系交通运输部I’】测量

数据，其余为直线距离。地名表中以姓氏及其地貌得名的地名，一般未予备注。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本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巫溪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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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溪 县 概 况

巫溪县位于四川省万县地区东北边沿，地处大巴山南部的汤溪，大宁河上游地带，地跨

北纬31。147--31。44 7，东经108。42 7—109。597，东与湖北省竹溪、竹山和神农架林区连界，

南同巫山．奉节，云阳毗邻，西与城口，开县接壤，北依陕西镇坪。幅员面积4025平方公

里。辖9个区，70个人民公社，2个镇，605个大队，6080个生产队。1980年底总人口452206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6362人。回族2人，壮族、满族各1人，其余均系汉族。县人民政府

驻城厢镇，海拔210米，西距万县市284公里，离成都市993公里。

历 史 沿 革

巫溪县历史悠久，隶属几经变化，县名古今各异。据《禹贡》载，古属荆州之域。周属

庸国(国都在今湖北省竹山县境内)，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联秦．巴灭庸，

地属楚国。战围时期，为楚国巫郡地。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秦败楚，为秦黔

中郡巫县地，后改属南郡。两汉仍属南郡巫县地，其间，汉高祖元年至五年(公元前206一
前202年)改称I冶江郡．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蜀汉分巫县始立北井县(《水经注》。“县北有盐

掉，故名")治在今城厢镇(据明《正德夔州府志》卷七·大宁古迹载： “废北井县．在

县，晋属建平郡，腑周省入大昌”)，隶属宜都郡。西晋末，建立在流民起义基础上的成

汉政权(公元303—347年)废北井省入鱼腹县(治在白帝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

347年)灭成汉，复立建平郡北井县。北周初年(公元557—566年)，北井属永昌郡(据明

《正德夔州府志》卷七大宁古迹称s “永昌城，在县，后周置永昌郡，寻废，，)。北周天和

元年，废水昌郡，北井省入大昌县(治在巫山县大昌镇)。隋，唐，五代沿袭不变。

宋太宗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设大宁监(治在前河公社)监名由来据《蜀中名胜

记》称。 “治与永安城相对，取安宁之义也。”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大昌县来属。大

宁监治所移今城厢镇。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升监为州，辖大昌，隆化，询阳，平利，石泉(后四
县为今陕西地)五县。

．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降州为县，大昌省入夔州，洵阳，平利，石泉，隆化

隶属陕西汉中府，大宁县属夔州所辖，下划通城，羊桥．石门三里。清初袭明制，康熙六年

(公：元；1667年)并入奉节县。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复置大宁县，辖三里(通城，石门，
羊桥)十六甲。

中华民国初年，大宁隶属东川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因与山西省大宁县重名，

乃以古巫溪(因古时大宁河流域属巫县地，故河名古称巫溪)之名更为巫溪县。1935年，川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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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本县属四川省第九行政督察区。解放前夕，全县下辖4个区，21个乡，2个镇，3 0 6个

保。全县总人口253642人o

1949年12月14日(古历十月二十五)巫溪城解放，同年底，全县解放，建立巫溪县人民

政府，县下建制不变，改保为村。各区乡随即发动群众，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伟大斗

争。1951年辖区增加到8个。1953年，土地改革结束，全县按序数划为10个区，下设1 3 8个

乡，2个镇，1个场(红池坝农场)，3 8 9个村。1954年，全县实行普选o 1955年9月改巫溪

县人民政府为巫溪县人民委员会。1955年4月，将原一区(城厢)与二区(凤凰)合并为巫

溪县第一区，并将原十区(大河)改为巫溪县第九区。同年12月，全县合区并乡，撤消第九

区，其地分别划入第二区(宁厂)和第七区(通城)，全县为8个区，并按地名命名为凤

凰，宁厂．上磺，文峰，自鹿，尖山，通城．西宁区。下设59个乡，2镇1场，3 4 o-I-村，

17个居民段。1957年，全县实现农业合作化，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116个。1958年全县人

民公社化，实行政社合一，取消凤凰区建制，将凤凰，镇泉二乡合并成立凤凰人民公社，由

县直属，原凤凰区剩余部分划归上磺区所辖，全县缩为7个区，47个人民公社，2镇l场。

1961年区划再次调整，复立城厢，凤凰两区，新划23个人民公社，全县共置9个区，70个公

社，2镇，l场，5 8 2"I"-大队，3367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建立县，区，

社革命委员会，1979年，各区恢复区公所I 1980年，社镇分别选举产生了管理委员会和人民

政府，1981年召开巫溪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巫溪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和巫溪县人民政府。

巫溪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仅明代以后，就曾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规

模较大的有：明正德初年盐厂灶丁鄢本恕领导的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大军活动于

巫溪全境，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占据县城I明末清初，巫溪人民又在贺珍领导下，坚

持了二十余年的抗清斗争；清嘉庆年问，王聪儿(齐王氏)，王三槐，徐天德、陈崇德等领

导的白莲教起义军，威震全县，历时六年I 1927年谢崇德领导的“神兵"(大刀会)起义，

攻城占县，刀劈敌军长周肇歧o 1932年红三军战略转移，经过我县白鹿，通城等地，留下了

革命火种。1938年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我县日益壮大，活动频繁。1947年冬在卢光特等

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宁桥暴动，后队伍与彭咏梧同志率领的中共川东游击队会师于巫奉边境，

与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
‘

二、 自 然 条

巫溪县境内群山逶迤，众峰突兀。大巴山支脉，或东西延伸，或南北横断，错置各异，

特色不同。地跨川陕鄂三省的金鸡山，为东西两溪分水岭的猫儿背山，由城口延伸而来的万

项山，县中部挺拔而起的石柱坪山，以及南部的大泉山，松涛山，数山平行，东西横亘，把

自鹿，西宁，文峰，凤凰，上磺等区框在其中，形成数块槽形地带。东分川鄂的界梁子山，

两巫之间的兰英寨山，大宁河左铡的大官山和连接西部的横担山．天池山等，南北走向，分

别将巫溪东西两端的通城，尖山两区圈于群⋯之间。全县高低不等，一般海拔在7 0 O一1500
米左右。东部边沿的界梁子山脉主峰阴条岭，高达2796．8米，是县内的最高点，东南与巫山

交界的祝家河，海拔139．4米，为全县最低处。

本县沟谷交错，溪流众多，涧峡密布，水源丰富．东部的大宁河，由北向南，穿山过峡，

(3)



形成极有旅游媚力的宁河风光。它发源予本县西宁区高楼公社的新田坝，东流至两河口纳东

溪河水，转而向南，至溪口受后溪河水，再过城厢镇纳白杨河水，穿庙峡入巫山县境，南流

汇入长江，全长202公里，流经本县112公里。1973年平均流量每秒64．3立方米。几百年来，

大宁河就有自木小舟运行其上，成为县内运输干线。此外，县内东有巴岩子河，南流至巫山

羊溪汇入大宁河；中有分水河，源出万项山，穿岩走峡，进入奉节，汇入长江；西有湾滩河

(汤溪河上游)出自钟南山，南过云阳汇入长江。诸河源头高，落差大，水源足，既可引水

灌田，又是修建水电站的好地方。

我县属亚热带山地气候。中山夏秋多暖，高山夏凉冬冷，低山冬暖夏热。据气象站(驻

地海拔320米)的资料载：全年平均温度为17．9℃，年平均积温6553．8℃，最冷的一月平均

气温6．9℃，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为29．4℃；极端最高温度41．9℃，极端最低温度为

一7．3℃；历年平均降水量1034．6毫米，历年平均日照1567小时，平均降雨天数130天。无霜

期高山116天，中山255天，低山315天。本县七八两月多有伏旱，一般在30天左右；多数年份

有洪涝，年平均3—4次；高山地区常有秋涝，阴雨连绵；局部地区4至6月有雹灾；不少

地方还有程度不同的风灾。

， 本县多为三叠纪岩层，岩石多属大冶灰岩，矿产资源有煤、铁、硫、铝，磷、钾、石膏，

、食盐、重晶石，其中以煤．盐分布较宽，蕴藏量较大。现除煤，盐，硫有所开采外，其余矿

藏尚未开发。土壤以沙土和黄泥土为主，其中大部分山坡地带属石灰岩风化的中性微碱黄

壤，少部分是微酸性冷沙黄壤，平坝地区为冲积土。

由于地势、气温和土质不同，植物分布因地而异。粮食作物高山以洋芋，玉米，大豆为

主，低山则以水稻，玉米，红苕为主，中山兼而有之。森林高山地区是以华山松为主的针叶

林及灌木丛混杂地带，中山系以松(马尾松)杉为主的针叶林地带，低山则是油桐，杨槐，

椿树、泡桐等阔叶林产区。密林深处，野生动物甚多，大山巾栖有虎，豹．狼、猴，獐，

麂，獭，鹿，野猪，羚羊，白狐和黑熊。

j

．； ?、
：三， 经济概况

解放以来，经济建设有较快发展。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7875．17万元(1970年不变价，

下同)，人平174元。
’‘‘ 。 。

，

、- ’

本县以农业为主。现有耕地面积672789亩，其中水田少，旱地多，山大坡陡，土质瘦

薄。为改变生产条件，全县注重改田改土和水利建设，截至1980年止，坡改梯，薄改厚

95946亩，修小型水库10座，山平塘536口，蓄水池1499日，总蓄水量2089万立方米，修引水

堰978条，机电排灌站92处，有效灌溉面积4．96万亩，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80年，全

县粮食总产量为27787万斤，其中玉米76537J'斤"，红苕5401万斤，洋芋10348万斤，水稻1668

万斤。全县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343万斤，社员人平口粮476斤。油料作物以油菜，向日葵和芝

麻为主，其产量分别为15175斤，76JY斤和15万斤，其中向日葵价廉物美，声誉较高，远销

外地。本县尤以黄连，天麻，当归，党参等药材生产和茶叶，油桐生产历史悠久，1959年祓

誉为全国药材红旗县，荣获国务院奖状。全县现有药材1．1万亩，茶林3．17／亩，油桐籽收购

量400万斤。此外，还有生漆、木耳、香菌，蜂蜜、柑桔j猕猴桃等土特产品。近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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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茧生产发展较快。1980年，全县包括粮食，油料，蚕茧，药材，茶叶在内的农业总产值为

4341万元。我县森林资源较好，现有用材林594360亩，灌木林871245亩，幼林地345180亩，

经济材7860亩，森林复盖率占12％，木材蓄积量2736424立方米，可伐量达1010079立方米。

巫溪山场宽广，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1980年，畜牧业产值1144万元。其中山羊年末

圈存159807只，收购羊皮10万张，质地优良，畅销国外，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成为全国

山羊基地县J年末圈存黄牛28860头，毛猪272828头，出槽肥猪139770头，人平养猪0．9头。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到1980年为止，全县有小水电，小煤窑，水泥、土陶、

砖瓦，酿酒，粉坊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480个，总产值445．61万元。 。

解放前，我县工业甚差，但制盐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代，本县宁厂僦开始用柴熬盐，

朝廷设有监官。至宋，因盐设大宁监。明代以后，盐业更旺，至清中叶，共有盐灶336个，

置锅1008口，号称“万灶盐炯"。古时柴盐，质量良好，上供朝廷，下销秦楚。随着炭盐生

产的兴起，煤炭工业发展较早。解放后，原有制盐，煤炭工业继续发展，1959年，宁厂盐厂

被誉为全国先进企业，荣获国务院锦旗和奖状。还陆续兴办了电力，机械，建筑，食品，纺

织，文教用品和森林工业等。其中以电力工业发展较快，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现有水电

站47r座，机组55台，装机容量5027．5珏，年发电量1156．88万度。全县截至1980年统计共有

各种企业195个，其中省属企业1个，县属企业71个，集体企业i32个，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

的115．68万元(1957年不变价)增加到1431．17万元。

巫溪县境内复岭重岗，溪壑纵横。解放前，多数地方道路崎岖，虎背羊肠，人们来往，

攀岩走险，爬山涉水。货物运输靠肩挑背磨，只有大宁河可通舟楫，但又苦于滩险水急，礁．

石林立，稍有不慎则死予非命。解放后，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大办交通，做到了水陆并进。水

路上炸掉了礁石，整治了河滩，疏通了河道，木船上下，转危为安。1972年，航道部门又自

行设计制造了吃水浅，速度快，操作方便，推动力强的宁河机动船，解决了上水拉纤，下水

划桡的困难。全县现有航道168公里，各种船只181艘。1980年旅客运输量为2．96万人，货物

运输量为5．32万吨；客运周转量为277．66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为275．24万吨／公里；县内

公路运输从无到有，发展较快。自1958年到1980年，先后修通了接连云阳，开县，万县市的

万(县)(巫)溪公路，从红池坝到奉节的奉(节)城(口)公路，从县城到通城的林区公

路，从墨斗城到青庄公社的上磺公路，从巫溪城到高竹公社的城泉公路，从两河口到高楼公

社的西宁公路。全长664公里，桥梁十二座，各干线上又有社办公路伸向各地，全县有59个

公社连接在公路运输网上。1980年本县有汽车80辆(运输公司在外)，客运量16．64万人，

货运量为6．19万吨，客运周转量670．74万人／公里，货运周转量为393．93万吨／公里口大大改

变了运输条件，解放了劳动力。

我县虽地处边远山区，但历为秦楚要道，加之食盐和药材生产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客

商甚多， “吴蜀之货，咸萃于此”。解放以后，商业网点发展到520个，布满全县，人民群

众购销两便。1980年工农业产品购进总值1815万元，社会商品销售总额3534万元，财政税收

306．36万元。

四、 文教卫生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相应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水

(5)



平，健康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 ．

1949年，全县各类学校总数仅有25所，其中初级中学l所，小学24所，教职员总数365

人，初中在校生仅108人，小学生4500人。到1980年为止，有地属中等师范学校1所，完中6

所，初中5所，小学901所，幼儿园6所，既为国家输送了不少大中专学生，又为山区建设

培养了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建设人才。截至1980年为止，共有教职223867人，其中

民办教师2063人，在校中师学生273人，高初中学生22742人，小学生67464人，入园幼儿

339人。

解放前，县内无电影队，广播站和文艺团体。解放后，文化事业逐步发展。1980年，全

县已有电影队35个，其中社办26个，城厢，宁厂两镇及部分区社还建起了电影院，全县观众

达到496万人次}县城先后办起了文化馆，文工团，部分场，镇，公社还办起了文化站；

1979年还在胜利公社石柱坪建立了电视差转台；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发展较快，为国家输送

了不少体育人才，农民运动员刘德翠夺得了第一届全运会铁饼冠军。’

我县虽是中药材产区，但解放前医疗事业却极为落后，城乡除寥寥无几的中草药店外，县

城仅有l所5人组成的公立医院，人们的生命无所保障。1938年和1942年，当时不足两千人

的县城就因脑膜炎和天花，分别死亡230余人和100多人。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的身

体健康，十分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到1980年为止，全县有医疗机构87个，其中有县人

民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麻疯院，赤医校各1所，区卫生院9所，公社医院

72所，共有医务人员847人，病床498张。还有合作医疗站500余个，赤脚医生600余人，基本

体现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近几年来，我县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开展，深入进行，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5年的21‰降

到1980年的5‰。

七十年代以来，科技事业也有所发展，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推广，人

工培植天麻和贝母家种，洋芋茎尖脱毒和黄牛冷配试验都获得成功，为山区生产建设开辟了

新路子。 、

五、 名胜古迹

本县风景如画，名胜众多，其中尤以山青，水秀，眷险，峡幽的大宁河为著。由巫山溯

大宁河西上，进入巫溪县境，真是大景套小景，一景连一景。有瀑如珠帘垂挂，石峰似仙女

降立的庙峡J有四围众山若屏，其前一水环绕，素称“峡郡桃源”的巫溪县城，有峭壁如

削，石峰林立，舞有黄山，桂林秀色的剪刀峡，有依山傍水，古色古香的宁厂盐镇；有龟蛇

静卧，石柱如塔的大河集景；有岩瀑飞泻，岩棺成群的荆竹峡，有七山若龙聚汇一处的七蟒

峡I有岩罅欲合，恬静幽深的野猪峡I有绿树掩映，群峰万仞的构皮峡，以及古栈道遗迹，

七妹古洞高悬的七姊妹峡等等。境内不但峡谷幽深，奇绝秀丽，而且石灰岩溶洞众多，诸如宽

敞幽深，传说神奇的仙人古洞，石田七丘的通城溶洞，古化石众多的新华溶洞，山若雄狮，

可纳万人的朝阳洞，还有新近发掘的双溪溶洞，各洞之内，石钟石笋，上悬下立，千姿百

态，各具特色。本县历史悠久，古迹不少，大宁河岩壁的栈道石孑L，高岩横穴的古代岩棺，

盐泉龙池的分卤钢梁，鸟道高悬、云桥飞架的古遗址云台观，都是较好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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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厢 镇 概 况

城厢镇位于巫溪县东南都的大宁河畔，是巫溪县人民政府驻地。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

镇人民政府驻于南门湾。辖7个居民委员会，．4条大街，18条小巷，1个蔬菜生产大队，

15个生产队和1个果园队，2343户，9749人，其中回，满，壮族各1人，其余均为汉

族。

该镇历史悠久，自东汉以来的一千七百多年中，除隋，唐，五代时期并入大昌县、清康

熙六年到雍正七年等少许间断外，历为县，监，州治所。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到

后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为北井县治(据明《正德夔州府志》卷七·大宁古迹称。

“废北井县，在县")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至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为大

宁监治。1283年到1376年(明洪武九年)为大宁州治。1376年到1913年，除1667年至1729年的

62年外，均为大宁县治所在。从1913年到1949年，为民国县政府驻地。解放后为巫溪县人

民政府所在地。

此镇历代以所驻监，州，县为名。直到民国年问，才以城周云山如厢命名城厢镇。其建

年无考。宋代以前，规模甚小，明清逐步扩大。．城内有东街，西街和县前街，明正德初始修

高约丈余周围五百四十丈的城墙。城门有四，东日阳和，后改宾作，西日安平，后改宝城，

南日永靖，后改阜时，北日振武，后改拱辰，现东南北三fJ尚存，西门已毁。康熙六年至雍

正七年，大宁县省入奉节的六十年中，雨淋水冲，城墙倒塌，乾隆年31至34年复修

城墙。以后又几经水患，几经修复。直到解放前，城仍不大，街巷狭小，破陋不堪，有如民

谣所云：“好个大宁县，衙门象猪圈，大堂打板子，河里听得见。”解放后，巫溪县城扩建

一新，从4ki'2湾到赵家坝，麒麟山到鱼洞溪，山上山下，峡内坝中，街道纵横，高楼林立。

解放以来，该镇不但旧貌变新颜，而且各行各业都有所发展。旧社会，镇里除有几处私人

缝纫店和铁匠铺外，别无生产设施。解放后，工业陆续发展，县酒厂、印刷厂、火柴厂，磷

肥厂，农机厂，教具厂，食品加工厂，汽车修理厂等国营企业以及水泥建材厂、农具厂、木

器厂和缝纫，纺织等集体企业都在不断发展壮大。该镇还有耕地面积627亩，以生产蔬菜和

水果为主。去年农业收入12．7万元。由于工业生产的兴起，改变了过去纯消费的状况。

过去这里虽为全县的政治中心，但与外界来往却大为不便，除大宁河上有木船颠簸上下

而外，陆上交通极为困难。解放以后，大宁河航道得到疏通，木船上下安全无恙。陆上运输

条件逐步改变，现有数条公路干线分别通往云阳、开县，奉节及县内的青庄，通城，高竹，

高楼和红池坝。汽车运输，四通八达。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交通运输的改变，密切了城乡

和外地的来往，货物流通，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成为全县的商业中心。

该镇又是全县的文化中心。目前有两所完全中学，两所小学和两个幼儿园，共有在校高初

中学生2124人，小学在校学生1596人，入园幼儿238人。镇内有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

工会俱乐部和体育运动场，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大有提高。旧社会，镇内仅一所五人组成的

公立医院，他们以高价卖药为业，人民的生命得不到保障。当时不足两千人的小镇，1938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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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急性脑膜炎死亡230人。1942年，又因天花流行，死亡儿童一百余人。解放后，医疗条

件大有改善，现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各l所，设备更新，科室俱

全。 ，．’
，．

该镇昔有九宫十八庙等文物古迹。因城区翻新，存者甚少。现仅有宋时所掘女儿井(孝

感泉)和悬于南门湾高岩之上的四具岩棺尚存。但因城居峡中，山环水绕，众峰屏列，加之状

若长虹的百米石拱大桥飞跨宁河，以及深近里许的南门隧洞穿过龙岗，给这个“峡郡桃源’’

增添了秀色，使它成为宁河奇景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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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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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巫 溪 县

汉语拼音

WQXi Xian

城 福 ChengxiOng

城 厢 镇 Ch6ngxian百Zhen

南 门 湾 N6nm enwQn

备 注

原名大宁县i 1914年，因与山西省大宁重
名，乃以大宁河古名巫溪更名巫溪县·

历为大宁监，州，县治所，1913年以其城
周云山如厢命名城厢镇，现为巫溪县人民
政府驻地。

1913年以其城周云山若厢命名城厢镇，沿
袭至今。

此街地处县城南rl,地貌弯形，故名。城
厢镇驻地。

北门居委会 Beim en Jnweihui 地段在县城古北门。

人 民 街 R e rlm i11 Ji e
1949年解放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此
街故命名人民街。

河 街H e Ji e 街沿大宁河岸修建。

东岳庙巷DongYu色miaoXiang 此巷原有东岳庙。

东门居委会Don9m 6n Jnw6ihui 地段在县城东门。

文昌官一巷 W百nch石n996ngYiXiang废文昌宫东南面第一道小巷。 ，

东门 口巷Dongmenk6u Xiang 此巷正对县城东门，故称东门口。

文昌宫=巷 Wenchanggong色，rxiang 废文昌宫东北面第二道小巷。

义和场巷 Yihech6ng Xi5ng 此巷中原有商号名义和场。

泗洲堂居委会 Stzhout6ng Jnweihut 县城中心点，原名泗洲堂，现沿用。

解 放 街 Ji e fang Ji e
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由此进城，故名解
放街。

左 家 巷 Zu6ji石Xiang 此巷以左姓居住得名。

横 巷 子 H engxiang Zi 以地理位置得名。

天主堂巷Ti舀nzh口,t6ng Xiang 此巷中原有天主堂。一

魏 家 巷 We i j i百X伯ng 此巷申住户魏姓居多，故名。

水洞子街 Shu t d6 ng Z i Ji e 因街下面系由西来关至宁河的大水沟，故
名水洞子街。

天宁寺巷Ti dnning Si Xiang 此巷中有天宁寺。

南 正 街 N611 Zh e ngj i弓

西门居委会Xil2'1 e11 Jawei hui

此街位于县城正南。

地段处县城西门。

解放街北巷 Ji efOn9ji e B色ixiang此街位于解放街北巷，故名。

城厢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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