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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民生产、生活，社会交流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由于各历史时期的更替变迁，给我区地名带来不少问题。有

的重名，同音，错字、别字；有的因长期讹传，改变了原有含义；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

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名称对不上号，特别是盔文化大革命骨中大搞。一片红”，使地名更加

混乱。给行政管理、公用事业和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305号文件和省、市政府关于地名普查

工作文件的规定，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十二月止，历时九个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

地名普查工作。对我区9个街道办事处、94个居委会、221条路、街、巷，6个公社、39个生

产大队，和143条其他地名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调查，核对，搞清了地名的来历、含义和历史沿

革，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地名辞典和增删、修改、校正我区地名图、建立地名档案提供了基

础资料。在普查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反复研究，并本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

照顾历史，地理特征，易写易读易记，简明确切的原则，报市审批命名的地名9条，区批准

更名和合并的地名57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成果(地

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市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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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成果经有关方面校核审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了使地名

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在市、区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

单位的积极配合与帮助下，将全区地名普查成果汇编成《重庆市南岸区地名录》。今后，凡

使用南岸区地名时，应以此为准。

本地名录，绘制了l：5万地名图，标注了各街道办事处与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自然

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52篇；辑录了全区街道办事处、生产大队以

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街道、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风景名胜古

迹等地名共478条，并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

说明。所引数字主要根据有关部门一九八O年统计年报，余为有关单位提供。公社、大队、

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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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区概况

南岸区是重庆市的一个近郊区。位于长江南岸，东西最宽19．85公里，南北

公里。西北和北面濒临长江，与市中区、江北区隔江相望，东南与巴县接壤，西南

为邻。面积107．7平方公里。一九八O年底，全区有68，973户，268，J91人，其中

19，855户，78，920人(含农村居民5，553人)。主要为汉族，有散居的回、满、苗

土家等16个少数民族共287人。辖9个街道办事处，6个人民公社。中共南岸区委

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委员会驻龙门浩马鞍山。

一、历史沿革

我区地处长江以南，故名南岸。据《重庆简史和沿革》记载，南岸区古属巴

元前三一六年，秦惠王举兵灭了巴蜀，将原巴国改建为巴郡，并筑江州城(在今

郡治。当时本区属巴郡江州县辖地。南北朝时期改江州为垫江县，北周武成三年

一年)又改为巴县，自此至本世纪初，本区属巴县管辖。

一九二七年成立重庆市政厅，定长江南北两岸30华里范围为市区，但无明确

三O年二月划定重庆市的地界，划南岸从火烧坟(现南坪回龙大队)经涂山最高

脉至铜锣峡。

一九二九年正式定重庆市为省辖市，改市政厅为市政府。因南岸居民较多，

设有南岸市政管理处。基层行政区划，在一九三五年前，城市内仍沿袭明清的厢

南岸划了四坊，即第ll坊。辖南城坪；第12坊，辖海棠溪；第13坊，辖龙门浩；

弹子石。一九三五年二月，省政府由成都迁来重庆，将重庆城区划为五个区，南岸划为重庆

第四区。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又将重庆市编设为六个区，37个联保。南岸编为重庆市第六区，区

署设玄坛庙，下辖铜元局、南坪场、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等六个联保。

一九三八年国民政府迁来重庆，一九三九年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进一步拓展了市区范

围，南岸划为市辖ll、12两个区。一九四一年二月，将在南岸的巴县崇文、大兴场两乡划为

重庆市第16区。一九四四年十月改组各区区署为区公所。一九四六年又将南岸的II区改为

l l、18两个区。从此，南岸设有四个市辖区。管辖情况是：

第儿区，区公所驻上龙门浩，管辖玄坛庙，上龙门浩、下龙门浩一带。

第12区，区公所驻南坪场，管辖海棠溪、南坪场、铜元局一带。

第15区，区公所驻黄桷垭，管辖黄桷垭、大兴场、清水溪一带。

第18区，区公所驻弹子石，管辖弹子石、窍角沱、鸡冠石一带。

以上四个区的设置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变化不大。

重庆解放后，一九五O年在南岸建立了市辖第五，六两个区人民政府。五区政府驻罗家

坝，辖铜元局至龙门浩一带。六区政府驻弹子石，辖玄坛庙至大兴场一带。一九五二年上半



年，重庆市第七区(从溉澜溪下至唐家沱一带)并入第六区，同年冬，五、六两区合并为重庆市

第五区，(原七区地域又划归第二区管辖)区政府驻上龙门浩。一九五五年者，第五区人民政

府更名为南岸区人民委员会，一九六八年(。文革”期间)改建为南岸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八

O年十二月，按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恢复为南岸区人民政府。

区的管辖范围，解放后有三次扩大。一九五一年划进原属江北县的郭家沱地区；一九五

三年划进巴县的文峰乡；一九六九年又划进巴县广阳公社的一、二大队(占广阳坝总面积约

五分之四)。

解放后街、乡政权变动情况：

街道：解放初期未成立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派干部驻各公安派出所承办政府行政工作。

一九五四年建立了铜元局，南坪、海棠溪、黄桷垭、上龙门浩、下龙门浩、玄坛庙，弹

子石、石桥、大佛段、罗旗寺等11个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经过调整合并，将原儿个街道办

事处改建成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四个街道人民委员会和铜元局、郭家沱、黄桷

垭三个镇人民委员会。一九六O年三月，将海棠溪、上新街、黄桷垭、玄坛庙、弹子石五个街、

镇人民委员会改建为街道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四月，街道人民公社撤销，恢复街道办事处，建

制时建成九个街道办事处(大佛段在弹子石内划出，南坪在海棠溪内划出单独成立办事处)。

农村：一九五一年土改完成后，五、六两区各建了五个乡公所：属五区有双龙、南坪、

四公里、罗家坝、黄桷垭乡公所，属六区有郭家沱、大兴、汪山、鸡冠石、新兴乡公所。合

区后，一九五三年改乡公所为乡人民政府，一九五五年春对各乡辖区进行了调整、合并。改

建成南坪，新兴，鸡冠石、文峰、汪山、大兴等六个乡人民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全区农村建

为一个人民公社，取名。涂山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原乡人委撤销后，改为公社下属的

。管理区”。一九六一年九月，撤销了全区一社的建制，改建成六个公社。

。文革”期间，一九六六年，各街道办事处曾改用”红卫”、。红旗”、。反帝”等名称。一九

六八年，街道、公社都改成“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恢复公社和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

处名称在一九七三年作了部分恢复，到一九八一年秋地名普查时，全部恢复了历来沿用的名

称)。现在城市是：龙门浩、铜元局、南坪、海棠溪、黄桷垭、玄坛庙、弹子石、大佛段、郭家

沱等九个街道办事处。农村是：南坪、涂山、文峰、南山、鸡冠石，大兴等六个人民公社；

二、自 然 条 件

本区地势以丘陵为主体，间有部分低山地。长江略似弓形从西部流过东北部边缘。涂山

山脉(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条状山脉在本区的部分)，连绵纵贯于本区中部，形成本区

的脊肋。涂山(真武山)、黄山、袁山、文峰山等多座山峰海拔均在500米以上。最高是南山

的春天岭，海拔681．5米。山岭地带植被茂密，遍布马尾松、椐栗、杉等树木。森林面积15，000

多亩，还有疏林地和未成林12，000多亩，是本市近郊林业基地之一。山岭周围斜坡和谷地适宜

于发展花果林木，东南和西南部多丘陵台地，土质比较肥沃，水、肥源丰富，耕作条件较好。

长江，流经我区上起铜元局，下止大兴场等十一个码头，长约35公里。它是全区生产，

生活用水之源。有六个码头设有横江轮渡。不少长航客货轮船停靠于玄坛庙、龙门浩码头

一带；枯水时节，沿江岸边泥沙地可种越冬作物和早熟蔬菜，有利于生产，造福于人民。

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主要特征是冬暖夏热，无霜期长，降水丰富，分配不均，湿

度大，雾日多。除少数山岭地区外，年平均气温18．3℃，积温6790．5℃。最冷为一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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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7．9℃，(最冷日达一2℃)。最热为八月，平均气温为28．7℃，(最热日达42．2℃)。年降

雨量1200毫米左右，夏季五、六两月降水量最多，冬季最少。七、八月分经常是烈日当空，

气温高，蒸发快的干旱天气。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伏早”出现，最多年分长达50—60天，农

作物受严重影响。无霜期长达335日，年平均相对湿度为百分之七十九左右。全年雾日在90

天以上，最多年分可达200天，尤以冬季为最多。

矿藏资源可供大量开采的有石灰石，还有一些薄煤层可作小窑开采。

三、经 济一、，^ I，l

工业：解放前全区除几家较大的军工，水泥、纺织工厂外，仅有小型的机械加工修配行

业和一些手工业厂、坊。现在(一九八O年，以下同)全区工业年产值五亿五千多万元，职工

,12，000多人。其中市属企业有36个，职工总数30，100人，年产值四亿六干多万元。主要有机

械、纺织、卷烟、皮革，塑料、制药、电子仪表、畜产品加工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有良好

声誉的。地球牌”猪肠衣，。虎牌”猪鬃和羽毛制品，就是设在本区的市畜产进出口公司的

工厂所产。南岸，新华皮革厂生产的各式男女皮鞋，桐君阁药厂生产的膏、丹、丸、散中成

药，也畅销国内外。

区属工业是从手工业和街道工业发展提高的。全区有59个工厂，12，000多职工，年生产

总值8，400多万元。还有比较成型的街道工业18个厂，职工1lOO多人，年产值360多万元。区

属工业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制，有针棉织、皮鞋、机械、服装和其他日用工业。其中。庆生

牌一硫酸铝、。山城牌”橡皮花线和缝纫机针杆、压杆等产品，在全国畅销。区抛光膏厂生

产的。建设牌竹抛光膏还远销国外。

农业：农村有耕地面积41，988亩，按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只有0．57亩，人口多，耕地

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大工业城市郊区的实际情况，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

道路，现在每年农、副、工业总收入巳达2，800多万元。农业主要作物是蔬菜，全区每年可

产新鲜蔬菜5，800万斤，除供应本区外，还供应一部分给市中区。粮食作物中，水稻年产700万

斤，小麦，玉米各产400万斤，红苕可产2000万斤。每年可出槽肥猪25，000头，约可满足本

区猪肉销售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还产一部分鲜鱼、家禽、蛋等供城市人民需要。

农村社队企业近年发展迅速，全区已有社队企业460多个，生产人员8，600多人，年产值

l，600多万元。有建筑材料、磷肥、沙金，白酒、面粉加工等生产项目。

交通：解放前，沿江辖区的交通主要靠水路木船运输，农村是泥泞的乡间小路。公路只

有四川到贵州的川黔路，经海棠溪到二塘共六公里的路段在本区。另外，专为蒋介石及其党

政军高级官员到黄山、汪山避暑和去广阳坝机场，修有一条全长26公里的“海广公路”，是碎

石泥结路面的双车道。解放后，除将原有这两条路拓宽改造外，还增修了海棠溪至铜元局、

海棠溪至弹子石、弹子石至鸡冠石、龙门浩至黄桷垭、四公里至长江大桥南桥头、文峰至老厂

等七条区内公路，全长38．8公里。其中有27．7公里是柏油和混凝土路面。此外，在区内的市

属企、事业单位还修有3 l条专用公路与干线连接。现在区公路已基本上纵横成网。六个公社

都通公路，并有公共客车行驶。过去本区与市中区由于长江阻隔两岸交通往返全赖舟船，很

不方便，遇雾日停航，交通即告中断。一九八。年七月一日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给人行、货

运以极大便利。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街道、房屋也逐渐进行了改造。拓建了人口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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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西抵长江边，

343户，28，744人，

驻涂山路63号，公

安派出所驻涂山路158号。辖区内有中共南岸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区级

各局、公司和南岸皮革厂、合成纤维厂．市盲童学校、市三十九中学、九十一中学、龙门浩

小学等市、区属单位，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街道办事处以龙门浩地名取名。在此处长江边有上下两条石梁凸出水面，石梁之间有一

浩口(巴人称小港为浩)，船可出入。宋绍兴年间(公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有人刻

。蘸朗”二字于石梁上因而得名。龙门浩”，现为一个地区性的名称。这个地区背山面水，与望

龙门隔江相望，是长江南北交通要道之一，二十年代开始形成市街。三十年代英．美等国陆

续在此设立领事馆，洋行、俱乐部、别墅等，从而使这一地区逐渐热闹起来。

解放后，一九五O年成立上浩、下浩公安派出所，由区政府派干部驻所承办政府行政工

作。一九五四年成立上浩、下浩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上浩、下浩街道办事处合并成立龙

门浩街道人民委员会。一九六。年建成上新街街道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撤销公社改名上新街

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六年改成大庆街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八年改为大庆街街道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改名上新街街道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更名上新街街道办事处。一九八一年地

名普查时，复名龙门浩街道办事处。

解放前龙门浩多系荒山坡地，主要的上新街、下新街也只是一条狭长的石梯路。解放后逐

步改建了上新街、下新街、前驱路和新建了涂山路(海弹公路的一段)、龙黄公路、轮渡码

头，缆车站等。原有的坎坡小路，变成了宽阔的街道。机关、工厂、商店等高层建筑逐渐增

多，商业日趋繁荣，有各种商业门市89个，市、区属厂矿企业50多个，较大的农民集市一

个，街道工业、民政生产厂(组)29个。辖区内的南岸皮革厂，年产皮鞋达70万双，远销西

德、美国等30多个国家。

文教卫生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境内有公办中学三所、小学四所、幼儿园二所、市盲校一

所，电影院、剧场、灯光球场各一个，图书馆一所，游泳池一处，区防疫站、区妇幼保建

所、结核防治所、联合诊所等各一个。

还有清乾隆癸已年建成的。报恩塔”和巴渝十二景中的。龙门皓月竹等名胜古迹。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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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南岸 区 N舌n’an Qn 位于长江南岸，107．7平方公里，268，191人，

其中，农业人口78，920人，辖九个街道办事处，

六个人民公社。

龙 门 浩 L6ngm6nhao Ji6dao 位于龙门浩，1．47平方公里，28，744人，有

街道办事处 BansMchft 路、街、巷28条，15个居委会。驻涂山路63号。

龙 门浩 L6ngmenhao 此地江边渡口有上下石梁两列凸出水面其间形 一^

成浩口，南宋绍兴年间，有人刻“青皂朗。二字，故名。

马 鞍 山 Ma，anshan 山形似马鞍而得名。区政府驻地。 ．

涂山路 Tftshan Lft 属“海弹公路”中段，紧靠涂山脚下，故名。

街道办事处驻地。

前驱路 Qianqa La 一九三七年重庆警察局长何北衡募捐组织民工

修筑此路，取奋勇前驱之义，故名。

上新街 Shang Xinjie 一九三八年后，外地来此经商定居者渐多，形

成街道，多系新建房屋其上段取名上新街。

下浩正街 Xiahao Zhengji6 因地处龙门下浩而得名。

摊子口正街 Tanzik6u 街口曾因溪水下泻成滩，后摆摊设店，形成街

Zh6ng jle 道。

上新街一巷 Shangxinji6 l—Xihng 上新街北后侧一小巷。

上新街二巷 Shangxinjie 2一Xiang 上新街后侧一小巷。

老码头 L／iom直t6u 原为一水码头。民国初，外商“太古洋行”在此

上游另建一专用码头，为别于新码头，故名。

新码头 XinmAtOu 民国初，外商“太古洋行”在此新建专用码头，

为与老码头区别，故名。

前进村 Qianjin Con 原名道座厅。一九六八年改为前进村。

米市街 Mishl Jie 民国初，城乡米商汇集，形成米市街，故名。 一

董家桥 Dongjiaqiao 系由董姓等人集资修建，故名。

上新村 Shang Xincfin 因位于上新街附近而取名。 ·

一天门 Yitianm*n 清末，该地有石牌坊，上书。一天门”，故名。

瓦厂 垮 Wachangwan 一九OO年前该地办有瓦厂而得名。

立新村 Ltxin Cfin 解放前后为住宅分散，地名繁多的地区，一九

六八年统一取名立新村。

建业 岗 JiAnyegAng 原名三王庙，一九三七年富商石竹轩．汤百万、

王仲平在岗上修建三栋别墅时取名。

枣子湾 ZAoziwan 百年前此地枣树多而茂盛，故名。

周 家 湾 Zh6ujiawan 明末，湖广移民于此，多系周姓，故名。

下浩茶亭 Xiahaochatlng 清末叫。茶亭”，因地处f浩，一九八一年改名。 岔

觉林寺 Juellnsl 觉林寺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现庙巳毁，为居民 地
区。 囊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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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现 名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桂花新村 Guihua Xincfin 清末，该地桂花树甚多，得名桂花园。后因同

名较多，一九七二年改为现名。

莲花山 Lianhuashan 原山顶乱石嶙峋，远望如莲花，故名。

望耳楼 Wang’erlou 相传夏禹治水，其母建楼，终年遥望，盼其归
^

来，故称“望儿楼。。后谐音“望耳楼”。

鄂 中 里 色zhong Li 民国初，为“两湖会馆”驻地，后湖北人住此

．． 9 甚多，因而得名。 ．

葡 萄院 Pdt矗oyuan 该地种植葡萄，树茂果壮，故名。

彭 家 垮 P6ngjiawan 清末，有一彭姓大坟，故名。

· 7 ’



铜元局街道办事处辖区概况

街道办事处位于南岸区政府西南面约12公里处。属工厂区。辖区西北临长江，东

社毗邻，面积2．48平方公里。辖5，679户，22，440人，主要是汉族，有土家，布

依、回族等37人。有路、街，巷17条，九个居委会。办事处驻犬田坝街34号，公安派出所驻

大田坝街2号。境内有长江电工厂、重庆化学试剂厂、重庆石油采购供应站802油库、市四十

三中学等主要单位。

办事处以铜元局地名取名。铜元局系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O五年)，四川总督锡

良与川绅议定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其中一项在重庆设局铸造铜元，嗣后拨银八十万两，在此

建厂，子一九一三年正式投入生产，故取名铜元局。
‘

解放后，一九五O年成立铜元局公安派出所，由区政府派干部驻所承办政府行政工作。

一九五四年成立铜元局厂区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更为铜元局镇人民委员会。一九六三年

改为铜元局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六年改为红旗街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八年改成红旗街街道革

命委员会。一九七二年更为铜元局街道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复名铜元局街道办事处至

今。

解放后，新修的“海铜公路”以此为终点，可沿此公路通往各地。江边码头有轮渡开往

对岸重庆火车站，交通较方便。

境内设有各种服务网点，商业较为繁荣，并有公办中学一所、小学二所和厂办大学、职

工医院、影剧场、灯光球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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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铜元局 T6ngyuAnjn Jiedao 位于铜元局，2．48平方公里，22，440人，有

街道办事处 Bans／aic／att 路，街、巷17条，九个居委会，驻大田坝街34号。

铜元局 Tongyuanj《t 清光绪年间，川督锡良与川绅设厂铸造铜元，

一九一三年正式投产，故名。

大田坝街 DatMnba Jie 清末取名大田坝，民国十四年形成街道取名大

田坝上街，一九八一年与大田坝正街合并更今名。

铜元局正街 T6ngyuanjd Zhengj掩 原名苏家坝，民国初年铜元厂建成，人口增多，

形成街道，故名。

大田坝一村 Datianba 1．．—．Cfin 原名大田坝下街。现因称街不确，一九八一年

更名。

大田坝二村 Datianba 2一CO n 原名大田坝后街。因称街不确，一九八一年

更名。

新民村 Xlflmin Can 抗日时期，胡子昂在此创办。华裕农场”。一九

五二年长江电工厂在此扩建职工住宅区后取名。

桐梓坪 T6ngzipfng 相传该地桐梓树甚多，故名。

广东山 GuangdOngshan 原为广东会馆住地取名广东山。解放前国民党

兵工厂处长郑永宁住此，更名永宁村。一九七二

年复名。

旁街子 Pangjiezi 据传百年前两座民房排列形似街，人称“旁街

子升故名。

滴水岩 Dishulyan 因山岩常年滴水，故名。

康家垮 Kangjiawan 康姓住此较多，故名。

刘家花园 Lidjiahuayuan 一九三O年前，刘姓弟兄在此建宅，植花木甚

多，故名。

芭蕉垮 Bajlaowan 抗日期间，国民党兵工厂厂长陈哲生，为掩蔽

防空洞，在此遍栽芭蕉树，故名。

图强村 TaqiAng Cnn 一九三二年，美孚石油公司建库，取名“中美

村”，一九五三年更名富强村，一九七二年因重

名而改此名。

铜建村 TOngjian Can 原名建设村，因重名，一九七二年更名。

长江村 Changjiang Con 原名天台岗，一九五八年扩建住宅，因靠近长

江大队，故名。

铜元局新村 Tongyuanja Xinctan 一九五八年后，新建住宅取名。



南坪街道办事处辖区概况

南坪街道办事处位于南岸区政府西南三公里处。辖区东连海棠溪，南邻南坪公社，西接

铜元局，北抵长江黄桷渡。面积约三平方公里。有路、街、巷14条，六个居委会，3290户，

13，672人，主要是汉族，有土家、满、回、藏、僮、傣族等18人。街道办事处驻玛瑙溪84号，

公安派出所驻玛瑙溪176号。境内有重庆水泥厂、重庆第二机床厂、省成套局渝办、重庆

桥梁公司、省土石方公司二处、省挖泥船队、重庆马铁铸造厂、重庆体育器械厂、重庆红岩

木材厂、市公交公司四总站、重庆铅笔制芯厂，市八十六中学、南坪供销社等区属以上单

位。

办事处以南坪取名。南坪曾名“南城坪斗、 “马家店”、 “南坪场”。在今南坪的鼓楼

垮一带，是宋代古县城，名为“南城坪”。清末有姓马的在此开设店铺，人称“马家店升。

一九二六年后形成集市，名为“南坪场”，现称“南坪”。

解放后，一九五O年成立南坪公安派出所，由区政府派干部驻所承办政府行政工作。一

九五四年成立南坪街道办事处。一九五八年与海棠溪街道办事处合并成立海棠溪街道人民委

员会。一九六O年成立海棠溪街道人民公社。一九六三年撤销公社仍分成海棠溪街道办事处

和南坪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六年改成工农街街道办事处。一九六八年改成工农街街道革命委

员会。一九七二年更为南坪街道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复名南坪街道办事处至今。

南坪街道现有生产单位13个，生产人员341人，一九八O年产值达1 17．3万元。在境内有

职工医院二个。公办中学一所、小学二所和厂办中、小学各一所。

一九八O年七月一日重庆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南坪成为云，贵通过公路交通进入山城

的门户。目前这个地区巳陆续迁进了一些机关、工厂、商店等企事业单位，并在南坪转盘半

立体公路旁逐步形成了商业集中的街道，新建了南坪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南坪是重庆

市今后重点规划和建设的地区之一，将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境内有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黄桷晚渡升，新建的横跨大江南北雄伟壮观的重庆长江大

桥，更为山城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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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南 坪

街道办事处

玛瑙溪

南坪东路

南坪南路

南坪西路

南坪北路

南坪正街

南坪新街

汉 语 拼 音j 备

NAnplng JiedAo

BAnshlcha

MAnAoxi

NAnping Dongla

NAnping Nanla

N：inping Xila

Ntnping B*ila

NAnplng Zhengjie

NAnping Xinji*

注

管辖南坪，3平方公里，13，672人，有路、街．

巷14条，六个居委会，住玛瑙溪84号。

小溪，面对珊瑚坝。传说珊瑚对玛瑙，故名。

街道办事处驻地。

地处南坪转盘东面，故名。

地处南坪转盘南面，故名。

地处南坪转盘西面，故名。

地处南坪转盘北面，故名。

宋名“南城坪”，清称“马家店。，一九二六年

后又称。南坪场”，因逐渐形成主要街道，一九七二

年更此名。

长江大桥建成后，属市规划新区，一九八二年

新建，故名。

后 堡I HoubAo 地处黄桷渡后山堡，故名。

黄桷渡4 Huangjutjdct 古代渡121有一棵大黄桷树而得名。巴渝十二景

“黄桷晚渡一指此。

七一村}Qiyi Cctn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重庆水泥厂在此建成职工

j住宅，故名。

五一村j Wctyi Con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重庆水泥厂在此建成职工

}住宅，故名。 ．

南坪村j NAnping Cnn 靠近南坪，故名。

红工村：H6nggong Can ’i 原名高朝门，系水泥厂职工住宅区，一九七二
‘

年改现名。 ，

金 子村：Jinzi Cnn 靠近金子山而命名，属新建区。 ．

花园 村HuayuAn Can 靠近花园沟而命名，属新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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