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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便于互相交往和联系，对于自身活动范围内各种

自然地理实体所共同约定的语言符号。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地名也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所

以，地名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逐渐演变的一面。当近代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国际

交往日益频繁，地名就不仅同人们的日赏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同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

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对地名的稳定性、科学性和标准

化，都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我们汇编了这本《屏山县地名录》，供各机关单位和

各行各业在今后工作中使用。在使用中请注意地名的严肃性，不要随意简写，省写或变更，

以利工作。

《屏山县地名录》是根据屏山县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汇编成册的。屏山县地名普查工

作，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告一段落。四项成果资料于一九八三年五月

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第二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总局1967年版I：

50000地形图为基础进行的。图上原有地名141 9条，删掉了已经消失或重复的地名66条，增

加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其驻地等地名874条，现有标准地名共2228条。其中作了正字．正

音．正位处理的地名533条。

这2228条地名，按类别区分是：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名称1578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7l条，

企事业单位名称20条，人工建筑物名称42条，名胜古迹17条。另外还编写了各类文字概况材

料58篇．

本地名录还需要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1．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中归入“其它”类别的地名有124条，乍看似乎过多，但实际上却

正是大山区地形比较破碎的客观反映。例如“三倒拐”这一地名，反映的就只是一条“之”

字形山路。又如“双石梯”这一地名，也不过是山坡上的一小段梯级石板路而已。均非自然

村，也无普遍而又专门的名称，故纳入“其它”类。
。

2．在地各标准化过程中，我们本着照顾历史习惯，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恃点，适应

新的形势，并考虑文字通俗，使用方便等原则，对每一条地名均进行了认真而又慎重的考虑

和研究，作了必要的处理。但我们保留了一条已延续使用达七百年之久的“蛮錾司”这一地

名．蛮彝司古名溪口，元至元十三年(公元l 276年)建马湖路总管府于此，并分置蛮彝长官

司。元大德四年(公元I 300年)，马湖路总管府迁至屏山后，蛮彝长官司即为此地最高行政

官署。自元代以至清初，蛮彝长官司曾领有今新市区，中都区及雷波县境，长官司长官官职



为正六品，由本地民族世袭，故彝汉两族人民长期以来均称此地为蛮彝司，直到解放．解放

后虽在正式场合废弃了这一地名，但群众中仍在使用，故我们在新市镇街道名称中保留了这

一地名，在I：50000的地图上则不载．

3．地名录中所引用的数字资料，概以县统计局一九八。年统计数字为准．

地名概况资料中的历史沿革部分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

编的《马湖府志》，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编的《屏山县志》，清光绪二十四年(公

元1898年)编的《屏山县续志》．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屏山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屏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jk--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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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县概况

屏山县位于东经北纬28。287—28。517，103。367一104。237之间。地处四Jll省南部．金沙

江下游北岸。东界宜宾，西邻雷波，马边，北连沐川，南与云南省绥江县隔江相望。县城名

屏山镇，东距宜宾市210华里。全县的地形是东西宽，南北窄。小凉山支脉从西向东，横贯全

县。山岭以南有新市，中都．锦屏．福延等四个区，属于金沙江流域。山岭以北有龙华，大

乘两个区，属于岷江流域。全境地势，总的来看是西北高、东南低，且高差较大。最高的老

君山主峰海拔2008米，河谷地带最低海拔仅298米，相对高差达1710米，一般均在200"一800米

之间。山岭沟谷纵横交错，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山地约占95％，其余5％为深丘。出露地

层有：第四系新冲积，自垩系夹关组、天马山组，侏罗系蓬莱镇组，遂宁组，三迭系雷口坡

组，飞仙关组．二迭系宣威组、茅口组。土壤分布：沿江河为冲积土，紫色土区，二半山多

为紫色土，高山为黄泥土，冷沙黄泥，棕紫泥，黄壤等。年平均气温为15℃，极端最高气温

35．4℃，最低一4．8℃，高低山之间相差6—8℃。垂直气候分异明显。无霜期为260""340天。

平均日照950／]、时，10℃以上积温4500度。年平均降水量1066毫米，分布不均，沿金沙江及

中都河河谷地区，年降水量不过800毫米，且多集中在7—9月，二半山地区约1000毫米，高

山地区为1200一1500毫米。带有明显的南亚热带气候属性，四季不十分明显。

全县总面积144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57677亩，占总面积12叻。宜林地619344亩，占总

面积28．84。现有森林面积392627亩，覆盖率为184。境内有大小河流溪沟104条，除金沙江

外，较大河流溪沟多由中部山梁起源，向南，向北流入金沙江和岷江。水利条件较好．解放

以来，根据山区特点，兴修了各类水利工程3063处，有效灌面为9．4y／亩。其中规模较大的

有两条大堰：一为中都大堰，建成于1955年，流经中都．白塔，太平，平和等四个公社，灌

面2600亩。一为丰收大堰，建成于1975年，主干渠长达24公里，流经太平、平宁，大桥，安

和、新安等五个公社，灌面为6000亩。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理论蕴藏量14万配，可开发量

5万跹。现已修建了大小水电站92个，装机容量为4200珏。为发展农副业生产及开展多种经

营提供和创造了较为优越的条件。

物产也比较丰富：矿产有铜。铁，煤．石灰石等。农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薯类，

豆类、油菜为主。经济作物兼有温带、热带特点，品种较多，从茶叶．油桐，乌桕直到紫

胶、白蜡、香蕉均可种植和生产。林业生产也因气候，雨水适宜而得天独厚，针叶林，闲叶

林均能生长。牧业生产更有广阔的发展潜力，特别是草食牲畜。

1980年底．全县行政区划为6个区，下辖2个镇，40个公社，248个生产大队，1637个

生产队，43803户，214673人(男1 10l 91人，女104487人)，其中农业人口I 94 920人，占总

人口90．84。全县人口出生率为15．9‰，死亡率7．3‰，自然增长率为8．64‰。

县内居民以汉族为主。在与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壤的新市，中都两区所属7个公社，住有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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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人，清乎公社尚有苗族97人。此外还有少数回族，白族．独龙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1．65％。

据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l 555年)《马湖府志》及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屏

山县志》记载，屏山县在汉，晋时，先后属犍为郡，越错郡。唐代属戎州都督府所辖驯州，骋

州、浪州，殷州。宋代属叙州，通称马湖部，意谓马湖江一带之蛮族部落。马湖江即今金沙

江下游自雷波以迄宜宾一段。所谓蛮族，即当时居此之少数民族。宋徽宗时(约公元1110

年)因马湖部夷都蛮名腊曲者在国初曾有功于朝，特敕封为黑龙土主。其三世夷惊授宣义郎

袭尉校，任夷都七村都大使。夷都即今中都，七村包括今屏山，沐川全境和雷波，马边各一

部份地区。元至元13年(公元1276年)置马湖路总管府，领戎州、长宁军。府治在溪口，即

今新市镇。元大德4年(公元1300年)始迁至今屏山镇，分置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夷

都，雷波等六个长官司，辖今屏山、沐川、雷波、马边及云南绥江一带。明洪武4年(公元

1371年)改为马湖府，设土官，置泥溪，平夷，蛮夷、沐川四个长官司，知府及各长官司长

官均世袭。明弘治9年(公元1496年)改土归流，府官始由朝廷任命。明万历1 7年(公元15

89年)置屏山县，系以境内名山——锦屏山(城北l o公里，山峰突起，状若屏风)而命名。清

雍正5年(公元l 727年)撤马湖府，留屏山县，属叙州府。雍正6年(公元1728年)，将今绥江

县划归昭通府，雷波分治为雷波卫。乾隆29年(公元1764年)，马边又分治为马边厅。屏山

即辖今屏山、沐川两县，仍属叙州府。民元以后，属永宁道。1935年改属第五行政督察区，

后为乐山专区。1940年沐川又分治为县，屏山即保持今状，直到解放。解放后仍属乐山专

区，1956年以后改属宜宾专区。

屏山县地处边陲，历史上社会动乱频繁，自然条件又差，故长期以来耕作粗放，生产落

后。解放前夕的1949年，粮食总产量仅2830万斤，最高的1941年，也不过5 250万斤。解放

后，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改变了生产关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生

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迅速。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540万斤，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

加了1．4倍，为国家提供了商品粮1 681万斤，仅此，即相当于1949年全年产量的60％。农业

(包括林牧副渔)总产值为2815万元，比解放前增加4．5倍。

多种经营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品种多，门路广，1980年的产值已接近农业总产值的

一半。逐步形成拳头产品的有：茶叶(细茶)4442担，柑桔13730担，油桐子13255担，乌桕

子37066担。驰名中外的金河芋片也在恢复发展过程中，1 980年收购292担，填补了市场空

白。此外，比较大宗的还有笋干1804担，甘蔗1480万斤，草纸7131担。其它产量虽不高，但

经济价值较大的还有蚕茧880担，五楮子483担，白蜡1 32担，紫胶87担。

畜牧业生产发展也较快。l 980年全县有牛1 3800头，约每三户农业户饲养一头，每年可

向兄弟县市供应耕牛300头，菜牛200头左右。生猪饲养数为166250头，平均每一农业人口饲

养0．85头。现正利用山地草坡发展牛、羊生产，已在屏边，清平两公社试建以羊，牛为主的

畜牧场。

据史册记载及民间传说，屏山素为有名林区，宋代叙州(今宜宾市)即专辟木市，以容

屏山运来之木材。明成祖在北京修筑宫殿，曾派专人至中都伐取楠木。清初移民至屏山时．

屏山城内均树木成林。解放初期的屏山，也仍然林深树密。但近二十年来，由于重采轻造，

以及乱砍滥伐，使绝大多数山头成为荒山秃岭，很多公社竟至烧柴都成困难。现仅屏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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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聚籍、·龙溪等公社尚有少数天然林，木材蓄积量不过l oo万立方米。l 980年狠抓了造

林，当年造用材林72454亩，薪炭林．竹林5073亩。

工业方面，解6文以前仅有I 9P私营食品工业和为数不多的小手工业，如食油，食糖．草

纸、小煤窑等，咿值不过52万元。经过解放后三十年来的建设，到l 980年为止，已有轻重

工业企业177个，生要有水电站，铜矿、煤矿，农机厂，印则厂、纸厂，榨油厂．酒厂，糖

厂等，固定资产总值为375万元，总产值为950万元，比解放前增加了17倍。

全县工农业像产值为3765万元，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25．2％。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的购买力有了显著增长。人平购买力近100元。1980

修筑了屏(山)宜(宾)、屏(山)龙(华)、沙(滩)马(边)中都段等公路，基本上已
‘

把县书区连接起来。县属交通企业也相应有了发展，县航运公司拥有拖轮2艘，计640匹马

力，驳船1 9艘，载重量2589吨，1 980年货运量为56632吨，客运152355人次。县汽车队也拥

有客货车7辆。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1980年全县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10所，小学299所，共

有教职员工1812人，在校学生40864人，比鳃放前增加七倍。还有培养中级卫生技术人员的

卫校～所，教师进修学校一所，分别由卫生局和文教局直接领导。县建有文化馆一所，电影

院一座，电影队27个，剧团一个。广播事业发展也颇有成效，县、区和大多数公社均建有广

播站。全县243个大队都有广播线路相通，线路总长4407公里，安装喇叭25484个．可供39869

户人家收听。并在屏山，新市、龙华三地分别安装了电视差转台，全县60％的地区都能收看

／到电视节目。医疗单位遍布城乡，有县人民医院一所，县妇幼保健站和防疫站各一所，区中

7心卫生院五所，公社(镇)卫生院42所，其它卫生事业2处，共设有病床394张，医务人员

／61 3人，其中医护人员达546人。

屏山县古代曾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汉代以后，汉族势力不断向此发展，少数民族本身也

／ 不断地进步，其中有的还接受了汉文化，与汉族相融合，因而留下了一些记载、传说和古

迹。这些有形和无形的资料，对研究屏山县的历史沿革和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今录其

最著者，也算是对屏山县的古迹作一叙述：

一，在县城西郊无量洞一带，有不少岩墓(凿岩为洞，内置棺木)。墓中出土的陶器，

经省文物处考证属于东汉遗物。据此，说明屏山至迟在公元220年以前即有历史可循。

二、安全公社所属洪溪岩，岩顶上有宋代所建之沐川、赖因两古寨遗迹。据宋会要辑

稿：两寨均为军事重地，唐代南诏入寇，东路疆p经此出犍赢，北上成都，故修寨御之。因

此，这两个古寨的名称及方位的确定，对研究南诏和大理与唐宋的战争有一定的地理历史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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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另据传说：诸葛亮南征时，西路即经此攻入大凉山。洪溪岩以西20毕里有～地名Ⅱq十仗

空，即因汉军在此连打十仗始下而名。洪溪岩以南20华里有一山岩名指箭岩，岩上有箭状物

隐约可见，传为孟获让一箭之地的遗迹。

三、在楼东场东I 5华里，有古焚人乞子石遗迹，解放前乞子石下尚有宿。可说明屏山县

在古代可能是焚人居住地。

四，明嘉靖三十四年编写的马湖府志载： “唐长庆中(约公元820年)，置戎州都督府，

治县五，有⋯⋯马湖⋯⋯义宾⋯⋯泥溪⋯⋯开边⋯⋯十一镇”。其中马湖，泥溪均在屏山．

又据《通鉴》唐纪：“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按今新

安公社古名平夷，其地确有古城遗址，或即马湖镇。

五，中都古名夷都，现存有大量明正德12年(公元1 5I 7年)袭沐川长官司承务郎之职的

夷氏首领夷靖所修之庙宇、庄园，避暑地等。据夷氏家谱，称其族为鱼凫之后，很值得研

究。夷靖的汉文化水平也相当高，擅长书法，精通诗文，在海来溪一带留有不少自书的匾

额．诗词。中都场东约5华里处有一古墓，墓前有石人石马，1952年此墓被盗，据出土碑

文，是夷靖父母之墓。又据屏山县志：夷氏后裔予明万历18年赐姓为夏，故今中都、新市区

有夷、悦，夏三大姓，自云先世为一个家族，三姓之问不得通婚。

六、屏山县境内古庙甚多。传说仅屏山县城周围和中都场附近即各有庙宇48座，多系明

代及清初所建，惜大部分已毁。现存年代较远者有：位于清凉公社的清凉寺，据庙礴记载有

宋咸淳中重修字样。位于屏山镇东郊的万寿寺，始建于元泰定年闻(约公元1 325年)．位于

屏山镇小南门的禹王官，建予清初，宫内石柱上刻有清咸丰Io年(公元1860年)、嘉庚I 3年

(公元1808年)，1923年，1954年、I 966年大水水位标志。位于中都场的大王庙，内原有一

木匾，上刻有大周年号，证明此庙建于五代或更早。位于中都公社笑和大队的八方寺，建于

明正德7年(公元I 512年)，内有石刻佛像群，尚保存完好。

七、清末，屏山就有人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较著者为杨功甫，曾与熊克武等人

四处奔波，组织起义。后在宜、屏间组织起义时不幸被捕遇难，时为1910年正月16日，葬于

五峰公社庙坝大队。l 912年民国政府追认为烈士，并修墓立碑刻文以纪之。现墓仍完好，可

供人凭吊。

八．1927年，共产党员徐经邦在屏山组织农会，于农历3月率农民数千人举行暴动，指

挥部设在县城西郊之华光殿，围攻县城十天不下。1927年农历4月，徐经邦烈士被反动派杀

害。解放后，徐经邦同志被定为革命烈士。现正计划将华光殿作为革命遗址予以保护。

其它可记之事物尚多，且留待撰写县志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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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区概况

锦屏区辖屏山镇及锦屏、清凉、金沙．龙桥、富荣，红椿、青华等七个公社，总面积

246．6平方公晕。有四条街道，47个大队，270个生产队。总户数9，323户，总人口：43．137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222人。耕地47。847亩。

全区地形大体为一曲尺形，以锦屏公社为坐标，西沿金沙江上溯清凉．金沙至龙桥的新

开滩大队。北经红椿、青华、富荣，直抵宜宾县的晒金公社。除沿金沙江北岸和富荣河两岸

有部份坝地外，余均为海拔700～1900米的山地。但因位于老君山以南，属于金沙江流域，

故气温较高，雨量适中，为发展农副业生产和开展多种经营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本区的农业以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薯类、豆类为主。经济作物以乌桕，油桐，茶

叶、蚕桑、红麻等为大宗。据1980年统计：粮食总产量为2，300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322

万斤。主要经济作物产量：茶叶约4千担(其中细茶1200担)，乌桕子约7千担，油桐子2

千担，红麻2千5百担，蜂蜜500担，蚕茧260担，柑桔1．380担。其它土特产品，如紫胶、

芋片，五楮子等产量也都在50担左右。

本区自然资源也比较丰富，屏山县地方国营煤矿．铜矿均在本区境内。

锦屏区公所驻屏山镇，屏山镇也是县级机关驻地，为屏山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明两代，屏山为马湖府，锦屏区属于泥溪长官司，司治在今回龙大队，故回龙大队

至今还保留着“司里头”这一古名。

1931年，国民党政府始建区一级机构，全县划分为两个区，今锦屏，龙华，福延，大

乘四个区划为一区，区治在福延。1934年分划为四个区，一区即辖今锦屏区所辖范围。1941

年以后，将今龙华区并入一区，直到解放。1951年将今龙华区分划为第4区，1956年又将4

区并入，1961年体制调整，又将4区分出，并根据区内名胜锦屏山而将一区更名为锦屏区。

本区开发时间较早。五十年代即在锦屏公社无量洞一带发现东汉时代的岩墓。县城东曾

有纪念宋代文人黄庭坚谪居宜宾时(约在公元1094年)来屏途中曾避过雨的涪翁洞。明代修

建的庙宇则比比皆是。

屏山最为著名并因之而命名的锦屏山，亦在本区，山高1240米，呈一屏风状。解放后划

为保护区，进行了封山育林，故至今仍林木葱郁，青翠悦目。
一

最值得纪念的，是1927年，中共屏山地下组织，以徐经邦为首，组织三公．万涡，龙

桥，福延等乡数千农民举行暴动，在县城西郊的华光殿设立总指挥部，包围攻打县城前后约

十天。提出的口号是：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后失败，徐经邦烈士

于1927年农历三月初六日被反动派逮捕，同年农历四月初六日就义于屏山县城西郊泥溪湾。

这次农民暴动虽失败，但影响极为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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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镇概况

屏山镇位于金沙江下游，东距宜宾市210华里。东，西，北均为锦屏公社所属生产大

队，南隔金沙江与云南省绥江县石龙大队隔江相望。为一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宽约500米，

面积为1．5平方公里之小集镇。现划为四条街，设四个居民委员会，72个居民小组，有居民

2112户，8633人。

屏山镇见于史籍，约在唐代。唐长庆中(约公元820年)戎州都督府，辖五县十一镇，

其中的泥溪镇即今屏山，系以镇西郊之泥溪湾(今回龙大队)而名。宋代名泥溪村。元置马

湖路总管府，府治即在屏山，并在屏山设泥溪长官司。明改马湖路总管府为马湖府，屏山镇

属府城。明万历十七年置屏山县后，府与县同城，集镇名称即随县名改称屏山。民元以后，

城制未变，至1931年始设镇：划城区为东城、西城两镇，辖今锦屏，清凉，金沙、龙桥等

公社。1934年城区单独建中城镇。1939年改为城厢镇，辖今锦屏、清凉、金沙等公社。1941

年又恢复中城镇名称，辖区同上，直到解放。1950年将农村部份划出单独建乡，中城镇只保

留城市人口，建立区级镇。1958年公社化，改为锦江人民公社，属第一区领导。1961年体制

调整，恢复镇治，命名为城关镇，属锦屏区领导。1981年地名普查，因重名，经宜宾地区行

政公署批准，更名为屏山镇。更名依据是因长期来群众都习惯以县名称呼驻地故。

屏山虽在元初即为府治，但直至明隆庆(约公元1568年间)间始修筑城垣，清乾隆16年

后又予重修，城墙高5米，厚3．3米，总长为2．5公里，现仅存小南门、西门，北门三座城楼。

镇内驻有屏山县人民政府及锦屏区公所，是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属企事业单

位有农机厂，印刷厂、航运公司、造船厂，轮运站，汽车队及商业局系统的各公司，区供销

社等。镇办企业近几年也有了一些发展，有水泥厂，石灰厂，机制页岩砖厂，陶瓷厂．水陆

运输社、商旅店等，1980年产值达48万元，利润12万元。

除县属中学外，镇尚有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一所，在校学生和儿童1966人。还有卫生

院二所，街道医疗站一所。

交通方便，轮运上可至新市，下可至宜宾，公路可通龙华、大乘两区，以至新市，宜

宾。

屏山镇内尚保存有不少元，明及清初的建筑遗迹。如小南门之禹王官，殿堂立柱均为直

径50厘米之圆形石柱，高8—10米，石柱上刻有咸丰大水水位标记。西城之万寿宫，系明嘉

靖年所修，东郊原有一太平石，上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为明张三丰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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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屏山县

锦屏区

1屏山镇

屏山

东正街居委会

东正街

任家院子

核桃湾

猪市坝

张家湾

郭家祠

大十字

西正街居委会

西正街

西关坡

哕风门

大南门

南正街居委会

南正街

魁星搂

五灵庙

卖鱼桥

小南门

北正街居委会

北正街

汉语拚音

Pingshan×ian

备 注

元代在此置马湖路，睨改为马湖府，．印万
历17年(1589)始置屏山县，系以境内名
山锦屏山命名，沿袭至今。

JTnpi'ng Qo 因锦屏山而命名。

PTngshSn Zh吾n 原名城关镇，1981年依县名更为屏山镇。

PTngshSn 古名泥溪。后以屏山县名而命名。

D6ngzh爸n胪JOw苦lhuT 辖居民小组20个，居民2383人。

Dsng Zh吉ngj悖 镇东一条大街。

R6njlOyuSnzl --／j、巷，巷内原有一任姓居住之大院。

H吾t60wan

ZhoshTba

街北一巷。内有一核桃树，故名。

金沙江边，长期为买卖猪之场所。

ZhSngjlSw石n 街北一深巷。

Guojlaci

D5shTzT

一条小街，原有一郭氏祠堂。

十字街口，闹市区。

×Tzh每ngjI百JOw否lhul" 辖居民小组20个，居民1837人·

XT Z睛ng婀 从大南门向西行之大街，因名西正街·

XTguSnp5

HuTf爸ngm否n

Dsnsnm6n

NSnzh6ngjiB JOw吾lhu?

N6n Zh每ng_ii百

KuTxTngl6u

WfllfngmiSo

MSlySqiSo

×150nSnm(m

B苦}zh夺ngJI吾Jnw首lhu?

B百I Zh每ngJl8

学岗上Xu69Sngshang

西城门外一段斜坡路。

古西城门，现尚完好。石额上亥Ⅱ“哕风
门”三字，因名。

古南城门。现已拆除，修成水电局大楼。

辖居民小组16个，居民1，146人。

从小南门至大南门的二段街道，故名。

原有一魁星楼，现为食品公司。

庙毁，但地名仍在，位于轮船码头附
近。

城中一桥，解放前鱼市在此，故名。

南悔金沙江之古城门，现城墙尚在。

辖居民小组16个，居民1，402人。

位于城北，与南正街、西正街平行之一条
新街。
位于中学背后，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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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拚音

水井湾

一步两洞桥

官水井

灯杆坝

同善会

海椒庙

ShuTjTngw石n

YTbaII石ngd6ngql石o

Gu6nshu Tfing

D6ngg石nb5

T6ngshanhu}

H酋ijf石omiao

备 注

附近有一古井而名。

城中有蚂蝗、鸭儿两条排水溪沟，到此汇
合，以桥联之，能一步跨两沟，故名。

古代筑城时，所凿之公用井，历来为城内
居民主要饮水源。、

古代此地立有旗杆，晚则悬灯，故名灯杆
坝。

一冬深巷。．解放前有一同善会在此而名。
现为百司仓库。

一条小巷，因有一海椒庙而名。

。’-。。。。。-‘‘。_。。。。———’-_——-。。__’__—。。__-_-__-——-———__。一一，_!l|l l-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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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公社概况

锦屏公社位于屏山县城东北，面积38．5平方公里。辖11个大队，62个生产队，2049户，

9553人。均系汉族。驻地万寿寺。锦屏之名是根据本社境内有名的“锦屏山”而来。清末民

初，本社分属两合和万涡两个乡。解放前夕属中城镇的14_26等13个保。1951年春建立两
合、和平两个乡政权，辖11,6f-村。1955年冬将两合，和平两乡合并为两合乡。1958年公社化时

与清凉、龙桥等乡合并，命名为锦屏人民公社。1959年将原龙桥乡划出建立龙桥公社。1961

年体制调整，又分为锦屏，清凉两公社至现在。

锦屏公社南临金沙江，北界富荣公社，西邻清凉公社，东接五峰，新庄公社。海拔在

300"。1200米之间。境内高．矮．二半山皆有，温差较大，矮山和二半山部份的无霜期约lo个

月。年平均降水量，高山四个大队在1200毫米左右，矮山部份仅有700——800毫米。近年修

建了一座蓄水量为30万立方米的。一百步”水库，加上为数较多的塘堰，水利条件已大有改

善．除少部份生产队外，一般均属于稳产区。

全社有耕地面积1 1 338亩。宜林地2200亩，近年来通过多方努力，已植造用材林90亩．

油桐，乌桕100亩，茶园38l亩，果园125亩，桑树2万多株，零星果树5．6万株。粮食作物主

要有玉米、水稻、小麦．薯类等，经济作物有水果、蔬菜，蚕桑、茶叶、油桐，乌桕，竹

木，野生药材等。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629万斤。农副业总产值为72．5万元，其中副业产值

为22万元，占农副业总产值的30％。1980年毛猪存栏4858头，当年出栏肥猪2626头。现有耕

牛46l头，每年均可调出数十头支援缺牛地区。

近年来，社办企业有较大发展。1980年固定资产已达14．5万元。有农机修配站、拖拉机

修配站、木具加工厂．酿造厂各一个，有载重汽车2辆，中型拖拉机一台，木船2只，打渔

船四只，全年产值为15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现有完小l所，村小9所，入学学生2000多人。有公社卫生院l

所，医务人员9人。还有电影队1个．

屏山县内比较出名的锦屏山，位于本公社东北方，山高1240米，形如屏风，林木苍郁，

清心爽目。山左有明成化年间(公元1470年左右)修的太洪寺，已有500多年历史，原门前

有杉柏各l株，高达10米以上，胸径也近l米，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砍掉。庙宇也多毁败，

仅存大殿一角，现交与太洪寺苗圃使用，周围已辟为苗圃。

已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万寿寺，为明代建筑，就在公社办公室附近。位于屏山县城东

郊的附城大队境内有一株古荔枝树，经鉴定已存活千年以!二。还有一明代孝子墓，墓石刻有“天

经石”三字。位于县城西郊的回龙大队，旧名泥溪湾．司里头，有泥溪长官司司治遗址。东

汉岩墓群及一九二七年农民暴动总指挥所所在地——华光殿也都在回龙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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