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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文明史发展的产物。它是随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们的觉悟程度，

文化水平，道德规范而不断发展演变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演变，加上某些政治偏见、地域观

念、宗族观念和文化后进等社会因素，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序数命名；

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错字、错名、错位；有的脱离地理实地而图实不符；还有在

。文化大革命骨中，因搞地名。一片红一而造成混乱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对记事、四化建

设和人民日常生活都带来极为不便。所以，编写这部《南川县地名录》，是国家政治、经济

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生活的需要。做好这项工作，是对历史负责，为四化建设服务，

造福后代，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

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普查的文件和会

议精神，于一九八O年九月开始对全县地名开展了普查和《地名录》的编写工作。经过近两

年的艰苦历程，一部反映我县、区、社(镇)政治经济、自然面貌，主要地名名称情况的《地

名录》，终于在八十年代初期问世了。

在这期间的工作中，对我县重名的9个公社、1个镇、14个居委会、85个生产大队作了更

名处理。对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大型人工建筑和名胜古迹、山，河等自

然地理实体等进行了普查核对。全县共普查了地名4．550条，其中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514条，

自然村名称3773条，企事业名称5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52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13

条，人工建筑名称43条。填写地名卡片994张，撰写县，区、社等概况62篇。在1：5万地形图

上，对我县原有3611条地名进行了核对，根据文件精神和我县地名的实际情况，作了。定、

改、增、删”处理。对错音、错字、错位的地名881条作了纠正，删去有名无实的地名58条；

对于原县图没有标明的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和重要自然村，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

等共999条作了增补和标注，并绘制成1：17万的南川县地图；对可改可不改的地名本着尊重

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和群众意愿的原则，维护了原有名称；对于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或有方位意义的，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作了地名处理，分别上了图、表、卡，

并作了文字记载，给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

等作了简要说明。

《地名录》它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汇成的一部地名资料集。它引用的数字，农业生产

为农业局一九八一年统计年报数；人口为统计局一九八一年统计年报数I其余工交、财贸，

水电、社企、文卫等有关数字均来自各主管部门；县，区、社(镇)、队(居委会)行政区划

数，为一九／k--年的实际数。

今后，各单位或个人在使用我县境内的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南川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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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川 县 概 况

南川县位子四川省东南部。东北与武隆县接壤，东南与贵州省的道真县、正安县、桐梓

县毗连，是川黔边境的一道门户，西与重庆市的南桐矿区，綦江县、巴县为邻，北与涪陵县

相接。地域在东经106。53 7——107。26 7，北纬28。457——29。29 7之间。全县南北长约81公里，

东西宽53公里。总面积约为2626平方公里(大约400万亩)。一九八一年，全县设7个区，43

个公社，3个镇。有446个大队，3359个生产队和14个居民委员会，66个居民小组。总人口为

596813人，绝大部分属汉族．另有苗、回、藏、土家等少数民族147人，占总人口的0．025％。

全县有农业人口542307人，约占总人口的91％。

县政府驻隆化镇。距成都678公里、涪陵105公里。

历史沿革和行政区划

南川县在周朝以前属巴国枳邑，秦汉、两晋、南北朝时，属巴郡枳县，北周武帝时，改

属巴郡巴县，隋朝属渝州巴郡巴县。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八年)，始由巴县分出独立

设县，名隆化县(以城西永隆山得名)，隶属涪州(即涪陵)。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

避玄讳(玄宗名隆基)，改名宾化县。据民国十六年县志记载，唐末五代时，属南边夷族所统

辖，北宋时属。南平军”(驻綦江赶水)管辖的涪州的一辖县。神宗元丰元年(公元一O七八

年)复称隆化县，南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一二四O年)，。南平军”移于隆化县，宋亡元兴，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六年)撤销。南平军。，改隆化县为南川县，属重庆府。清

代按里编甲，全县分丰隆，福禄二里。福禄里辖七个甲，丰隆里辖七个甲。宣统二年(公元

一九一。年)废里甲，全县为一城一镇九乡。
’

民国初年，四川分道，南川属东川道，后废道划属酉阳专署。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

三七年)省府令南川划3个区，下设49个联保。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O年)划为四个

指导区，下设30个乡，1个镇。民国三十六年(公元一九四七年)整编保甲，全县划为1镇39

个乡，418个保，4365个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解放南川县，隶属涪陵专署所辖至今。一九四九年底，全县

设置5个区，管辖1个镇和39个乡。隆化镇和南极、西胜、北固、半溪、文凤等乡为第一区，

南平，三汇、永安、丛林、石莲、神童、万盛、腰子等乡为第二区I大观、兴隆，木凉、合

兴、白沙、太平、乾丰、石溪、土溪、福寿等乡为第三区；水江、鱼泉、双龙、三泉、乐

村，松桥，石墙、峰岩、冷水、呜玉等乡为第四区；小河、头渡，德隆、合溪、元村、大有

等乡为第五区．一九五O年秋，调整行政区划，增设区时，隆化镇改名为城关区，其余40个

乡划为10个区。第一区辖南极、西胜、北周、半溪等乡’第二区辖南平、文凤、三i亡、永安、

神童等乡；第三区辖大观、木凉、兴隆、合兴、土溪等乡；第四区辖水江、乐村、双龙、松

桥、石墙等乡；第五区辖德隆、头渡、小河等乡’第六区辖大有，元村、合溪等乡；第七区

辖三泉、半河、鱼泉等乡j第八区辖鸣玉、冷水、峰岩、福寿等乡；第九区辖乾丰、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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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太平等乡I第十区辖万盛、腰子、丛林、石莲等乡。一九五五年撤销十区，将所辖的

万盛、腰子、丛林三个乡划归重庆市改设南桐矿区，石蓬乡划属我县第二区所辖。

一九五六年，。经涪陵行政公署批准，将涪陵县所辖的冷水、骑龙乡划归我县，冷水乡与

第八区冷水乡合并，仍为冷水乡；骑龙乡归第四区所辖，仍为骑龙乡。同年撤销第七、九两

区，全县调整为七个区，并以驻地命名，下辖2个镇和39个乡。即：城一区辖城关镇和东

胜、南极、西胜、北固、文风、半河等乡I南平区辖南平镇和南平、石莲、永安、神童等

乡；大观区辖大观、木凉、兴隆、白沙、土溪，太平、乾丰、合兴等乡'水江区辖水江、鱼

泉、乐村、双龙、桥塘、石墙等乡；小河区辖小河、头渡、德隆等乡l大有区辖合溪、元

村、庆元、大有、马嘴等乡I鸣玉区辖鸣玉、峰岩、冷水、石溪、福寿、沿塘等乡。一九五

七年区划调整，城一区辖的半河乡与东胜乡合并，南平区辖的南平镇与南平乡合并，大有区

辖的庆元与大有乡合并，鸣玉区的峰岩乡与鸣玉乡合并。至此，全县为七个区，一个镇，三

十六个乡。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各乡改为公社。原文凤乡成立先锋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从冷

水公社划出朝龙、狮子等六个大队设置民主公社。同时又将一九五七年南平、水江合并的乡

分出单独设置人民公社，恢复南平镇，成立南平镇人民政府'从水江公社分出场上的两个居

委会和场周围七个农业生产大队增设水江镇，成立水江镇人民政府。至此全县行政区划设置

七个区，三个镇，四十三个公社。即：城关镇；城一区，辖东胜、南极、西胜、北固、半河、

东方红等公社f南平区，辖南平镇，南平、神童、石莲、永安、三汇、先锋等公社I大观

区，辖大观、兴隆、木凉、合兴、乾丰、太平、白沙、土溪等公社，水江区，辖水江镇、水

江、铁村、石墙、中心、骑龙，双龙、乐村、鱼泉等公社，小河区，辖小河，头渡、德隆等

公社i大有区，辖大有、合溪、元村、庆元、马嘴等公社；呜玉区，辖鸣玉、峰岩、民主、

冷水、石溪、福寿、沿塘等公社。

一九八O年十月，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结合全

县的地名实际情况，报经涪陵地区行署批准，将城关镇更名为隆化镇I永安公社更名岭坝公

社；三汇公社更名为丁家咀公社；兴隆公社更名为兴隆场公社；合兴公社更名为河图公社；

太平公社更名为太平场公社；双龙公社更名的双溪公社I中心公社更名为中桥公社I小河公

社更名为金山公社；冷水公社更名为冷水关公社。对全县原以序数命名的14个居委会17个大

队和68个重名生产大队，作了命名、更名处理。

一、地形和山脉

自 然 条 件

我县属深丘地带。地势从东南向西北逐渐低下，东南多立山峰，西北多绵延长岭。山脉

多半是南北走向。县城地势平坦，海拔五百五十米，城东有花坟山，西北面有永隆山，城南

有白雾坪，四周岗峦环绕，构成了一个小盆地。西北面，从兴隆场到大观地势开阔，一片良

田沃土，有。米粮川”之称。县城东北面有情秀、乐秀、凤秀三坝，平畴无阻，田连阡陌。

南有先锋坝、南平、岭坝；西有兴隆场、神童坝、大观、太平，河图坝；北有铁村坝、石

墙；东有东胜、元村、水江等坝；平畴千里，山青水秀，是我县主要产粮之地。

金佛山、柏枝山、管坝山(又名黑山)三座大山构成金佛山区，环山三百里，峭壁如

铸，崖悬谷隐，群山高耸，巍峨的山体形成巨大的屏障，约二百至三百万年前，阻挡着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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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袭击，使冰川前第三纪的很多古老植物和动物能在这里幸存下

是其中一种树种，素有。活化石一之称。为了保护，发展和研究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金佛山自然保护区。

二、河流

风嘴江是我县境内的第一大河，它发源于箐坝山西麓，岭坝

迂回曲折，纵贯全境，流经岭坝、南平、先锋．西胜、沿塘、鸣

武隆县境流入乌江。境内长75公里。上游在岭坝、南平境内，叫

嘴江”，鸣玉以下叫。大溪河”。石钟溪、龙岩江、龙川江、黑溪

川境内的五大支流，分别自东西两侧注入凤嘴江，形成不对称的

1 51公里，流经18个公社。县东南的合九溪、元村河、桐槽溪、

省正安县境内；县南的柏枝溪流入贵州省桐梓县境；县西南的孝

县北的黎香溪流入涪陵县境；县东北的大洞河、双龙河流入武隆县境。以上11条河，流经21

个公社，总长207公里。全县河流流城面积为2565平方公里，流程523公里，年经流总量达

16．16万M8，流经县境，群山峡谷，滩险流急，水利资源丰富，既有利于发电，又可灌溉良

田。

三、土壤

我县土壤多种多样，主要以北部紫色土类(俗称猪旺子泥)，中部黄泥土类(俗称小土泥，

黄泥)，南部山地黄棕壤土类，以及冲积土类(俗称扁沙、冷沙)和水稻土类等为主。下分

22个土属，88个土种，194个复种。紫色土类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5．5％，主要分布在县城西

北部，大观、鸣玉区的绝大部分，水江、城一、南平区的一部分都属于这种土类。黄泥土类

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8．1％，主要分布南平区、城一区和水江区，小河区、大有区有一部分。

山地黄棕壤土类，占总面积的26．4％，主要分布在县城东南部海拔1000米以上的中山台地，

冲积土类，主要分布于凤嘴江两岸一、二台地，水稻土类，遍布全县，它的特点是土层深

厚，保水保肥，宜种度广，特别适宜水稻、小麦、油菜等各种作物生长。
，

四、气候

我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四季分明，无霜期长，适宜各种

农作物的生长，春季冷空气活动频繁，但强度一般较弱。雨季开始常有局部地区冰雹下降，

初夏多绵雨，盛夏多伏旱，秋季气温开始下降，再度进入绵雨期，入冬后降雨量显著减少，

气温低。累年平均温度16．5℃，累年极端最高气温39．8℃(出现在一九七二年八月)，极端最

低温度零下5．3℃(出现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常年平均降雨量1181．5毫米，降雨量一般集

中在夏秋两季(五至九月)，且高山多，平坝少，从南向北逐渐减少。常年平均日照1270小

时，无霜期307天。作物一年两熟有余，三熟不足。

县内南部金佛山地区和其他地区气候有较大差异。金佛山地区云雾多，日照少，气温

低，湿度大。累年平均温度8．5℃，累年极端最高气温26℃(出现在七月)，极端最低温度零

下14．1℃(出现在元月)。年降雨量1400一1800毫米，年平均雨日236天，年平均雾日263天，

初雪霜分别在十月中旬，终雪霜分别在次年四月下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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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状 况

我县以农业为主，其次是工业。一九七九年，自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

后，我县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状

况逐年好转。一九八一年，全县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按一九八O年不

变价格计算)2．1032亿元，人平354元。现将本县经济状况分述如下：

一、农业

本县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出产温带和寒温带的各种农副产品。解放前，县内水利设施几

乎没有，仅有先锋公社境内一条只三公里的大堰角堰和石鱼大堰，灌溉面积不足一千亩。解

放后，大力兴修水利，改变自然条件。一九八一年底止，全县已建成中小型水库86座，山湾

塘5624口，堰1648条，电灌302处，机灌210处，总引蓄水量13637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27．41万亩，对控制旱涝，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改良土壤，改变耕作制

度和推广良种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促进了全县农业的发展。

全县现有耕地面积672232亩(其中集体耕地594810亩)，约占总面积的90％，人平占有耕

地1．15亩；有林业用地113．58万亩，约占总面积的28．5％。森林覆盖面积62．5万余亩(不包

括灌木林)，覆盖率为16％。粮食作物中，水稻产量占一半以上，其次是玉米、小麦、红薯、

洋芋和豆类。解放后，由于兴修水利，变一熟为稻麦两熟，提高复种指数，大力推广科学种

田，改革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粮食总产量由解放初的2．0568亿斤，上升到一九八一年的

4．6912亿斤。亩产由解放初的267斤上升到一九八一年的438斤。其中水稻2．4734亿斤，玉米

7281万斤，小麦7046万斤，红薯(折主粮)4735万斤，洋芋(折主粮)1552万斤。由于粮食

产量逐年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九八一年全县交征购粮5505万斤，超购粮800

万斤，议购粮729万斤。社员人平分粮达到581斤。

经济作物以油菜、菜头，毛烟、海椒为主，近几年来，油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一九八

一年达57479亩，产油菜籽78218担。近两三年来，多种经营发展较快，主要品种有茶叶．方

竹笋、蚕丝、水果，桐油、学麻、生漆、榷子等。我县还盛产药材，主要有天麻、黄连、麝

香、五掊子、云木香、川芎、常山、白芷、黄柏、杜仲、党参等。近年来，弥猴桃等野生资

源开始得到利用和保护。我县大观红茶、南川渍盐笋(方竹笋加工而成)和人工培植天麻等驰

名中外。禽畜饲养，以猪、牛、羊、兔、鸡、鸭、鹅等为主。附产猪鬃、肠衣、兔毛以及桐

油、蚕丝、红茶、盐渍笋等同为重要出口物资。一九八一年产茶17246担，其中红茶12390担，

黄连222担，天麻41担，桐籽14750担，生漆100担。同年生猪出槽数达236057头，年底存栏

数339529头。一九八一年集体农业总产值13129万元，其中农业8594万元，林业610万元，牧

业2767万元，副业1145万元，渔业13万元。一九八一年多种经营总值为2320万元。每个劳动

日值0．45元，社员人平分配收入82元。东方红公社东方红六队劳日值2．1元。南平公社后山

大队三队人平收入287元．

二、工业 ．

我县矿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煤、铁、，铝、硫铁矿、滑石、’石膏、磷矿、石

棉、硝．铀矿、白云石、陶瓷玻璃沙、石灰石等矿藏。煤、铁、铝矿主要分布在南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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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江、小河四个区，其中南平、东胜、水江等公社可开采的煤(据地质调查)总储量达

8500多万吨。金佛山煤呈三角形分布，蕴藏量约为4000多万吨，目前在城附近各公社已进行

常年性开采。除主要供应本县的工、民用煤外，还大量供应涪陵、重庆市。滑石产于南平、

先锋、南极、东胜、水江一带。石膏产于合溪、半河等地，都有少量开采，运销重庆和川黔

边境十多个县。硫铁矿分布在岭坝、先锋、丁家嘴等地。二叠纪煤系中，储量约100万吨，

巳进行常年开采。县磷肥厂生产的磷肥销邻近几县，支援农业生产。硝分布在合溪、头渡公

社。石棉产于先锋的余家祠东西及东胜公社的三泉南面，稀有的铀矿分布在大石堡、马鞍山

一带。自云石和石灰石主要分布在丁家嘴、南极、三泉等地。

解放前，全县除少数几家私营铁厂、煤厂、铸锅厂、松香厂和小型火力电厂外，其余都

是一些零星分散的个体小手工业。解放后，在利用矿藏资源的基础上，本县工业迅速发展，

采矿和加工工业比重迅速增加。境内现巳拥有中央、省、地、县办的机械、仪表．纺织、皮

革、造纸、印刷、粮油加工和食品酿造等工业，计有中央厂矿六个，省属厂矿五个、地属厂

矿四个，县属国营厂矿二十八个、集体厂矿二十四个。一九八一年县管计划部分工业总产值

为7561万元。主要产品产量：原煤62．3万吨，磷肥625．56吨，氮肥15732吨，水泥48867吨，

机制纸8469吨。

社队企业是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行业，它在我县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到一九八一年底止，全县有60多种行业，有大小不同的企业660个，产品有300多种，其

中规模较大，形成行业系统的计有：煤厂41个，红茶厂34个，水泥厂17个，酒厂25个，瓦楞

纸厂9个，农机站63个，电站39个，农具厂13个，榨菜厂8个，大队茶场169个。较大的社

队企业有年产三万吨普钙的磷肥厂、设计年产一万吨的啤酒厂和年产两千吨的玻璃厂。一九

八一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3494万元，比一九七六年的477万元增加6．33倍I利润为391万

元，比一九七七年增长2．52倍。统计上报的公社工业产值为2208万元，约占全县工业产值的

29％，上缴国家税金1846000元，占全县工商税的20％以上，对完成财贸金融任务起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

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和社队电站不断发展。全县巳建成水电站70处，装机107

台，装机容量13027珏。一九八一年发电量为3289万度，解决了七个区，46个社(镇)，348

个大队，1670个生产队的群众照明和部分工业用电。

三、交通

解放前，县境内仅有一条由西南进东北出的川湘公路，境内长60公里。由于境内地形复

杂，交通闭塞，运输多靠肩挑背磨。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修(省管和

县管)公路37条，总长677．475公里。其中南(川)涪(陵)公路，南川段长36．4公里；南

(JlI)道(真)公路，南川段长55．12公里；南(川)增(福)公路，南川段长55．5公里。

一九八一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743．475公里(其中柏油路面49．5公里)，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

9．27倍。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运输网。全县46个社(镇)均有公路相通，43个公社

(镇)巳有定时客运班车。此外，全县修有机耕道1700公里；通245个大队。解放前全县仅

有几部木炭车，一九八一年全县已有汽车577辆，其中客车44辆，大中小型拖拉机917台，

其中小型拖拉机占69．13万。并建立了专业搬运社和汽车队。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的建成，运

输机具的大量购置，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方便群众，减轻群众劳动强度，发展工农业生产

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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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业

解放前的南川，是一个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商业落后的地方。全县只有隆化、南平、

水江、大观四个集镇经商布疋、棉纱、山货．土特产、油脂、牲畜、铁器、五金、百货和日

用杂货等，其余场镇以粮、盐交易和经商百货为主。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

发展，人民生活盼El益提高，商业不断繁荣兴旺。县、区、社均设有百货、生资、五金、土

特产、废品回收和各类副食品经销门市部，此外，还有饮食、旅馆、理发和各种修理服务行

业等。全县商业企业等机构1875个，职T5004人，经营品种繁多，琳琅满目，除有工，农业

产品，日用生活用品，土特产品外，还有各类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各

种中、高档商品。全县90万以上的大队办有代销店。一九八一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

9070万元，其中商业零售7855万元。一九八一年销售各种布疋545万米，人平9．1米。社会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4505万元。全县有银行、储蓄所、营业所、办事处、分理处、信用社等64．

个。一九／k--年底全县存款总余额达50182万元(含储蓄在内)。

五、外贸

我县的对外贸易机构是一九六二年建立的，机构建立后，业务逐年都有发展，特别是党

的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更快，一九七八年收购总产值109．8万元上升到一九八一年540万元，

比一九七八年增长4倍。外贸的主要品种是茶叶。茶叶种植面积，一九六九年前仅有2000余

亩，产细茶600担，一九八一年种植面积达500万亩，产细茶13460担，其中红碎茶由一九七

八年的2676担上升到一九／k--年的12390担，且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信誉。粮油食品类有金

佛山方竹盐渍笋、盐渍菜头．盐渍蘑茹、土豆等，出口量达1278吨，产值由一九七八年的

3．3万元上升到一九八一年的64．5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18．5倍。其中盐渍咸笋出口量达

400吨，产值40万元，畜产品类产值一九七八年为30．5万元，一九八一年达到了55．2万元比

一九七八年增长80％。近年来畜产品类新上了皮件劳保手套项目，一九八一年出口8700打，

产值达34．8万元。一九／k--年，新创出口产品胱氨酸1吨，产值9万元，填补了我县化工医

药类出口的空白。

文 教 卫 生

一，教育

解放初期，全县仅有南川县立初级中学、南川县农职初级中学，以及私立南川道南初级

中学、南川南屏初级中学、南川协和女子初级中学。小学有238所。教职工共有527人，在

校中小学生14565人。解放后，我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到一九八一年已有中学38所，中等

专业学校一所，小学458所，共为497所，为解放初的2．04倍。教职工共为4596人，教职工

人数为解放初的8．7倍。在校高中生2755人，初中26679人，中等专业学生376人，小学生

105489人，共134923人，为解放初期的9．03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2％。农村业余教育成绩

突出，巳基本扫除文盲的公社27个，全县现有农村业余中等技术学校和业余扫盲班821所，

在校学生30707人，教员和区社教育干部82人。南平区巳成为无盲区。南川教师进修学校有

职3"27人，现有业余进修函授生443人。职工业余教育成绩也很大，参加电视大学、函授大

学等自学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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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我县文化事业从无到有，发展很大。解放前只有一个私人经营的_复兴书店。，另有一

个。仁社骨图书馆，由县国民党政府教育科经办，藏书不过几千册，只有一个私人经营的戏

院。现巳发展到县文化馆，新华书店、县图书馆(现藏有各种<类>书籍21248册<不包括杂

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县文工团、少年之家、业余剧团等。全县现有电影院10所，电影放

映队57个，电视差转台10个。广播事业以县广播站为中心，已有社(镇)广播放大站45个，

直通234个大队，占全县大队数的52％，1304个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的39．6％，33187户，

占全县总户数的29％，安装喇叭32540只，巳建立公社文化站10个。

体育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建起了体育馆，组织起了业余体校。城镇机关、农村、厂矿积

极推行_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自力更生兴建了不少球场，开展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丰富

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了人民体质。

三、卫生

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卫生院，医务人员10人，病床8间，设备也非常简陋。除大观，

水江、鸣玉、南平四处设有卫生所外，全县仅有25处私人中药铺，缺医少药现象非常严重。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卫生事业的发展。一九]k--年，县城已有县医院、中医院、精神

病院、麻风病院和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所，各区、社(镇)以及厂矿医院86所。职工

总数1289人，病床1124张。还有大队合作医疗站437处，赤脚医生916入。形成了医疗卫生

网，极大地提高了防病治病能力，过去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变，提高了群众健康水

平。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一九八一年计划生育率为69．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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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筑“普泽寺”大雄宝殿之一角。现南川中学校址

南川县交通较

为方便，实现社社

通汽车，有力地支

援了城乡物资交流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自i发展。图为南川

县城南侧——川湘
公路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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