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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羁梁下孵黼脓．生瘫能力二：T-N百锗， ‘九八0年三月建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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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11竹帘．迤用于题薷作鲞，装饰客靡、

魔交宙，侄国内外享有盛名，羁垒囝之首劁．

音房、食堂，鍪加遇全圆【琶美衙展览和

有一百五十多年鹱史，年彦十五莴尺以上。

眦ItPPTE一粱平蓝印，制作螭栅，花撵繁多．可印被面、床单、
枕巾、枕套、蚊帐、桌布、门帘、崮帘等，溧受赓大群寐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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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名，地有地名，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技术的迅猛发展，地名巴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

领域，趣来越广泛．如果地名的称呼和书写不统一，各行其事，造

写，都将给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们交往带来不便，甚至造成损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旧地名，确立新地名，使之达到标准化和

四化建设中的需要．

根据国务院和省地有关文件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

门培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发动群众，深入

科，然后按照上级要求r综合分析，整理出比较完整的地名资科，

各类成果任务·在这基础上，择要编纂出《渠平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所列地名的隶属关系和地名图，均不作为地区之间的

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底年报数．

《梁平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版标志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

乱现象业已结束，开始走上地名称谓、书写．管理统一的轨道．今后各行业，各部门使用我

县地名，一律以本录所载的为准，．不得乱写，乱称，霍I用，凡与本录不一致的地名，均应改

正过来，作劐称写统一．

本地名录包括梁平县地图。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自然村名称；重要的站。场．厂和

较大的山．河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县．区．镇．公社和重要的山脉．河流．企事业单

位，三百万方以上的水库，三百碰以上的电站，五百未以上的渡槽，跨度在三十米以上的桥

梁，重要的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的概况；名胜古迹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图片等．

四JII省梁平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九月



梁 平 县 况

梁平县位于四川东部，万县地区西南部，东接万县，西近大竹，南邻忠县，垫江，北抵

达县、开江．地理位置：东经107。24 7--108。57，北纬30。25 7—30。537．总面积为I 895平方

公里．全县雨I 3个区(镇)，64个人民公社(镇)，农村有664个生产大队，6077个生产队，

城镇有Io个街道居委会．1 71246户，774835人，汉族，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396人．

人口稠密的梁山镇、屏锦镇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3649人，人口最稀的上安丰公社平均每平方

公里居住16I．2A．县人民政府驻地梁山。

(一)历史沿革

梁平县古称高梁，后改都梁，西魏(公元535年一556年)始称梁山县，系根据境内有一

高梁山而得名．直至一九五三年，因与潼东省之梁山县重名，经国务院批准改名为梁平县至
今，县名取高梁山下多平坝之义．

“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由原始氏族社会冀入奴隶社会，巴和蜀两支氏族建立了巴．蜀

两个奴隶制国家。西为蜀．东为巴”．今梁平县地当时属巴国．战国时，秦惠文王，贪巴，

蜀之富，派兵伐蜀，灭蜀，巴后，建立郡县制，今梁平为巴郡胸腮县地(今云阳县西)．
据《梁山县志》记载： 。梁山，两汉朐；忍县地也”．(县，-蚤I-汪．,：朐腮，音春闰，虫名．

蚯蚓也，夔州地下湿多此虫，遂以为名。 )

西魏(公元535年一556年)析朐l器置梁山县，属万川郡(今万县市)．县治黄土坎．
后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属万川郡．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属信州，后为夔州(今奉节)。

唐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属南浦州，后改称万州(今万县市)。

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置梁山军，属夔州路。熙宁五年(公元1 072年)又析忠州桂

溪地益军。哲宗元裙元年(公元1 006年)，还袁万州．太祖乾德三年，徙军治今梁山镇．

元初属梁山军。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升军为州，县仍属。

明洪武六年(公元1 373年)裁州置县，仍名梁山，属夔州府。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 734年)改隶忠划．

辛亥革命后，公元一九一二年改为中华民国，次年废除府州，恢复县制，梁山属东川道

(道治设巴县，今重庆市)。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午)，梁山县属四川省第十行政督察

区，专员公署设在大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农历十月十八日)梁山人民获得解放，成立梁山县人民政府，



属大竹专区领导，下设中城．皤龙．城北．袁驿，屏锦5个区，35个乡．一九五。年五月翊

分为I o个区，按序数命名；年底将石桥铺街上属梁山管辖的一个半保划给大竹县．

一九五一年春，废除保甲制，建立村政权．区乡行政体制作了调整，中城镇从第一区划

出成立城关区，增划了上安丰等四个乡。

一九五二年，从第六区划出虎城，陈家乡．第八区划出上安丰乡，成立第十一区；乡由

39个增划为46个。

一九五三年经政务院批准，改名为梁平县．同年三月，大竹专区撤销，将梁平县划归万

县专区领导。一九五四年划为63个乡。同年，乡体制进一步划小，变为I 35个小乡。通过第

一次普选，成立县．乡人民委员会． ．

一九五四年撤销第十一区，将所属乡还归原隶属的第六．八区。一九五五年合区并乡．

将11个区合并为仁贤、屏锦、袁驿、新盛，福禄、柏家6个区，将I 35个乡合并为42个乡(包

括城关镇和大河、天竺两个直属乡)。

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当时．仁贤区是以区建社，次年改为以乡建社，全县共建

室毒j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公社以下的村改为区队，后改为大队．一九五九年增划穸

城区。

一九六一午行政区划调整，分为中城，仁贤，礼让、云龙，屏锦、袁驿，虎城，新盛、

合兴、福禄，柏家l 1个区，次年将一部分大公社划小，全县共划分65个公社。一九六五年为

加强竹木管理，将袁驿区的七星公社，屏锦区的天生公社、礼让区的下安丰公社、新盛区的

上安丰公社、虎城区的龙胜公社划出组建竹山区。文
d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各地普遍用激进的革命词藻更改地名，I：个区除屏锦、 竹

山．。中城以外，其余九个区都改了名：仁贤改为永胜，礼让改为向前，云龙改为红星，袁驿

改为战旗，虎城改为红岩，新盛改为新胜，合兴改为五星，福禄改为东升，柏家改为红卫．

5个公社有54个公社相继作了夏改。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成立梁平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除永胜、向前，新胜3个区和永胜、光明．向前、新胜4个公社没有变动外．

其余的区、公社都恢复了原名．同年，又将城关镇由公社级镇升为区级镇。一九八O年各区

革命委员会分别改为区公所．

一九八一年四月，通过选举成立梁平县人民政府，各公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同年，地

名普查中，永胜，向前、新胜3个区和所在公社报经地区批准，还名为仁贤、礼让、新盛区

和仁贤、礼让，新盛公社；燎原公社因无地名意义，改为城西公社；壁山公社因字误恢复为

碧山公社；因专区内镇、公社同名，将城关镇改为梁山镇，红岩公社改为天台公社，陈家公

社改为波璇公社，民主公社改为响滩公社，九龙公社改为福山公社，三合公社改为曲水公

社，和平公社改为紫龙公社，大兴公社改为千福公社，双河公社改为龙江公社．664个大队

卒因重名，同音．用字不当和需要恢复原名的有347个大队，经当地讨论，报县平衡，有28S

个大队改了名称． ．

现辖梁山，中城，仁贤．礼让，云龙，屏锦．袁驿、虎城，竹山，新盛，合兴．福禄．

柏家I 3个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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