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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地区概况

宜宾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北纬27。407—29。28 7，东经103436 7一106。22’．东接江津

地区，南邻云．贵二省．西连乐山地区，北接自贡市．内江地区．面积约2．7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9．334542人(1981年)，其中农业人口8．209．941人。多数为汉族，并有苗、彝．回，

满，壮．白．蒙古，仡佬等27个少数民族．现辖宜宾市．泸州市．宜宾，屏山’．高县．珙县，

筠连．长宁，南溪．江安．兴文．叙永，古蔺，泸县．纳溪．合江．富顺等17个市、县．11

个街道办事处，43个镇，1 12个区，780个公社．地区行署驻宜宾市．

一，历史沿革

宜宾的历史悠久．1952年区内发现的“马门溪龙”、 “三圣庙鱼”． “蕨草化石。．以

及一些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说明了在宜宾地域上远在6500万年之前，就适合于动，植物的

繁衍生长；距今4000--10000年，就有人类生存和活动．

据《禹贡》载，传说我国古代分宇内为九州，(指自然区划，非行政区划)，宜宾地域

属梁州．

古代，部份境地，为焚人居住地。《汉书》。焚道”条应劭注为：。古焚侯国也。(古

史家称部落日。国”，称酋长日。侯”，故“焚侯国”似指焚人部落而言)。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此地分属巴、蜀两郡。西汉武帝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分巴割零连同新开的夜郎境地置犍为郡，今地即全部划入犍为郡

境内。犍为郡初治氅(今遵义市西)．元光五年(公元前l 30年)移治南广(在今珙县西南或

高县、筠连境)。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移治焚道。西汉时．犍为郡先后置县十二，

在今四川境内者有八县：焚道县(沿袭为今之宜宾县．宜宾市及其四近)，江阳县(含今泸

州市．泸县．富顺县，江安县长宁县部份地)，武阳县(今彭山县地)，南安县(今乐山县

地)，资中县(今资阳．资中，内江等县地)．符县(今合江县一带)，牛转县(今简阳

县)，南广县(今珙县、高县、筠连，兴文及云南盐津，威信．镇雄境)。郡境括有相当今简

阳，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贵州绥阳以西，岷江，大渡河．金沙江三水下游以东，贵州水

城．云南会泽．金沙江以北地区。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部

(系监察区，东汉时始渐改为行政区)，犍为郡属益州刺史部。郡治于东汉时曾迁武阳。东

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07年)益州牧刘璋分犍为郡置江阳郡，后又废入犍为郡．三国蜀汉章

武元年(公元221年)复置。蜀汉时，江阳郡领县三：江阳县(郡治，今泸州市)符节县

(今合江)，汉安县(今内江县)．犍为郡则辖武阳．夔遭．南安．资中．牛辑等五县。而

}If；}臣昌乒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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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则于这时分入朱提郡(郡治今昭通)蜀汉延熙中又分出南广县置南广郡，不

久，又省入朱提郡。

西晋时，益州犍为郡辖县仍旧。江阳郡则于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新置新乐县

(约今之江安及南溪，长宁部份地，西魏时废)。

成汉时，四川政区，处于“荒实难分”情况，有焚道县仍存及空废两说。李势嘉陵元年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8年)，从贵州大批引僚入蜀，川南首当其冲，江阳郡被迫迁

武阳，郡内建置荒废(在今内江之汉安县设于夷僚)。江阳郡被迫迁武阳。东晋穆帝永和三

年，灭成汉．是年乃在今纳溪大渡口复置汉安县，此汉安县于隋开皇十八年改名江安，故为

江安县前身。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I3年)，于此置东江阳郡，辖汉安及绵水县(晋孝武

帝时置，公元373—396年)．

南．北朝时期经刘宋，肖齐．肖梁，西魏、北周五个朝代，历时161年的统治，仍承袭

前制州．郡、县三级。宋．齐两朝，今地区仍分属于益州犍为郡、益州东江阳郡和宁州南广

郡。犍为郡治刘宋时仍在武阳，肖齐时迁回焚道，犍为郡仍辖武阳(郡治)，焚道、牛稗、

南安，资中．冶官(今仁寿)六县。东江阳郡辖汉安(郡治，今江安)，绵水(约在今长宁

下长飞泉乡境)二县，并拥有今古蔺、叙永等地，另设安乐县(今合江先市)后省。今之

高、珙．筠，兴及宜宾县之一部则属于宁州南广郡。公元544年(梁大同十年)先铁平定了

川南一带夷僚，于焚道置戎州，梁大同年间又于江阳郡置泸州，今之地区则分属于以上两

州。两州下各设一郡，戎州下辖六同郡(取六合所同之意)，领县二：焚道县(州，县治

所)．南广县治今宜宾市李庄镇，也为六同郡治所。泸州下辖东江阳郡，领县三：泸川县(州、

郡治所，今泸州市中区)．汉安县(今江安)，绵水(今江安县城对而中坝上)。另设有安

乐戍(治今合江城关镇)。北周时，戎州领二郡，沈犀郡(辖今乐山．犍为等地)；六同郡

(有治今李庄之说)辖外江(焚道县改名，为戎州治所)、南广(治所设李庄)二县，泸州亦

设郡二：洛原郡，辖富世(郡治今富顺)隆昌一带；东江阳郡辖泸川，汉安(今江安)，绵

水，合江(安乐戍改名)四县和公井镇(今自贡贡井区l。

隋唐五代时期，建制基本为州．县二级。但唐代在州之上又增设了“道”(遭为监察区)．

今四JiI计分为剑南，山南、江南三道，至五代乃废。隋初废郡，只以州领县。隋炀帝大业三

年(公元607年)改戎州仍名犍为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犍为郡复名戎州．州

治迁南溪县，治今李庄。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设戎州都督府，州治迁回焚道．唐

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8年)改戎州名南溪郡。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南溪郡名戎

州。唐穆宗长庆年间，州治曾再迁南溪，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仍迁回焚道县，次年，

因马沏江水涨，城圮，州．县治同时迁旧州坝。隋时，戎州辖焚道(州治)、犍为、南溪．

开边(今云南滩头)、郁马I；(今宜宾县蕨溪一带)、咨官(今荣县)、六县和贡井镇。泸州(炀

帝时曾改还称泸川郡)则下辖泸川(州治)．泸县(大业元年改江阳县名泸县)、富世(今富

顺)，江安，合江．绵水(今长宁县下长、飞泉乡境)，并拥有荣昌．隆昌及今纳溪以南之

地．至子今之高县，筠连，珙县，兴文．长宁一带则仍为夷僚侵据，政令多所不通。唐时今

地区各县．市均分属于剑南遭西川，东川的戎，泸二州都督府和两州都督府所属各羁糜诸

2



州．戎州(南溪郡)都督府的范围，南部抵达今云南之蒙自，个旧．红河，西达昆明．马

边．美姑一线，东北则扩展不大。属县除焚遭、南溪，义宾(郁郛县改)．开边(隋代，在

今云南滩头置开边县，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因“僚乱”废，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复

置在今宜宾县安边一带)，归顺(约今宜宾县隆兴乡)外，另羁糜州16，其境地在云，贵大

部和我区今之屏山县。属于剑南道东川的泸州(泸川郡)都督府，下辖泸川(州．郡、治)、

富义(富世县改名，今富顺)、江安，合江．绵水，泾南六县和十个羁糜州、其羁糜州境地

在今古蔺、叙永、纳溪、兴文，长宁，珙县，高县、筠连境。五代时，今四川历经前蜀，后

蜀割据统治六十二年今地区之全部仍分属戎、泸二州，仍因唐制，无所更改。

宋朝建制，改唐之道，州．县三级为路、府(州，监，军)，县三级。北宋时属梓州路

(治揶县，今三台)之戎州、泸州和富顺监。南宋时，改梓州路名潼川府路治泸州。今宜宾

地区分属潼JII府路所领之叙州(北宋徽宗政和四年改戎州名叙州)、沪州．长宁军．富顺

监、戎州领四县及一些羁糜州。县有宜宾县(州治、政和四年，改焚道县名宜宾县)，南

溪．宣化(今宜宾县蕨溪，徽宗宣和元年由宜宾镇改置)，庆符县(北宋祥州改置，今高县

符江镇一带)，及屏山等地的羁糜州。泸州领三县、二监(相当于县)及一些羁糜州。县有

泸州(州治)．江安(省绵水县入)．合江。监有清井(今长宁)．南井(今江安南井乡)．

另外还领有纳溪寨(今纳溪)等。相当于州的富顺监辖富、隆一带。相当于州的长宁军辖今

长宁，兴文，珙县及高县、筠连部份地。至于古蔺，叙永等地，则分别隶于各羁糜州。

元代，名今四川省为四川行中书省，下辖路，州(府，监，军)、县(州)。今地区境

址在四川行中书省下分属于叙州路(治今宜宾市)．马湖路(治今屏山)、永宁路(治今叙

永)和泸州(属重庆路)，因叙州路和马湖路少数民族众多，故在省下又设叙南等处蛮夷

宣抚司辖此两路。元初，马湖路下领：富顺州(今富顺)，长宁军(今长宁县南)，戎州

(今兴文)．高州(今高县)．新得州，小宁州、上罗计长官司．下罗计长官司(皆在今珙

县)、梅洞．清平、石笱诸寨(皆在今长宁县境)，还遥领雅州(今雅安市)．黎州(今汉

源县清溪镇)。大德七年(公元I303年)前后，四川局势稳定，在今地区境内各路的辖地有

所更改．马湖路辖六个长官司，即雷波司(今雷波)．沐川司(今沐川)、泥溪司(今屏山

县城)，夷都司(今屏山中都)、蛮夷司(今屏山新市镇)、平夷司(今屏山新安)．又领

军一，即长宁军；州一，即戎州。叙州路领县四，即宜宾，庆符(今高县符江)，南溪、宣

化(今宜宾县蕨溪)；州二，即富顺州，高州。至于上罗计长官司和下罗计长官司，四十

六蛮夷千户所(庆符县南)等。诸蛮部”则改由叙J轲等处蛮夷宣抚司直接统辖。永宁路除辖

罗氏蛮夷千户所(今古宋)并拥有今叙永，古蔺县境外，又领筠连州(今筠连)．泸州领县

三，即江安．纳溪，合江。

明代行省、府(州)、县三级制。将元代的四川行中书省改名为四川承宣布政使司，今

地区在其辖领下的叙州府、马湖府，泸州(相当于府．直隶于省)和永宁宣抚司境内．叙州

府辖高州(县级州，今高县)．珙县．筠连、宜宾县(府治)．南溪．庆符．富顺．长宁，

兴文，隆昌等一州九县．泸州领纳溪、江安．合江等三县．马湖府辖曼彝．平彝．沐川．泥

溪四长官司．永宁宣抚司辖今叙永．古蔺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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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改明代的四川承宣布政使为四川省，行省、府(含直隶州．厅)．县(含府辖州，

厅)三级，今地区属叙州府，叙永厅(直隶于省)，泸州(直隶于省)．叙州府(府治今之

宜宾市)辖雷波，马边二厅及宜宾县．南溪．庆符、富顺，隆昌、长宁．兴文、高县，筠

连，珙县．屏山等十一县．泸州(州治所)辖县三、即纳溪．合江．江安．叙永厅(厅治，

今叙永)、辖永宁县，拥有今古蔺县地。
‘

民国初，废府，州，厅，置省．道、县三级。今地区属于永宁道．辖泸县(道治)．隆

昌．合江，纳溪、富顺，古蔺，古宋、叙永．宜宾、南溪，屏山．长宁，庆符、江安、兴文．

珙县．高县．筠连．马边、雷波．内江，资中、资阳．仁寿．井研二十五县．民国二十四年

叉废道设行政督察区．今地区属于第六．第七两区。六区辖宜宾县(督察区治所)．南溪、

肤符．江安，兴文，珙县、高县．筠连，长宁九县。七区辖泸县(督察区治所)，隆昌．富

顺．合江．纳溪、古宋，叙永、古蔺八县．

解放后，川南地区设立了川南行署区，驻泸州市(1950年置)，今地区分别属于川南行

署区泸州专区和宜宾专区。泸州专区(治泸州市)下辖泸县、富顺．隆昌．合江，纳溪．叙

永，古蔺、古宋(1959年并入叙永)八县。1951年泸州专区治地迁隆昌，更名为隆昌专区．

1952年秋又迁回泸州复原名。宜宾专区辖宜宾市(1951年置，专区治所)、宜宾县．庆符

(1959年并入高县)．高县、筠连、珙县，长宁，兴文．南溪、江安，屏山(1956年由乐山

专区划入)十一县市。1959年两专区合并为宜宾专区。1978年划隆昌县归内江专区。

纵观历史，无论两汉时的犍为郡或隋，唐时的戎州，其疆域都大于今日的宜宾地区．近

控川南，远及云、贵，直至蒙自、红河等地。

秦时，常颏略通五尺道；汉武鼎盛时期遣唐蒙发巴，蜀卒，凿石开道二千余里通夜郎，

经营滇黔；唐时韦皋遣崔造时由石门遭趋南诏，继又遣崔尧臣领兵出石门南路攻吐蕃，均以

州．郡首府焚道(今宜宾)为出发点或战略基地，由此可知，历史上的宜宾．确属路通滇、黔

孔道，势扼云贵咽喉，屡为用武之地，称之谓统辖西南半壁，不为过当。

至于近代，宜宾地域又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宜宾地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

命传统。

南宋末。1243年蒙古军南下，攻州陷县，泸州神臂岩(又名老泸州，位于今合江焦滩公

社大江边。遗址犹存)之役，军民奋起，抗击蒙军，血战多次。英勇事跻，可歌可泣，致使

老泸州城巍然屹立，保住了川南一隅较长时间免遭铁骑蹂躏。

1862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自黔入境转战川南，下叙永，克长宁，抵筠连．据横

扛，与川督骆秉章所部周旋激战有旬，为保存革命力量，才转云南，渡金沙江北上，义军所

到之处。群众纷纷响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此前或与之同时，昭通思安牛皮寨的

兰大顺、李永和以。反暴政”， 。反贪污”． 。打富济贫”为号召，高举农民起义大旗，首

克筠连．高县，再围宜宾，继入富顺，转战川西南一带，延及六十九县。破城近半，在高潮

时，拥众达60万人，并以富顺为基地，据牛佛镇称王，定国号为“顺天’，远近群众纷纷来

归。

辛亥革命前的川南，是四川同盟会的重要基地．宜，泸更系重要据点．在泸州的余英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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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党人熊克武．谢伟颛的策动之下，川南反清义士，纷纷加入革命行列，曾多次酝酿．井

进行江安、泸州．宜宾起义。保路运动兴起，宜宾群众纷起响应，各县“同志军”蜂起云涌，

发生大小战斗多次，给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1911年高县蕉村农民罗显清，领导农民五千多人起义，震撼了川南一带。

袁氏称帝，蔡锷护国，军分两路，直逼宜宾，泸州，在纳溪棉花坡一带与袁军激战月

余，取得了重大胜利，是为有名的“护国之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时在蔡

都任职，以后曾驻防泸州一带。德政卓著，四乡风化肃然．远近称誉．当地群众为歌颂朱德

功绩，立有。除暴安良”．。救民水火”功德碑。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恽代英，肖楚女同志，受党的派遣，在泸州川南师范校以任教为

掩护，传播革命火种。刘伯承同志在泸州现库房街小学，创办军事、政治学校，为党培养了

一批革命骨干。宜宾的早期共产党人郑佑之、赵一曼建立地下组织，宣传马．列，发展革命

力量．1922年前后，宜宾县的白花，观音．大塔．漆树等地．在共产党员李家勋等的有力领

导下，发动农民进行了抗捐，抗粮．抗丁斗争，全川为之震动．1928年南溪县农民协会举行

过轰动远近的南溪暴动，参加者五千多人，历时两月，使反动派手足无措．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转战于古蔺，进行了有名的“四渡赤水”战

役，在古蔺境内，穿插作战两个多月，并准备挥师北上，拟在我区宜宾、泸州之间．横渡长

讧．红军侧翼和一些前卫部队先后曾抵达兴文、长宁，江安．筠连等县．旋因形势变化。红

军才回师深入滇黔．渡过金沙江，迂迥到达陕北，红军所到之处，播下了无数革命火种，壮

大了川南的革命力量．

自 然 条 件

地形：本区位于四川盆地南部，地处云，贵．康．滇的过渡地带．兼有盆地丘陵和低中

山的地貌类型。整个地势大致是由南向北倾斜的马鞍形。区内最高点为西部屏山境内的老君

山．海拔2008．7米．最低为合江望龙公社河床，海拔220米。全区地貌，大致有五种类型；

(1)东北部浅丘宽峪。位于长江以北，内宜公路的东南，是川东平行褶皱地带的延伸．其

间有十多个东北西南向褶皱背斜。被剥蚀后，呈长岗状，局部是锯齿状，海拔在220公尺至

600米之间。长岗山和方山多为林地，丘峪多为农地，且水田多，旱地少，是我区主要粮食产

区。面积占全区26．1％。(2)南部低中山．主要是高县，长宁，江安．叙永中部以南的大

片土地，属四川I盆地南缘，有乌蒙山余脉(芙蓉山、顶古山、四里坡．仙峰山，罗汗林等)，

和大娄山支脉斧头山、雪山关、马耳山、轿子山等，一般海拔800公尺左右，最高古蔺老鹰山

1802米。这类地形的面积约占全区的3I．8％，特别是其中的低山区和许多山间槽盆、坝子，

亦是主要粮食产区。(3、中部丘陵山地。位于长江以南，南部低中山以北的地带．为上述北部

平行褶皱背斜和南部长宁．双河，古蔺．麻城两个高大背斜的大向斜地带，其中，丘陵海拔

350米左右，西部山地海拔500—1000米，东部山地800米以上，丘陵地以粮食生产为主，山地

以林业为主，整个地形占全区面积的28．7070．(4)西部低中山。位于金沙江以北，岷江以
西，其间．有几个东北西南向的复背斜，被金沙江切割很深，河谷海拔300多米，最高老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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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7米，此区域内林地多，耕地少，早地多，水田少，占全区面积的6．1％。(5)西北部

中深丘．位于岷江以东内宜公路以西的宜宾县境，海拔350一400米，土地以粮食生产为主，

占全区面积的7．3qo。 ’

主要河流：本区水系发达，除长江(含金沙江段)岷江．沱江．赤水河等主干河外，流

域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中等河流共15条，小溪1451条(其中常年河550条)。

长江，在宜宾以上称金沙江，由屏山县冒水公社入境，向东横贯本区，流经屏山．宜宾

县、宜宾市、高县．南溪．长宁，江安、纳溪．泸州市、泸县，合江等十一个县．市，于合

江县化育公社出境，蜿蜒380多公里，为本区主干河，是水运主要河流．轮船可上溯屏山新

市镇。其主要支流(中等河)在江南的有：南广河、长宁河、永宁河、赤水河．习水河．横

江河，塘河(合江段)等，均发源于云．贵及我区南部，流域面积17876平方公里，在江北

的有：岷江．沱江、黄沙河、西宁河等，流域面积7870平方公里。它们分别由南．北两侧注

入长江，形成不对称的向心状水系。

岷江．在本区属下游段，自宜宾月波场西北干龙子入境，向东南斜穿宜宾县于宜宾市入

长江(其支流越溪河在宜宾县高场附近与之汇合)境内流长80公里，400顿船可上溯乐山．

沱江在本区属下游段，从富顺牛佛区北面入境，向南流经富顺。泸县．于泸州入长江．

境内流长166．4公里．可通航50吨以下船支．支流有釜溪河、大城河，濑溪河等。

南广河发源于滇北高原，从兴文南入境，经珙县至高县南广镇入长江，全长150公里，只

有少数河段可通小船其支流有镇溪河、巡司河，筠连河等。

长宁河(又名清江)发源于珙县底硐，流经珙县。长宁于江安入长江．流程1 30公里，

8吨以下船支可上溯至珙县硐底，支流有清水，梅硐河．硐底河等。

永宁河发源于叙永南部山区，向北流经叙永，于纳溪注入长江，全长111公里30吨以下

船支可通到叙永天池，主要支流有古宋河等。

赤水河发源于我区古茼之霜山关，流入云南，再折回古蔺之赤水公社入境，环绕古蔺县

南．北，东三而，至太平渡出境，再穿越黔北入合江，于合江镇汇入长江，境内流长297公

里．太平渡以上木船或小机动船可通航18：公里，太平渡以下合江段机动船可畅行．

气候：我区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并有南亚热带气候属性，特点是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适度．四季明显．雨热同季．春季回暖早．夏季温湿度高．

秋季多绵雨．冬季霜雪少。年平均气温18℃，一月平均气温7．4℃，最低气温一4℃．七月

平均气温27℃，最高气温40℃，≥10℃活动积温平均为5671．3℃，无霜期平均为335天，南

北气温相差不大，但因地形影响，山地与河坝农事季节相差半月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124．7

毫米，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有时因春旱气温回升快，耗水量

大，加之进入盛夏高温．常遇连晴少雨，产生春，伏旱，干旱是本区主要灾害性天气。此

外部份地区还偶有大雨，暴雨。冰雹，山区还有寒潮。低温．绵雨．洪涝等灾害性天气出

现．

自然资源：区内土壤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土壤中大部份为原色或轻度变质母质发育而

成的幼年土，其中紫色土占全区的79．3％．由于母质的化学风化度不深，矿质胶体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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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矿质养分含量较丰富，先天肥力高，有利于农业的全面发展．

全区有林地约300万亩左右．其中用材林190．97／亩．蓄积量1200万立米，森林复盖面

13．37叻，区内有较大的古蔺笋子山林区和合江福宝林区，笋子山有林地面积32万亩，木材蓄

积量114万立米以上，是中亚热带同纬度上少有的完整林地。全区现有成片楠竹林17万亩，多

集中在江安．长宁一带的林区，产量居全省首位。

我区河流坡降大，水力资源丰富，区内河流(段)的电力理论蕴藏量为14782万融开发

容量为5152万珏。

矿产资源也极为富厚，有天然气、煤．硫铁矿．铜，铅．锌，瓷泥矿，还有数量巨大的

高钙石灰岩，白云质灰岩、方饵石、水晶、盐岩，有磷矿、甲矿、泥炭等．尤以前三者储量大，

天然气驰名全国，为全省主产区，多分布在合江．泸县，纳溪．江安，长宁．叙永一带．煤

的储量亦极富厚，具有很大开采价值，能建年产数百万吨煤的大煤田就有二，三处，多分布

在筠连，珙县，古蔺，叙永等地．硫铁矿蕴藏量在国内也居于前列，主要分布在叙永，兴

文．江安等地．

． 一农 业

全区现有耕地面积8 70万亩(习惯亩，下同)其中，田544万亩，占62．5％，土326万亩，

占37．5％，素有川南粮仓之称，主产水稻．玉米，小麦、红苕、高粮及各种豆类。其中，水

稻产量占粮食总产的59．e呖(1980年)，多产于长江以北和沿江南岸各县，少数几个山区县

则产杂粮(主要为玉米，红苕)为主，或稻杂兼作。

饵放前，我区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农村土地十分之八九集中在地，富手中．广大贫下

中农在高租重利盘剥下扎挣，呻吟．加上天灾、人祸．农村已处于破产的境地j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经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党和政府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农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单以水．电建设而论，至1980年止，全区已拥有各类水利工程85562处(其中水库1214座，

含中型水库四座)引水堰17327条，塘61703口，石河堰2748道，固定电灌站13 19处．安

机1622台，发电量6．95万跹，水轮泵站203处，装机236台，机井31眼，其他工程971处。各

类工程总提蓄水量15．4亿立方米，有效水量12亿立米，有效灌面为366．8 l万亩，占总耕地

42％(保灌面积266．91万亩占总耕地30．6％)比解放前夕灌面35万亩，增加十倍多，全区共

建农村电站828个，装机938台，容量4．96万豇，比解放前夕的38豇增长130倍。其他如化

肥，农药，种子，农机、农田基本建设等则是由解放前的零点开始，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从

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5．75亿斤增长到1980年的57．94亿斤，增长

1．25倍。生猪由96．2万头，增长到405．8万头，达3．2倍。渔业也有较大发展。其他如油料．

糖，茶、麻、烟、果等，增长多在Io倍乃至100倍以上．

全区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花生，烤菸、土菸、甘蔗，麻类，席草，油桐、棒子、生

漆、樟油．中药材、油茶、茶叶．柑桔、荔枝．夏橙，桂元等，我区是全省茶叶，花生主产

区之一、茶叶产量居全省第一，花生第三，两者多产于宜宾县，高县，筠连、珙县．柑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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