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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相互交流的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包括国家大事，

国际交往，都离不开地名。但由于长久历电逐渐形成和发展演变下来的地名，随着各个历史

时期的变换更替，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当，有

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特

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矽期问，大搞地名_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1979年(<关于地名命名、更名暂行规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

和省、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为了对地名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核实，搞好地名标准化工

作，使地名的读音和书写符合正音、正字的规定，含义健康，我们从198]年4月至12月，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1。5万地形图(1964年一1970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全

区境内1，161条地名，其中1，5万地形图上的地名923条，新增加的公社、大队等地名238条。

经过普查，本着遵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性，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

原则，全区共更改地名21条，实现了公社在全市范围内不重名，区内生产大队、居民区不重，

名，在l l 5万地形图上删去了不复存在的地名18条，纠正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

249条，占图上地名的29％，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全区地名图、地名

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等四项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巳经省、市检查验收。

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它结束了历史二E长期遗留下来

的地名混乱现象，是自古至今几千年来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总结。为了充分利用这次地名

普查成果，我们按照省、市的要求，将全区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重庆市南

桐矿区地名录》，供各需用单位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 l 5万地形图，缩制成1 t 10万全区地图，标注

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

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40篇，辑录了全区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居民地

(含路，街，巷)，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1，141条，

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均为区计划委员会1980年统计年报，人口为

公安部门1980年数字，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1980年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南桐矿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

默市篇2篇组多l 9 B年1 1月 L



重庆市南桐矿区概况

南桐矿区是重庆市的一个远郊区。位于市境东南部。其辖区东面和北面与南川县接壤，

南面与贵州省桐梓县相邻，西面与綦江县接界。地处北纬28。46'"29。06t，东经106。45t～

107。037。全区面积565．58平方公里。1980年人口223，183人，比1949年增长129．8％。其中

城镇人口79，802人，比1949年增长299％，农业人1：3 143，381人，比1949年增长86．6％。民族

主要为汉族，另有苗族732人，藏，满、壮、彝、蒙、回，白，布依等族72人。共辖有3个

街道办事处，33个居民段，9个人民公社，91个生产夭队，925个生产队。区人民政府驻地

万盛场海拔约310米。

(一)历史沿革

南桐矿区于1955年建立。建区前，境内南桐煤矿和东林煤矿位于四川省綦江、南川及贵

州省桐梓三县交界地区，煤炭蕴藏量丰富，为西南开采重点。但是煤矿处于两省三县境内，

行政领导不统一，社会治安，商业物资供应、公用事业等无专门机构办理，影响生产。为适

应生产发展，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于1955年1月21 Et批准在此建立一个统一的地方

政权机构，划归重庆市管辖，称。重庆市甫桐矿区一。辖区包括四川省南川县的万盛镇和邓

家，大垭，腰子，丛林，簸箕、松林6个乡，綦江县的建设、青年，金灵3个乡，贵州省桐

梓县的坪坝J’兴文，中朝，箐林、上坝，板辽、天桥，茶元、大坝、农林、庙坝、民权、桃

子、营寨，壬家坝、景星、青山17个乡等27个乡镇的地区(包括南桐，东林两个煤矿区)。

因地处南川、桐梓县交界处，又为煤矿所在地，取两县名的首字而得名南桐矿区。

建区后，区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5月和1957年4月分别在南桐煤矿，东林煤矿地区和万

盛场建立了万盛，南桐，东林三个街道办事处。在农村，1956年8月将27个乡合并为万盛，

桃子，民权，青年，建设，板辽，两河，大垭，青山，丛林，兴隆、上坝、金灵、中朝、茶

元15个乡。1958年公社化时，这15个乡按地区分别建为万盛、青山、两河、青年、兴隆5个

人民公社。1960年．1961年和1962年，又先后3次调整公社规模，将5个公社划小为6个公

社、9个公社，11个公社。1966年再一次调整，定为现在的万盛，南桐、青年，关坝(原名兴

隆)，两河、景星，丛林，青山，金桥(原名金灵)9个人民公社。

(=)自然条件

南桐矿区处于四川盆地东南缘与云贵高原衔接过渡的山区，山脉呈南北伸展，蜿蜒不

绝。地势东高西低。东南面群山呤列，地势高峻。一般海拔在1，C09米以上，较高的山峰有翠

瓶山海拔1，415米，南天门海拔1，524米，望香台海拔1，664．4米。东部景星公社境内狮子槽

东侧峰顶是全区最高峰，海拔1，973米。北部、中部和西部，多为500"-'800米低山，其间有

300一-'500米的山丘及山间平坝。南桐公社温塘孝子河河床最低，海拔高程为265米。

区内河流为山间小河，河谷深切，岸坡陡峭，宽度不大，一般宽为20"-40米，水深

0．5"1米。洪水期水流湍急，易于流失，平时水量不充足，尤其是枯水和伏旱季节，对工农

业生产，人民生活不利，迫使找地下水补给。(万盛场附近巳于1972年建成3口深井，每日



补给地下水作饮水约2，300吨)。区内主要河流有中部的孝子河、清溪河，刘家河，东部的

鲤鱼河及南部的溱溪河(古称溱溪水)。这些河流由于受地势和山脉的制约，故为南北起源，

而后横切山脉，自东向西汇入蔡江河。 ·

南铜矿区全境处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适宜农讲。但因高山、深丘，山间平坝之

间相对高差多在300～400米，最大高差达1，700米，因而境内从低处到高处气候差异较大，

全区平均气温在13．5。C～】8．1。C，如万盛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8．1。C，景星高山则年平均

气温只有13．5’。C左右。万盛地区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了．3。C，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为28．3。C，活动积温为6，627。C，全年无霜期平均341天，年降7K量万盛地区为1，307．1毫

米，东部山区1，900毫米左右。根据1966年!!i三1980年气象资料，降水量的分布是·夏半年

(5～10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6％，冬半年(11月至次年4月)，约占24％。按四季分，春

季占全年降水量的28％，夏季占39％，秋季占27％，冬季占6％。降水主要集中在5、6月和

9、10Y]，是降水量的双高峰。其中6月下旬至7月上旬，是暴雨集中期，7月中旬至8月则少

雨多连晴高温，常出现伏旱。冬春少雨多春旱。3月下旬至4月上旬是全年寒潮最多的时

期，易于形成_倒春寒"，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易于产生冰雹灾害。

南恫矿区在地质构造上，属龙骨溪大背斜之西翼，地质基层的震旦系(Z)，寒武系(∈)、

奥陶系(O)、志留系(S)、(泥盆系(D)、石炭系(C)、两层缺失)，二迭系(P)、三迭系(T)，侏罗

系(J)，白垩系(K)等地层出露良好，具天然的地质剖面，矿床构造变化多端，从绥倾斜，倾

斜、急倾斜变到直立而倒转，其中问有向倾，背斜等各种构造。地质工作者视为不可多得

的天然地质博物馆。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硫铁矿、石灰石(储量丰富)、皂石，铝土，铸型砂

等。其中尤以煤矿著称，设有煤炭部所可的南桐矿务局。煤种比较齐全。有焦煤，焦肥煤，

贫煤、瘦煤，煤和煤矸石中含有硫铁矿和铁、硒、锗、银、金等贵最金属(由于冶炼技术及

其他种种原因，这些有用元素尚未利用)。

森林资源较为丰富。全区有林业用地面积365，000亩，森林覆被率34．1％。以出产松，

杉，柏，青杨，料竹等为主。野生动物有磋，豹，野猪，麂，狐狸，野鸡、斑鸠等。中药材

资源丰富，包括有天麻，杜仲，黄连等稀殃品种。

(三)经济概况

南桐矿区建区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有较大发展．1980年‘

全区国民生产总值18362万元，人平约823元。

工业。1949年解放前夕，在辖区内，仅有3个合计年产原煤约7万吨的煤矿和一些私人小

煤窑及制矾、造纸等手工业，职工约2，500人。现在巳有大小厂矿116个，职：E33，000人，1980年

总产值10，401万元。其巾l市属以上厂矿13个，职T_28，901人，1980年产值7667，斤元，区属

国营厂14个，集体厂89个，合计职324，099人，1980年产值2734万元。

区内市属以上厂矿，除一部分机械工业外，主要是煤炭工业，是四川省煤炭的重要产区

之一。矿区内煤田范『目，南起藻渡河，北至木渡河，沿煤层露头走向长66．5公里。此地开发

煤炭历史较早，在清朝同治十二年时(公元1873年)，万盛附近方家山，黑旗岩一带开采小煤

窑，巳能鼻足敷本地烟火纾，但是。不能兼济他方一(万盛场现存古碑记载)。在1949年解放

前夕，境内有于1931年开办的竟成煤矿，1938年开办的南桐煤矿和1939年开办的东林煤矿。

但是当时采煤系统和生产工具落后，矿工头顶菜油灯，采煤用手镐挖，镖子通，掘进用钎子

二锤打眼放炮，人力运输，排水有的用竹筒人力抽，自然通风，生产能力低。1949年这3个矿

· 2 ·



尸 共有职T_I，715人，年产原煤仅64，747吨。1949年llYJ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这些矿进行了改

革，扩建，使其获得了新生。随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地方行政管理，并于1957年在此成立了矿

} 务局，新开了矿井，使煤矿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阶段。经过20多年的建设，现南桐矿务局系
4

、统已有核定能力为年产200万吨的南桐，红岩，鱼田堡，东林，砚石台等五个煤矿，’职工

22，050人。采煤方法、生产，运输工具日益改进，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在采煤主要用风

- 镐和炮采。掘进使用风锤打眼，装岩机与扒斗机装矸。一机械通风，电力排水和提升。井下地

面使用电溜子，皮带运输机，蓄电池机车和架线式机车运输，使生产条件适应大生产的发

展。1980年产原煤204)j吨，为1949年产量的31．51倍。产精煤45．35万吨，焦炭14，745吨。

总产值4664万元。其所产精煤和焦炭，全部供应重庆钢铁公司炼钢。原煤供应铁路，火力发
。

电、轮船及轻工业和民用，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区属工业是在建区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区属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有农用化

肥，水泥，煤炭，造纸等二十多种行业。1980年利润383．5万元，主要产品及产量l原煤

28万吨，发电量121万度，水泥11，400吨，农用化肥19，341吨，合成氨4，229吨，硫铁矿

12，869吨，机制纸2，061吨，日用玻璃制品1，062吨，服装12．16万件，布鞋10．5l万双，皮鞋

一8100双，中小农具86，500件，饮料酒269吨。

交通。解放前的1949年时，辖区内仅有川湘公路的一段26公里，行人来往靠步行，运送

物资主要靠肩挑背驮。解放后，区社和驻区市属以上厂矿单位，先后共新修万盛至金桥，万

盛至红岩，桃子至关坝，关坝至藻渡，轮子坡至两河，东林至黑山等公路39条，1980年公

路通车里程217．87公里，比1949年增长8．4倍。3个街道，9个公社和73大队(占大队数的

名O．22％)有公路相通。解放后新修的万盛至重庆的铁路，在区境内长12公里。煤矿系统铁

路专线3条，长17公里。区内设有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车站和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车站，共

。 有客运汽车3l辆，各厂矿企业和农村社队共有货运汽车490辆(区属150辆)。有8个公社，

3个街道和厂矿区，有客车往来行驶，每天还有直达重庆，南川，贵州省道真县等地的客车

和直达重庆的火车，交通运输四通八达。

市政建没。全区万盛、南桐、东林3个街道办事处所辖城镇地区，1949年时，只有街巷

8条，居民区4个，到1980年，巳有路，街、巷1-『条，居民区31个。解放31年来，新建房屋

面积156．9万平方米，为1949年房屋面积总和9．4万平方米的16．69倍。区人民政府驻地万

盛场，过去只有一条街道，长约420米，解放以来，新建了矿山路，万新路，勤俭路3条街

‘道，总长1，200米，并扩建了新田路。1962年设立了自来水站，共铺设自来水主要管道23，900

米，设备能力日产水量8，784吨，日供水量3，310吨，共安装下水管道4，813米。1966年以后，

各条街道共铺设沥青路面和水泥路面27，180平方米，人行路水泥方块砖20，520平方米，街

、 道平整，宽敞，各类商店和公司：银行等企事业单位林立，欣欣向荣。

农业。全区共有耕地151，695亩。其中水田69，482亩，占45．8％，按农业人口平均耕地

-1．06亩。1957年开始修建第一个水库(金星水库)，现在水利工程设施663处，其中引水渠69

条，山平塘471口，小(二)型水库】3座，小(一)水库l座，电灌站9l处2，560千瓦，机灌站6处249

马力，水轮泵站4个，石河堰8处，到1980年，引、提，蓄总水量达至'j1487万立方米，有效灌

．

．一 慨面积48，922亩，保证灌溉面积34，529亩，占田面积的49．7％。全区有拖拉机293台，农用汽

车43辆，其它农业机械也有一定发展。并有81个生产大队(占大队数的89％)，755个生产

=|；人(占生产队数的81．6％)，加工动力和照明等用上了电。农村三级固定财产总值14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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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102：元。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薯类，兼有商品蔬菜。经济作物主产茶叶，油

桐，兼有油菜，桑蚕，土烟、生漆、水果和中药材等。 ，

1980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0233万斤，比1949年的3819万斤增长167．9％，复种指数为

201％。农业总产值3540万元，}L1949年增长4．44倍。其中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总

收入3308．5万元。1980年播种水稻64，819亩，亩产583斤，玉米57，963亩，亩产39]斤·小

麦63，963亩，亩产233斤，红苕52，577亩，亩产折贸易粮461斤，大豆2，219亩，亩产157

斤．商品蔬菜基地5，075亩，1980年播种面积16，405亩，总产蔬菜2，582万斤，上市量2，167万

斤。在经济作物方面，茶叶有很大发展，现有茶园面积13，746亩，农村平均2．3户一亩茶。

1980年产茶叶12，6了0担(其中细茶10，777担)，为1949茶叶产量172担的73倍。同时，还产桐

籽4465担，蚕茧l，503担，油菜子25万斤，烟叶702担，苹果、柑桔等水果79万斤。

1980年生猪圈存92，660头，比1955年建区时的27，751头增长2．34倍。当年出槽66，602头。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有较大发展。1980年巳有小煤窑、小型水电站，硫铁矿、造纸^建
筑，建材业等社队企业524个，务工社员9，045人，产值1398．8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39．5％。

1980年生产队级集体农副业总收入2357万元。完成征购(原粮)1，100万斤。社员人平分粮

608斤，人平分配收入11l元。

商业方面。主要由商业局和供销社两个系统经营。区商业局系统，主要分布在城镇和工

矿区，所属有百货、五金，食品，蔬菜，饮食服务、专卖，医药，煤建石油等9个专业公

司和南桐，红岩，鱼田堡，平山，晋林，兴无等6个工矿贸易商店，职2：1，556人，供销社

系统主要在农村经营。在区设有生资、日杂、干果、物资回收，蚕茧，中药楗，供销社贸易

公司等7个公司，按9个公社的范围，分别设立了万盛、桃子、青年，关坝、两河，景星，

丛林、青山、金桥等9个基层社，职-['606人。还有合作商店13个，528人，大集体26个，

666人，个体工商户60户。全区商业、供销，粮食等共有商业网点321个，职工4，250人。1980

年区属国营商业销售额为8073万元(其中供销社系统1717万元)，国营饮食服务行业的营业

额为368万元，合作商店和大集体商业销售额1289万元，饮食服务行业营业额100万元。区

级工商企业完成税收367万元。
’

(四)文教卫生事业

文教事业方面，1949年，区内只有小学25所，教职2：144人，在校学生3，050人，没有

电影院和广播站。1980年巳有中学11所，教职工1，074人，在校学生15，496人。护士校、商技

7校各l所，教职2：22人，在校学生197人。小学120所，教职2：1，400人，在校学生33，283人，学

龄儿奄入学率达96．6％。文化设施，有区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管理站、川剧团各1个。 ，

有区属影剧场，文化会堂各1所，厂矿职工俱乐部9所，公社电影队9个，大队电影队1个：

全区有电视差转台6座(区属1座)，区广播站1个，公社，大队广播站52个，共架设广播’

线路l，459公里。有90％的大队通广播．有些社队达到了户户通广播。体育事业也有一定发

展。区有业余体校1所。

全区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现有区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验所各1所，有区属医

院3所，厂矿职工医院6所，街道医院1所，公社卫生院8所，共有病床1，051张，职工

1，441人，有大队合作医疗站90个，赤脚医生219人。1980年全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巳控制在

5．43‰，计划生育率达到90．22％。

区内游览地有初具规模的重庆市南桐公园和温泉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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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桐矿区人民政腑



安嚣罢0嚣万盛场剪影人民政府驻地“，皿Ⅷ7了彤

万新路街景

勤俭路一角



矿 山 路



南桐电影院



万盛街道

万盛街道办事处位于南桐矿区中部，以设在万盛场得名。辖区面积1．9平方公里。街道

． 有勤俭路，矿山路，万新路，万盛街，新田路等路，街，巷12条，共辖11个居民段，4，790

户，25，273人。主要为汉族。另有苗、回、白等族13人。中共重庆市南桐矿区区委，区人大

常委会、区人民政府等区级党政机关均设在这里，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南川县志》和((桐梓县志》载，辖区万盛场，古有荣懿镇，又名石鹅乡。后称镇子

上。清初改名万盛场。公元1926年后属南川县南平镇，1929年后设万盛乡为乡公所驻地。场

上有铺户百余家。赶集期为二、五，八，交通有川湘公路和于场外孝子河筑堰设闸蓄水小船

运输通往綦江蒲河。是当时万盛周围地区特产火焙纸和小煤窑焦炭，山货土产的集散地。

1949年11月解放后属南川县二区万盛乡。1951年为南川县第十区区公所驻地。1953年改设万

盛镇。1955年划归重庆市南桐矿区，为区人民政府驻地。撤销镇的建制。1956年建立街道办

事处，设在万盛街，1964年迁至万新路．

万盛场地处东西两面邻山的一个山间平坝里。海拔约310米。中部街道在一个小山堡

上，地势略高。场的四周，地势平坦。孝子河由北向南从境内穿过，建于清朝咸丰元年(公元

1851年)的三元桥横跨河上，把万盛场街区同万盛场的门户浸水垭连成一片。属亚热带季风

性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为18．1。C。年降水量1309j毫

米，无霜期341天，风力一般1～2级，最大9级左右，平均一年中有2次。七，八月最热，

根据1966年至1980年的气象资料，气温高于35。C的天数平均每年达41．9天，在1972年极端

最高气温曾达41．7。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了．3。C。极端最低气温曾在1975年出

现一3．6。C。

万盛场在1949年解放前夕，只有一条从东至西长约420米、宽-7米的街道，居民约250户，

1，oooA-左右。工业有小型耐火材料厂、明矾厂，玻璃厂各1个，合计职工约300人，商业有网

点30多处。多为连家铺和个体小手工业。投有自来水，电灯，公共汽车等公共设施。

1949年11月解放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的发展，街道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建了总长1，200米、宽22米"-'30米(车行道路面宽10米～14米)的矿山路、万新路、勤俭路

3条街道，扩建了新El路。这些地方在1949年以前，有的是田野，有的是石渣土路。现在两

旁高四、五层的新楼房一幢幢建立起来，已成了沥青路面和水泥路面的宽敞平坦的街道。

两侧人行道上整齐的行道树，绿树成荫。还新建了建设段、莲池村、菱角村，浸水垭，砚石

台、建钢村、红岩工人村等居民区。解放31年来，新建房屋面积693，265平方米，比1949年

时的36，828平方米增加18．8倍。新田路是南桐矿区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

万盛场是南桐矿区的商业金融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南桐矿区办事

处和南桐矿区粮食，百货，五金、饮食服务，食品，蔬菜，专卖，油脂、医药，煤建、供销

系统的生资，日杂，干果，物资回收，蚕茧，中药材，供销社贸易公司，及社队企业供销公

司、工业供销公司，茶叶，林业公司等22个专业公司，分别设在矿山路、万新路、新田路稚

． ，5。



万盛街。商业，粮食，饮食服务行业在万盛场共有商业网点121个，职T I，835人，个体工商

户11户，全区较大的商店万盛百货公司座落在矿山路6号。1980年万盛场区属国营商业销售

额达4979．4万元。万盛饮食服务行业营业额达162．8万元，合作商店和大集体商业销售额

648．6万元，饮食服务行业营业额51．4万元。万盛街每天上午有农贸市场，商业繁荣。

在工业方面。到1980年，有市属以上厂矿4个，职工达6，870人，年产值2355万元。

有区属工业l了个，街道工业5个，共有职322，437人，有服装、布鞋、印刷，木器，陶瓷、水

泥，玻璃制品，农用化肥、空压机、金属软管，汽车修理等21种行业。工业总产值达1387万

元。·还有民政工业5个。1949年万盛场只有一个邮政代办所．1955年以后设立了南桐矿区邮

电局，1980年安装了自动电话。市政建设。各条街道安装了自来水、水银路灯。交通：设有

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四总站万盛站和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万盛站，共有客运汽车3l辆，从万

盛通往各地的客运线路23条。与区内厂矿之间，公社之间都有公共汽车往来。每天还有直达

重庆和直达南川、贵川省道真等地的班车，是全区交通枢纽。 ．

在文教卫生方面，1949年万盛场只有小学l所，教职工lO人，在校学生约200人。1980年

已有中学4所，护士校，商技校各1所，小学3所，共有教职员32440人，在校学生5，532人。

有区广播站、文化馆、新华书店、川剧团，灯光球场各1个，有合计l，560个座位的影剧

场、文化会堂各1个。1955年建区时，万盛场仅有卫生所、联合诊所各1个，个体医疗铺子

4家，医务人员共14人，1980年已有区属医院两昕，煤矿职工医院1所，共有病床290张，

医务人员382人。

境内的游览地有重庆市南桐公园(尚在续建中)。该园位于万盛场西半华里处的塔山。

葱笼的林木，把公园装扮得一片翠绿，并建有设计新颖的亭廊，小楼房、茶园和溜冰场点缀

其间，显得十分清新秀丽。置身园内，令人有远离尘嚣之感，心旷神怡，是人们游览休息的

一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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