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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内国际的社会

交往空前频繁，地名使用的范围和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整顿地名，为开

展经常性地名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我们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工作的规定和省、市人民政府文件精神从一九A--年三月开始

抽调专业人员，建立办事机构，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我区地名的

现状和名称的来历、含义及其发展变化等，进行现场核调，查阅有关档案和《巴县志》、

“江北厅志))、“重庆府志》等资料，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将原地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标

准化，规范化处理。在内业整理、复制上交四项成果的同时，编辑了《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区

地名录))，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本地名录收集了地名普查中编写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38篇，插图19幅；辑录了全区街

道办事处、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城市的路，街、巷、村和农村的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主要的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共490条。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

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有地名的名称来历、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并编绘、标注了主要地

名的1：5万全区地图。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在

使用本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区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元月



重庆市江北区概况

江北区位于重庆市中部，嘉陵江、长江以北。区境狭长(东西长、南北窄)，形似一条

彩带。东接南岸区；。南临嘉陵江、长江，与市中区、南岸区隔江相望；西、西南濒嘉陵泣，
对岸是沙坪坝区：北与江北县接壤。地处北纬29。33

7 1387．东经106。26 7--427之间，总

面积80·18平方公里(注(1)] (其中农村面积65．20平方公里)。辖11个街道办事处．97

个居民委员会；4个农村公社，22个生产大队。一九／LO年底共有66，855户，266，535人

(其中农村人．I：150，774人)。主要为汉族，另有回，藏、苗等16个少数民族共307人。区人民政

府驻华新村。

江北历史悠久，据《巴县志》和《江北厅志》记载，东周为巴国故土。两汉、晋至南朝

肖齐前期，均为江州县地。东汉时，巴郡和江州县治所曾一度移至北府城(即今江北城)

自南齐永明五年(公元四八七年)至北周初年，为垫江县地。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五六

O年)至元，为巴县地。明为江北镇地，清前期为江北里地，均属巴县。清康熙四十六年

(公元一七O七年)起， 分属巴县札、义，仁三里管辖。从清乾隆二十四年(注(2)]

(公元一七五九年)后， 为江北厅地，属重庆府。清道光十五年(公元--A三五年)在江北

厅驻地筑起石城，谓之江北城。一九一三年后为江北县地，属东川道。一九二九年，重庆成

为省辖市，江北城设重庆市江北市政管理处。一九三三年初正式划界，东自溉澜溪同德堂下

沿江而西，经江北城至香国寺溪沟止，从江北县划入重庆市。这就是本区最初的规模。一九

三五年改置重庆市第五区。一九三九年分第五区为第九、十两区。第九区辖6个镇，第十区

辖两个镇。一九四O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先后又从江北县划入部分地区，新建石马河、

猫儿石、音溪(后分为香国寺和五里店)、回龙(后寸滩)和唐家沱5个镇。同时调整第九

区，扩大第十区，增设第十六区。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第九区辖米亭子、木关街、四方井，体

仁堂、三洞桥和五里店等6个镇；第十区辖石马河、猫儿石，香国寺、陈家馆和刘家台等5

个镇；第十六区辖溉澜溪j寸滩和唐家沱等3个镇。解放后，一九五O年六月第九、十两区

合并为重庆市第二区，第十六区改为重庆市第七区。一九五一年三月又将江北县恒兴乡划入

重庆市第七区。此时第二区辖12个派出所：石马河，石门、猫儿石、香国寺、观音桥、陈家

馆、刘家台、五里店、米亭子、体仁堂、木关街和三洞桥；5个乡公所：石马河、石门、猫

儿石、观音桥和五里店。第七区辖4个派出所：溉澜溪、寸滩，羊坝滩和唐家沱；4个乡公

所：唐家沱、恒心、安乐和羊坝滩。一九五二年八月撤销第七区，并入第六区。同年十月又

将原第七区地域划入第二区。一九五五年因辖区地处长江、嘉陵江北岸，．更名江北区。该时

辖lO个街道办事处，4个厂区办事处，5个乡人民委员会。后来几经演变，现辖11个街道办

事处：石门、大石坝、猫儿石、华新街、大兴村、雨花村、刘家台、江北城、三洞桥、溉澜

溪和唐家沱；4个农村公社：石马河、观音桥、寸滩和唐家沱。

江北区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东部边缘地带由于铜锣峡背斜由北向南延伸，形

成山区；西部由于龙王洞背斜尾闾延伸，形成高地。东西两支背斜之间的广大地区，均系浅

丘，相对高差在50米左右。地势一般北高南低，逐渐向两江倾斜。·江岸多较陡峭，沿江阶地

和丘陵底部相对平坦。最高处铁山坪海拨593．6米，最低处长江边铜锣峡口海拨164．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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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嘉陵江流经我区南缘的河段约31．5公里，对我区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既是我

区农田灌溉、工业用水和居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又是我区工农业物资的主要运输线。

本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又由于受西风环流和盆地气候交叉作用，以及铜锣峡背

斜山脉和长江、嘉陵江的影响，具有气候温暖湿润、春早夏长，常有伏旱，秋雨连绵、冬季

多雾、无霜期长等自然特点。年平均温度18．4℃，最冷月(一至二月间)平均气温7℃左右

绝对最低气温一1．8 6C，最热月(八月)平均气温28．4 C，绝对最高气温达42℃，全年积温达

5，939℃。年平均降水量1087毫米，大部分集中在四至十月1年平均蒸发量865毫米；年平均

雾日为90天，最多年份达200天左右；年平均无霜期为334天。风向多为西北风，风力一般为1、

2级，7、8级以上大风极少。冰雪数年间偶见一次。

解放前，本区为市郊农村，仅有20多家中、d-,型-r：F"参差点落于田野之间。江北城、刘家台、．

陈家馆等人口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一些土布、木器等小手工业作坊。华新街，石门系渡口码头。

半坡斜街，只有几家小店。观音桥原是乡场，一排穿逗捆绑平房，周围阡陌纵横。茅舍疏麓
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市政建设，本区面貌日益改观。特别是观音桥地区，尤为显著。

一九六六年嘉陵江大桥建成后。本区以观音桥转盘为中心．对六十年代初期新修的简易公路

进行扩建和整修，形成建新东路，南路、西路、北路4条干线．既和本区城乡公路相连．又

与省、市公路衔接。市内公共汽车10条线路、五路电车起点站及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客运站

均设于此。从早到晚，车如流水，行人如织。目前，观音桥不仅是本区的交通枢纽，也是重庆

市区与川I东、JiI南．1il北陆路交通的目固喉。同时在公路两侧统建大量公用和民用住房，楼厦成片，
建筑新颖，鳞次栉比，层层相连。区党、政机关均在附近一带；中央六机部西南物资供应站．

新华社重庆记者组、省六机局也聚集于此；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市环境保护监测站、蕈庆电

子仪表研究所和川东、川I北各专区行政公署驻渝办事处等单位又陆续迁来。工商企业纷纷在

此设立门市．有市皮革公司展销门市部，重庆电视维修站、江北公寓以及百货、五金、交电、

干果、副食等两业网点70多个；本区最大的百货商场又将于一九八二年春建成营业。重庆市

目前最大的街心花园一嘉陵园，在观音桥转盘西北侧，草木葱秀，香花遍地，成为当地居民

散步、休息和锻炼身体的好场所。附近另有嘉陵江影剧场、体育场、游泳池、溜冰场，丰富

了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今日观音桥既是本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重庆市繁华地

区之一。

石门、大石坝、猫儿石地区，工厂林立，变化巨大。现有重庆通用机器厂、重庆搪瓷厂，

江陵机器厂、重庆造纸厂、天原化工厂等20多个大、中型工厂。大兴村、雨花村一带，重钢

三厂与长安机器厂连成一片，昔日机杼之声，代之为机器轰鸣，从而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

江北城地处两江汇合处，已由一个消费城镇发展为轻纺工业和商业较为繁荣的地区。真是沧

桑巨变，旧貌换新颜。

解放以来，江北IXT业有了很大发展。新建、扩建的中央、省、市属大、中型工厂，计’

有冶金、化工、机械、造船、造纸，皮革、搪瓷、电子和轻纺等97个，拥有职工9万余人．

总产值达82，000多万元。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有部分出口。如多晶硅和麸酸等化工产

品．饭碟、汤盘、洗手碗等搪瓷产品，各种绒布和大红棉毯等棉织产品，狮球牌胶版印刷纸、

书写纸．天然气乙炔炭黑等科研产品，以及各种风机、大号长江牌铱金笔等在亚、非、拉各

洲均有一定市场。东风船厂建造的高级旅游船“神女"号，设备优良，舒适美观，为外国旅

争先长期租用。区属中、小型工厂86个，一九八O年拥有职T12，819)I,．，固定资产2．406



万元，工业总产值6，824万元，总利润413万元。主要产品有纺织品，瓦楞纸，氢氧化钾、风

机、木螺钉、白洒等30多种．其中高锰酸钾、服装等5种产品远销国外。街道工业也由小到

～大，除部分上交归I=l管理钋，一九八O年还有厂(社)32个，职工妒75人，产值1769万余元

利润138万多元。

解放前，我区陆路交通闭塞，只有一段约两公里长的省属汉渝公路和几条年久失修的石

板路。因此，长江、‘嘉陵江成为我区物资的主要运输线。但水运除几艘机动船外，全系木船。

沿江也只有几个行人渡口和几个停靠木船的码头。解放后，区内先后兴建10条公路干线。长

达15公里的五唐公路(五里店至唐家沱)，不久也将全程通车。厂区、乡村公路均与干线衔

接，基本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流经本区嘉陵江河段上，先后修起了1座公路桥和l条

过江客运索道，横江木船改为轮渡，使我区与市中区连成一片。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重庆客

运站，每天发出120多车次，将4000多名旅客送往川东、川南、川I北等lO个地、市及其所属30

多个县。重庆港务管理局以江北城梁沱码头为中心设立第三作业区，成为重庆市进出口物资

主要中转站之一。我区两江河段设有7个行人渡口、两个车辆渡口和9个客运码头。沿江工

厂、企业修建绞车道40多条，均有相应的专用码头。除市属专业公司和省、市属工厂、企业

自备车辆外．区属企事业单位有载重汽车233辆。区交通部门加强路政管理，狠抓公路运输和

装卸作业·一九八O年货运量完成计划的166％．周转量完成计划的144％．为工农业生产的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区农业，以蔬菜生产为主，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逐步走向农，工、商综合

发展道路。一九AO年耕地面积为29，844亩。其中集体耕地26，337亩，人均耕地仅0·63亩。

蔬菜耕地7，390亩，总产量4，5067y斤，平均亩产6，097斤。粮食耕地13，515亩，主产稻谷、小

麦和玉米，总产量1，0917亨斤，平均亩产807斤。生猪、鲜鱼、果品、牛奶等副业都有很大发

展。全年农、副业总收入达831．7万元。社队企业从无到有，日益兴旺。一九／kO年底，已有140

个，全年总产值l，034yj'：元，其收入占农业总收X的54％。社员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一九

；kO年人均分配178．7元，比一九五六年上升186％。人均年分配最高的观音桥公社达304元。

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现有小型水库3座，山坪塘27r3口，总容量234万立方光?觇电提灌
站54个，装机容量4，2601i]i，提水量305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7，722亩，占全区耕地的58·9％

商业网点，逐年增多。区属商业，供销和粮食部门，现有公司和站32个，各类商业网点

561个(其中集体265个)，职工8，315人(其中集体2，811人)。一九八。年仅商业、供销社

系统的销售收入就达9，478万元(其中集体1，638万元)，总利润143万元(其中集体15万元)-

江北熊鸭子和鱼皮花生，颇有特色，深受群众欢迎。一九八O年财税收入均超额完成了国家

‘计划。 ．

文教事业方面。一九五O年全区仅有中学6所，在校学生l，1 06人；小学56所，在校学生

14．246人。一九八。年，全区各类中学33所，小学63所，在校中、小学生共41，990人，教职

工3，613人。有幼儿园(班)126个，入园儿童8，367人。工农教育逐步开展，基本上扫除了文

直提高了文化技术水平。解放初期，区内仅有1个民友川剧团。现有区属文化馆、图书馆、
广播站、川剧团及放映队各1个，影剧场2个，大型工厂附设电影院7个，中型工厂均有放

映场，公社都有放映队。区属江北公园及体育场正在修复。群众文化生活有很大改善。

卫生事业方面。一九五O年全区仅有两个卫生所和1坌工厂卫生室，医务人员23人，．开

业医生210人。现有区属医院12所(其中集体所有制9所)和防疫站、保健站、结核病防治所、

‘3)



药愉所等i6个n生医疗瞥f节．拥有病床333张．职7"814人。市属医院3所，工厂职工医院和医

务所(室)147个．各公}I：，乍产大队部建有医务室．共有赤脚医生69人。在防治并举、以防

为主的方针指，j|卜．．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深入．传染病得到控制，特别是烈性传染病．

如天花，鼠疫在五十年代即已消灭。计划生育工作成果丰硕．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年

的14·6‰下降到一九八。年的4．57％0；中央提倡的1对夫妇只生1个孩子的号召，深入人心．

育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已达98．1％。

江北区有古迹、陵园4处．石马河公社境内的汉代无铭阙，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溉澜溪的塔子山卜．的清代七级古塔．屹立于长江之滨；江北公园正在修复；此外还有观音桥

烈士陵园l座。

【注释】

①此文中江北区总面积80．18‘平方公里，是从一九六O年l：50000的航测图

上区、县求得。故与有关局近期使用的面积80．91平方公里不一致。 一

②据《江北厅志》、《重庆府志》、《巴县志))记载：江北厅建置于清乾隆十

九年，二十一年，--t四年等，我们分析，认为清乾隆二十四年比较可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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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百货商场

大型街心花园——嘉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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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及路、街、： 巷、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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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
华新街街道办事处位

江与市中区为界，西邻猫

地处浅丘，北高南低，向

南路。辖9个居民委员会

均系汉族。

辖区原属江北县龙溪

二九五O年成立香国寺公

街道和陈家馆街道大部分

石地区划出，恢复香国寺

华新街两个街道办事处。

七八年又为华新街街道办

将拆迁居民移来此处，新

辖区在解放前多为农田荒坡，仅在观音桥、华新街、董家溪等几条小街，有几家小型工

厂和10多家小店，城市居民多与农民杂处。解放后，由于市政建设不断发展，区委、区政府

及所属机构驻在境内，成为江北区的政治中心。一九六六年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后，以观音

桥转盘为中心，进行城市规划建设，宽阔的建新南路和建新北路横贯境内，建新西路起于此，

路旁楼房林立，鳞次栉比．商业网点沿途密集。建新北路东侧设有农副产品市场，建新北路

西侧正在兴建一座较大的江北百货商场，预计一九A--年建成营业，这里也是江北区的商业

中心之一。

华新街地区，公路四通八达，为江北区的交通抠纽，也是重庆市与JII东、川I南、川I北陆路

交通的咽喉。市内公共汽车10惫线路起点站、5路电车起点站和川I东地区最大的长途汽车客’

运站均设于此。从早到晚，车蚶流水人似潮。据有关部门统计，入客流量El平均达lo万人次，

汽车流量日平均达3，000辆次。观音桥转盘附近嘉陵园，树木成林，花草遍地，是人们游憩、

健身的良好场所。嘉陵江大桥至转盘的建新南路人行道两侧，黄桷树浓荫蔽日。晚来路灯齐

明，蜿蜒数里，登高观赏夜景．分外引人入胜。

境内工业有较大发展。现有20多个中型工厂，以电子仪表业和皮革业为主。有重庆市无

线电三厂，重庆市电子测试仪器厂，重庆市皮革公司所属5个厂、重庆制药六厂、重庆衬衫

厂和生产高锰酸钾荣获国家金质奖章的重庆嘉陵化工厂。另有街办工厂5个，职T_460人，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现有重庆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等5个医疗单位。

有影剧场和体育场各1个，中学两所，小学9所，幼儿园和托儿所19个。基本上满足了当地

居民就医、青少年入学和幼儿入托的需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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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

汉语拼音

江北区

华新村

J l‘--angDVe I, Q西

Hu afxin‘C五n

华新街街道办事处鬻温等¨酣．o
建新南路 JianxTn N互nl矗

建新北路 Ji夏nx7n agi I矗

华新街Hu五xin JiE

电测村Difinc毫Cdn

电仪村Di；．nyi"CU n

竹林村 Zhal知c矗11

江建村 Ji畜ngjian Cii n

桥北村 Qi鑫ob苫i C五n

渝北一村’ Y矗b苦i l—c五n

渝北二村 Y6b苫'i 2--C云n

渝北三村 Yfib苫．i 3--Cfin

福宁村 ；F1jnfng C6n

福康村 ．，F(Jk五．ng Ctin

嘉化村 Ji三lau主C石n

嘉陵一村 Jiglfng l--Cdn

嘉陵二村 Ji互Ifng 2--C．五n

嘉陵三村 Ji戮，ng 3--Cfin

嘉陵四村 Ji夏lfng 4一Cdn

红沙碛H6nyshgq'}

红旗河沟． H赢gq fIl苦96u

鹅石堡山 舌shi'b'茳oshan

备 注

磊要!问攒惚鞴燮腑1955’燃、镳初为二、七区．后合并为二区。 年以地处长旺、熏陵

江北岸更现名。

原名任家花园．后因靠近华新街而更现名．江北区政府驻地。

1966年从香国寺街道办事处分出，以辖区原华新街而得名。

1966年建成．名建新路．后因位于观音桥转盘以南．故名
华新街街道办事处驻地

B66年建成．名建新路。后因位于观音桥转盘以北，故名

1938年原华联钢铁厂扩建．拆迁居民来此新建住房。形
成街道．故名。

系无线电三厂．测试仪器厂职工家属区。故名。

系电子技术研究所，重庆仪表厂职工家属区．故名。

1939年·翘，赵2姓在一片竹林侧修建住房，故名。

原名建设村，因重名197．,2年以地处江北而更现名。

原名朱索花园。后因位于嘉陵江大桥以北，故更现名。

嘉陵江曾名瀹水，此村位于裹陵江以北，按序数而得名。

嘉陵江曾名渝水。此村位子裹陵江以北，按序数而得名。

原名渝北街，因靠近渝北二村。1981年更现名。观音桥大
趴驻地。

长安厂福利科修建职工宿舍，取安宁之意．得名。

长安厂福利科修建职工宿舍，取安康之意·得名。

为燕陵化工厂职工家属住宅区，故名。

因靠近囊赣江，以序数得名。

因靠近囊陵江，以序数得名．

因靠近嘉陵江．以序数得名。

因靠近嘉陵江．以序数得名。

因江边红沙石积存的浅滩而得名。居民区以此命名。

原居民区名廖家河沟。1966年更现名，

困地壳运动。含有大量鹅卵石的地层突起。救名鹅石堡山。

树因之得名。，

__l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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