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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位于川西边缘，青衣江上游。建县于民国干七年(会；,L1928年)。是个“草木生

之，禽兽居之，玉宝供全，宝藏兴焉”的好地方，故名宝兴。

因为宝兴县城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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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二兴县锅巴岩大理石

矿，叉名“蜀白玉”，矿石

质量好，色泽洁白、润亮。

加工的成品远近闻名。

右图为石雕观音。

下图为加工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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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县中药材极其丰

富，圉勾县医药局中药材牧

构站王在精选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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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汪时，路过宝兴

．
留下的石刻标语。

乐 在 其 中



随 魅

／

出土置物 战西兵品虎争纹胡戈(左上)、忍代峦柄铜剑(右上)．

东汪画像砖：被牧同(中j行猎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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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关大桥：建于1980年9月，长80米，E8．5米，横跨于是关；可，连接三个乡(灵关、



位于硗碛藏族，的喇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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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在地，县各级领导部

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成果，编纂成《宝兴县地名录>，以满足广

大使用单位的需要．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随着史历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我县的地名，由于经过民族历史的变迁更替，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一地多名．重名

的；有用字不当，含义不好的；有名字生僻难写难记的．这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为此，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

始，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止，以七个月的时间，对全县6 7 7条地名进行了普查(以

l t 5万地形图为基础)．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纠正了错字，错音，一地多名，名不符实，重名的地名1 5 0

条；删去已不复存在的地名l 2条；新增加的地名7 5条，并对一个在地区内霞名的公

社和3 0个用序数命名或重名的大队作了重新更名．经过普查后，我县现有地名6 6 5

条，实现了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本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重要

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等地名6 6 5条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备

注栏中，对现有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文

字概况材料2 0篇，绘制成l·2 0万的县地形图，并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

名和部分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为了更进一步反映我县历史．文化．地理特征，还选

用了部分照片插图． ．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工农业生产数据来源于县计委一九七九年统计年报，人口及其

它为各有关专业部门提供，时间均以一九八。年底为准．

本地名录所列地名的隶属关系，均不作我县与邻县和县内各行政单位之间的划界依

据，对于跨越两个行政单位以上的同一个自然地理名称(山，沟名称等)，本地名录只■■■，l+‘‘■}



填一个行政单位以作为示意．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持地名的稳定

性，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宝兴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1’‘ 争

弘

宝兴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年七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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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县概况

宝兴县位于东经102。297--103’027，北纬30。097--30。567，总面积3117平方公里．

地处四川盆地西沿，北与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小金接境，西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
●

为邻，东连芦山，南界天全．一九八O年底人口48．037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1％，

汉族占91．3呖，藏族占8．7％．共辖14个公社(其中1个藏族人民公社)，54个大队，

327个生产队．县城距成都230公里．县城海拔高度l，011公尺．

‘ ，

一，历 史 沿 革
●

《华阳国志》记载，蜀王杜宇以。熊耳灵关为后户’， 。以汶山的畜牧。．从‘史

记》中看到，在秦统一前到西汉时，为治理青衣江上游地区，公元前222年建立严道．汉
，y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增设徙和青衣二县，宝兴应属青衣管辖．从现有收集．

发掘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巴蜀铜兵器以及大量汉代文物看，可以印证这里早在二千多

年前就已开发了．

．’” 唐武德初，建灵关县．为我县设置县级行政机构之始．武德六年废去，以地处唐王

朝与吐蕃斗争的前线．改设为雅州都督府所辖兵镇．宋代为砦．明设巡检司．因自唐宋

以来此地即临汉、蕃分界．所以在明朝正统年问(公元1436--1449年)，曾一度改称灵

关．<明史》和《雅安府志》著录，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在灵关以北置董卜韩胡宣

慰使司．清代因之，称四川穆坪聋卜韩胡宣慰使司或简称穆坪土司．民国十七年(公元

1928年)改革土官制度，设。建县筹备处。，建宝兴县．取<中庸>篇。宝藏兴焉。之

义．1952年始将天全县属的灵关区划入．

二， 自 然 条 件

全境西北高，东南低，地势高差大，植被复盖率高，垂直变化显著．属龙门山地震

带，地震烈度为七度区．青衣江发源于县北略呈南北向，纵贯全县．灵关河谷较开阔平

坦，海拔750米，夏季南来的暖温气流可以溯谷而上，雨量。气温均有由南向北递减之

i 0



势．大体以马路山为界南面温暖潮湿，北面干燥温凉．城关年平均降水量985．5毫米．夏

季多爆雨山洪．全年日照特少，年平均温度14．1。C．一月为4．5。C，七月为22．6。C．河

谷地区夏无酷暑．耕地大都分布在河谷的两侧和腰山上，多数土地可一年两熟．粮食作

物以玉米．洋芋．小麦为主，水稻为次．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莱，茶叶和药材．

全县有森林面积6'7，857公顷．经济林中生漆．苹果品质较好．由于第四纪冰期对这

里的影响不像其他地区那样剧烈，因而保存了部分比较古老的生物群类．加之生态环境

优越．因此，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除有被誉为。国宝。的大熊猫外，还有金丝

猴，扭角羚．小熊猫．云豹．鹿，雉类髭塘等珍稀动物．鸟类品种多达209种，约占全省

三分之一以上．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国务院已于一九七九年设置了保护区．大宗药材有

当归，羌活，牛夕．大黄．黄芪．木香；名贵药材有贝母．天麻，鹿茸，麝香．我县地

质构造复杂，具有很好的成矿条件，外生和内生矿种很多．现在开采的有汉白玉及各色

大理石．铜，铅，锌等有很好的找矿远景．

三．经 济 概 况

一九五O年五月十四日宝兴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

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九七九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l，029．61万元，人平214．33元．

农业：我县共有耕地78，602亩．其中田5，151．4亩．此外还有广阔宜于林．牧的山

地，加上多样的气候条件．因此，多种经营，前途宏大．解放前这里主要种植鸦片，生

产方法原始粗放．刀耕火种屡见不鲜，加以自然灾害频繁．因此生产非常落后．解放以
' ‘

来大力治山治水，保护和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改革陈规陋习，实行科学种田．因此．

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作物以玉米为主，次为小麦．水稻．洋芋．畜牧主要是养猪．经

济作物主要有当归．茶叶．油菜等．一九七九年全县农业总产值841万元(其中。农业

497万元，林业19万元，牧业132万元，副业193万元’．一九七九年粮食征超购和增加收

购共499万斤．每个劳动日值0．69元．社员人平分粮751斤．人平分配收入127元．硗碛

藏族人民公社人平分配收入202．7元．社队企业一九七九年总产值9l万元．

工业：我县解放前无工业生产．目前县，社都兴办了工业企业．县属的有水电厂．

水泥厂，农机厂．大理石矿，伐木场等．一九七九年县办工业总产值为109．49万元．集

体的主要有茶场和水电站．由于我县水力资源丰富．为农村发展小水电提供了十分有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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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目前社队已建电站39座．总装机容量l，439千瓦．一九八O年发电250．34万度．

实现了社社照明和粮食加工用电．

交通：宝兴于一九三四年初通驮道．在这以前，县城到灵关仅几公里的狭谷区就要

经过六道偏桥(即栈遭)．往北出县要翻越雪山，联系对河两岸靠索桥．淄壳子，弓弓

桥．独木桥．一九五九年修通了宝兴至芦山的公路．此后又继续修筑到各公社和林区．

矿区的公路．总长达113公里．并于灵关．城关．五龙等地修建了双肩拱石桥和钢架桥．

县．社共有汽车86辆，建立了县办汽车队．实现了社社通汽车．

四，文 教 卫 生

解放前全县只有灵关．城关两所完全小学．全县学生647人，教师24人．解放后已办

小学90所．在校学生9，038人；中学14所，在校学生2，621人．工农业余教育也正在开

展．

文化事业：解放前全县无文化设施．现在有县文化馆，县新华书店，县电影发行放

映公司．县广播局已建电视差转台五座，并协助社队架设广播线路907公里．形成了较完

整的有线广播网．有三个公社办起了文化站．杜社都有电影放映队．体育事业也有一定

的发展．办起了一所业余体校，兴建了活动场地．各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能较经常地开

展．

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只有四家私人中药铺和一家逢场才摆的私人西药滩．县办卫

生院仅一个医生，无一张病床．现在有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和县，社医院23所，共

有病床210张，中西医务人员269人．农村还兴办了合作医疗站．一个初具规模的城乡卫

生医疗网已基本形成．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九七九年出生率已下降到

千分之十三，人口净增率下降到千分之七点五．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在此征

服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山北实现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四方面军南下时，在宝兴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历时近四个月．广大红军

指战员团结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留下了一批十分珍贵的文

物．是我们学习革命传统和红军斗争精神的宝贵材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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