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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社，经报上级审查批准。新改了名字，全县153个大队以序数命名的，本着尊重历史，保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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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了新名。同时以

·5万地图(一九六O年至一九七三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7 18条， 删去了不复

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II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99条，共110条，占图

上地名的25．40呖．新增大队等地名285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

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

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

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都经多次校核审定，是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我们翠

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汇编成《青神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I·5万地形图，缩制成I，lo万的青神县地图；

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

况材料共23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

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707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i占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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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录引瑁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O事县巍计局统计年报，人口为



公安部门一九八0年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

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用青神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青神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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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神．县概况月仰‘毋慨仉

青神县位于四川省串部。面积约392平方公里。东靠仁寿．井研县。南与乐山市接壤，西

与夹江县毗邻，北与眉tit县交界。地理位置东经1 03。41 7-1 03。597，北纬29。42 7--29。557之

同。县辖1个镇，l 7个公社。7个集市，l 53个生产大队，11 21个生产队；1 81 654人，其中农业

人口164355人。除少数民族8人外，均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城厢．

(一)历史沿革

据《尚书·禹贡》记载，青神县夏朝(约前2l世纪一约前161t!：纪)时属粱州之域，商，周

(约前1 6世纪—前221年)时属古蜀领地，秦(前221年一前206年)属蜀郡地。西汉初属南安

县，隶蜀郡．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45年)隶犍为郡。自此历东汉、蜀汉，两

晋、宋、齐一直未更改．粱武帝“普通”中(约公元524年)置齐通郡及青州．以州统郡，领

县一。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改青州为眉州． 。恭帝。(公元554年)于南安县

置青城郡及青衣县．以蚕丛氏青衣劝农桑为名。郡，县治均在思蒙河水I=i的百花镇，隶眉州。

周武帝“保定”二年(公元562年)改青城郡为青神郡，青衣县为青神县．即青衣蚕丛氏之神

也．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郡，县属嘉州。。大业”二年县属眉州，。大业”八年

(公元612年)罢州，属眉山郡。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属嘉州犍为郡。。武德”二年

(公元619年)属眉州。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县治移今址．五代，两宋．元朝仍隶眉

州。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并入嘉州。。洪武”十三年(公元l 380年)复置青神县，

属眉州。清。康熙”六年(公元1 667年)并入眉州。“雍正”八年(公元1 73 o年)置青神县，

隶眉州．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废州称道，青神县隶四JtI省上南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

(公元一九三五年)青神县直隶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区。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

建立乡，保，甲制，全县计19乡。201保。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青神县解放。一九五O年成

立县人民政府，属川西行政公署眉山专区。县设3区、1镇，18乡．一九五三年属四JiI省乐山专

区．同年并研县的团结乡(今天池公社)划归青神县．一九五五年撤区，县辖1个镇。．18个

乡。一九五八年撤县，改为眉山县青神区。一九五九年青神所辖的土主．梧风公社划归夹江

县，一九六二年复置青神县。将青神所辖的莲花公社划归眉山县，眉山所辖的麻柳场划归青

神县。

青神县人民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

榨迫使人民奋起反抗。青神民王小波及其妻弟李顺聚众起义于县境内熊耳山。(即今青城公

社土主大队。按寰宇记云：青神或称青城，观宋史杨栋传眉州青城人可证。)小波，李顺提

出：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都来附．起义军迅速攻陷青神，绕眉山．攻下彭

山．杀县令齐元振。后北进攻打江源(今崇庆县)，杀巡检使张记，小波不幸中箭身亡．众

推李顺为帅，领起义军数十万，克绵，汉，邛诸州。“淳化”五年攻下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

达一年之久．这次起义从很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统治。王小波．李顺的名声长久地在人民

群众中广泛流传。

={匕伐战争时期，青神就有党的地下组织．曾相继建立了县委和中心县委。领导和开展农



运．妇运．学运，除奸反霸等革命斗争。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举行了有名的西山起义，由于

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路线错误，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反

动势力．唤起了人民的觉悟，有的同志后来离开了家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
’

(二)自然条件

青神县地处川西平原南部边缘，地质构造出露地层为第四纪的新老冲积层和白垩纪的红

色岩层，即粘土．贬粘土，砂卵砾石与泥岩粉砂岩及砂岩层．岷江冲积层中含沙金．白垩

纪岩层中含石膏矿．

境内最高山为天池公社的天池山。海拨720．7米，最低处汉阳公社李咀儿。海拨375米。

岷江由北向南纵贯县境，形成带状平川，将本县分成河东，河西两大部分．县内大部分是丘

陵，约占总面积的77．9呖。其中深丘主要分布于氓江以东与仁寿、井研．乐山的交界处，属龙泉

山脉尾段．宜发展经济林木和农付业。浅丘大多分布于沿河两岸平坝的两侧地带。约占丘陵

面积的59．5％．土质属大土和小土，农耕发达，是本县粮油主产区．平坝主要分布于岷江，思

蒙河、金牛河沿岸的大部分地段。土质属壤土，沙壤土和沙土，宜于粮经兼作。

全县有宜林山地14。7万亩，其中林地9万亩．试环绿化地5．4万亩，林地多系松、杉为主

的常绿针叶林、阔叶林和灌木林。

本区域属长江流域岷江水系。县境内江河纵横，除岷江外。还有思蒙河，粤江河，沙溪

河，金牛河、筒车河及I 4条主要溪沟．岷江流经11个公社．全长40公里。过去由于历代反动

统治腐败，水利失修，使岷江变成了灾害性河流。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对岷江的治理，

先后修建了防洪和栏水工程多处．一九七四年以来，国家投资140万元，社队投工l，298万个

(折397万元)，修建了高12米，顶宽8米．底宽50米。长1 04}里的防洪大堤和防洪闸门一：

座．从而使沿江两岸的2 7500亩耕地及3万多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洪水的危害。一江五河是本县

农田灌溉和发电的主要水利动力资源。岷江河面宽，水深而平缓，是全县主要运输孔道。

也是丰富的天然渔场．尤其岷江的平羌山峡，出产世上稀有珍贵的。江团”为鱼类中的上等

佳肴I ．．

本县属亚热带湿润气侯。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温度为l 7．I。C，极端最低气温为

_3．4。C(一月)，极端最高气温为37．7。C(七月)．年降雨量为1095．8毫米，大多集中于夏

秋两季．年日照11 81．7小时，无霜期31 3天，宜于农作物生长。但受青藏高原干冷气团和峨眉

山气候影响形成的春早，暴雨，冰雹等，给部分地区也造成严重灾害． ，’

(三)经济概况

全县一九八O年国民经济总产值4650．66万元(包括省属粮油加工企业)。人平产值25 6

一
、

兀．

农业；现有耕地1 89960亩，约占总面积的34％(田127705亩，土62255亩)。农业人口

平均I．12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2叻)，其次是小麦．玉米，红

苕．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其次是花生、土烟，甘蔗，蚕桑、茶叶．水果等。 ：

解放前，水利条件差，只有部分平坝引鸿化堰水灌溉，其余多数耕地水源不足，山区缺

水更为严重。加上早．涝灾害频繁，粮食产量极低。解放以来，全县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已

填岔河6条，改造河滩地I 700亩。修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I座，小(二)型水库34座。

山坪塘853口，石河堰98道，电力提灌站I 82处。还改造了鸿化堰灌溉系统，灌溉面积由解放

前的14000多亩增加到36000亩，使多数灌区达到自流灌溉。同时还修通了彭山通济堰支幕和

·名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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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的暮颐堰支渠，灌溉我县耕地7520亩。以上各项水利工程蓄，引，提总水量达6055万立

方米，共灌溉农田12．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6呖。丘区大部分耕地均由一季改为两季，多

数地区做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我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县一九八。年粮食总产I 3686．70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l 34．9％．人平分粮631斤．

为国家提供商品粮2113万斤。水稻9086．42万斤，亩产665斤，增长219．88呖；小麦1881．68万

斤。．亩产326斤，增长853．03％：玉米l 71 6．99万斤．亩产421斤，增长752．24％；红苕664．93

万斤，亩产246斤．。增长557．56％。经济作物方面，一九八。年产油菜籽59498担，亩产1 57

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49．48％；花生I 3895担。亩产l 70斤，增长460．4％；土菸1 0122担，

亩产192斤，增长195．4呖；甘蔗79788担，亩产4701斤。多种经营方面，一九八。年产蚕茧

4483担，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多1I 73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92．63％；产茶叶1242担，水果

l 3594担，．鱼I 709担．肥猪出栏66455头，年底圈存生猪1 591 90头，耕牛8608头．农业机具方

面，拥有各型拖拉机45l台．柴油机，、汽油机、电动机1415台，计24986马力． ，”

。．一九八。年全县农业总产值31 99．82万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68．8％．

．‘工业：县内原只有几处熬糖．，酿酒，榨油等小作坊。解放后，工业逐年发展．已修建小

型电站7个，装机1 o台，容量471豇，架设高压线路350公里。县办有农机厂．电厂，自来水

厂，糖果厂．酒厂，糖厂．酿造厂，粮油加工厂．印刷厂，机砖厂等l：个全民所有制企业，

一九八。年产值达646．06万元。

二轻和衔道工业有。机械，造纸，五金，服装，皮鞋，刺绣，电机．水泥制品、金属

制品，藤竹等25个企业，产值达407．08万元．竹编工艺精巧别致，是我县外贸出口的畅销产

品．

社队企业79个，主要有农机修配厂，茶厂，砖厂，纸厂等．总产值达396．70万元．

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1450．84万元(包括个体工业)，占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1．2％．

商业。本县是农业主产区，历来都是大米．油料、烟叶，木材等物资的集散地。解放后

商业网点遍布城乡，市场繁荣，商业兴旺．一九八O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 799万元，

比解放前增加914．13％，地方产品购进产值达1677万元。增加14倍多。出口物资总额达46万

多元．

交通；解放前，县内无公路．交通十分不便．现有县道公路4条，社道公路6条，除汉冉

公社因岷江阻隔不通汽车外．16个公社都通车。汽车可直达仁寿，乐山．夹江、眉山，成都

等地．岷江常年通木船，6至l o月可通机动船，上至新津、下达重庆等地．

(四)文教卫生事业。

一九四九年全县只有中学2所，小学90所，在校学生3630人，现中学增加到25所，小学

132所．在校学生39162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呖．

县内有文化馆，广播站，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剧场、职工俱乐部．业余体

校．灯光球场，简易溜冰场等文化体育设施。还有公社广播扩大站17个，公社文化站8个．

县，社电影放映队18个。大大丰富了我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全县有县．镇，社医疗机构2 1个，病床22 7张，医务人员316人；合作医疗站144个，赤脚

医生278人．随着防疫工作的加强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己基本消灭了天花，霍乱，伤寒

等流行性疾病，人民的健康状况普遍得到改善．

计划生育方面，由于采取了政治工作与经济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县

一九八0年人口出生率降至ll，23绚，死亡率降至6．14‰，人口自然增长率己由一九七O年的

t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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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下降列5．11‰：计划生育率达75．2‰；

一个孩子家庭数的79％。我县四次被评为省，

(五)古迹

有3776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占已有

地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

青神名胜古迹中岩．据县志记载，中岩寺创建于唐代．昔日中岩奇峰重叠，山峦峻峭．

岩宏谷深，流泉飞瀑，颇尽林壑之美．寺内飞红迭翠，楼阁玲珑，曲径通幽；摩岩浮雕，千姿

百态．形象逼真生动．北宋以来。游人四季络绎不绝。岩上．壁间，池畔皆布满宋，元，明

代的石刻题咏和诗碑，故有中岩碑林之美誉．真乃千古闻名的蜀中胜景，县内佛教的第一丛

林．历代名人苏东坡．黄山谷、。陆游等也常来此游览，他们的碑刻题咏使中岩更加增色生

辉．

中岩三寺，因几经兴废，现仅剩陈迹。且喜岩壑景致如。唤鱼池、伏虎台、穿云洞．玉泉岩．

仙人床．虎啸岩．灵岩石笋等，大体尚存。一些碑刻和名人手迹今仍清晰完整．锈刻于上寺

的。中岩”，每字径约4尺，笔力园润，结构庄严，是河南邵伯温书。刻于中岩硬峰石壁上

的。翠微”和下寺的。唤鱼池。，每字径达丈许，是宋代大文豪，大书法家苏东坡手迹．真

是。举笔飞舞道健，气势萧洒风流，挺秀于苍岩之上而与日月同光．这都是我国古代文化的

瑰宝．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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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厢镇概况

城厢镇地处青神县境中部，面积约0．6平方公里．南与南城公社相接．东，西，’1北面为

青城公社所环抱．镇辖4个居民委员会，4条大街、9条小街巷。共81 49人，汉族81 46人．回

族3人．镇人民政府驻北街。 ．

一?

城厢镇为青神县治所在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周武帝。保定。2年(公元526年)

改青衣县为青神县，县治仍在思蒙河水口的百花镇。唐。武德”8年(公元625年)县治移

今址。明。天顺”年间(公元1457一1464年)筑土城。。正德”初(约公元1 506年)增修．

。嘉靖”初(约公元1 522年)以石砌城墙，辟五门，东青阳门。南聚奎门。西麟西门，北鸿化

门，东南度春门，外环以豪。兵燹后渐次圮塌，垛口无存。清。乾隆。28年(公元1 764年

)，新砌东南西北四门，重建城楼，添置四门卡房。而度春门尚存，称小南门．正街以方位

定名．另有小南街、r学署街(今学道街)，十字街，花园街(今废)．一九二一年前镇内设

立城区保董，后为城区团联办事处。一九三六年为城厢联保办事处，一九三八年为城厢镇．所

辖区域包括城内和附城一带，故名。镇辖8个保．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建政时仍为城厢镇，辖

8个村。一九五六年第8村划归西龙乡。一九五八年青神与眉山合县，改为眉山县青神区城

厢镇．一九六二年恢复青神县后，复名青神县城厢镇。

该镇地处宽阔的岷江冲积平坝，鸿化堰灌渠密布城周，桑柳成行，渠水清清，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县城中心海拨395米，年平均气温1 6．9。C，年日照1 1 50小时，年降雨量1 1 97毫

米．大多集中在5—9月，无霜期31 3天。
’

’

解放前镇内街道狭窄。现镇内新建房屋135359平方米，比一九四九年增加1．2倍，其中

住宅4522 o平方米．

工业。城厢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纺纱厂，农机厂、印刷厂、自来水

厂，糖果厂，酒厂，酿造厂、蜂窝煤厂等。

镇内集体所有制工业发展较快．有机械、五金、服装，建筑，棉织，文化用品．造纸．

电机，水泥制品，金属制品，玻璃制品．皮鞋．刺绣．竹编等25个企业，--JLJk0年总产值

达407．08万元。
’

交通：现镇内设有汽车站，汽车可直达仁寿，夹江，乐山，眉山、成都及县内场镇；夏

秋两季还有机动客船开往乐山．
’

文教事业：镇内有中，小学4所，幼儿园2所，一九八。年底在校学生为2619人，幼儿317

人．

县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电影院、剧场，职工俱乐部．业余体校，简易溜冰场，

灯光球场都设在此镇。

卫生事业：有县，镇医院2所。床位125张，医务人员124人，血防站．防疫站、妇幼保

健站等卫生机构均设在本镇；街道还办有镶牙馆，中草药店等．

一九八。年人口出生率降至8．68‰．死亡率降至4．57‰。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4．11‰，

节育率84．37绚，有221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占已有一个孩子家庭数90．57％．
●

；疑，
、



名 现

青神县

城厢镇

城厢

东街

南街

西街。

， 北街‘

川主庙街

小南街

双魏树街

学道街

小西街

， 文林街

小北街

黉门巷

张家巷

·O·

汉语拼音

Qingsh6n Xian

Ch,ngxiang—Zhen

Chengxiang

Dong Jie

NAn Jie

XI Jie

B6i Jie

ChuanzhflmiAo Jie

XiAo NAnJi8

Shttanghuaisha Jie

Xu,dAo Jie

XiAo xil搪

wenlln Jie

Xilto Beijie

Hongm6n xiAng

zhangja xiAng

备 注

古蜀王蚕丛二曾衣青衣以蚕事，蜀人神之并设县，披
—口O

以管辖青神县城和附城一带。散名．

县治所在的集镇．青神县政府，青神城厢镇驻地。

地处县城东面，放名．

此街处县城南面，故名．

此街处县城以西，故名．

此街处城县城以北，故名．

此街唐朝时修--JIl主庙，故名．

此街处县城南面，因街较窄，故名．

此街百多年前，有两棵大槐树，故名．

此街吉时是通往学署之道，故名．

此街处县城以西，街窄．故名．

此街系清初时的文化中心区．故名．

此街处县城以北，街较窄，故名．

此巷系清朝时应考人必经之道．故名．

此巷因张姓定居得名。

一



青神县南城人民公社概况

南城公社位于县城南而得名。面积约19平方公里．西与西龙公社为邻．北与城厢镇和青

城公社连界，南和瑞峰公社接壤，东与瓮家公社隔江相峙。全社1 4个大队，l 00个生产队，共

4l 32户，1 709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23人。汉族，公社驻地下牛寺，距县城2公里．本社地势

西高东低，主要为平坝，兼有少量浅丘。海拔在383_43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7．2’C．年

降雨量1 000毫米．无霜期31 oK．年日照l 550／J、时． ／

本社原名南附乡，解放后仍沿用。一九五七年瑞峰乡的9．1 0，1 1村(今顺江．中兴，大

桥大队)划归南附乡．一九五八年建立南城人民公社至今．
4。

南城公社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侯温和，物产丰富．耕地面积152 03亩(田11855亩)

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油莱，土烟，花生等．1980年水稻1 3256亩，小麦4109亩．玉米4l 52．

亩，粮食总产达1151．09万斤，比一九五O年增长2．24倍；油菜4l 31亩．总产72．7l万斤；花生

785亩，总产1 3．5万斤；土烟966亩．总产15．18万斤；甘蔗351亩．总产187．76万斤．全年人

平分粮565斤，人平收入79．5元．

多种经营。有果园11 9亩，产果l 794担；药材24亩；养蜂529桶，产糖168担f养鱼161

亩，产鲜鱼85担；肥猪8803头，圈存生猪15968头，耕牛45·头．

社队企业。有农机厂．水泥制品厂，砖瓦厂，米厂等．有各型拖拉机40台，电动机26台．

柴油机36台．汽油机3台，一九八O年企业总产值达97．22万元．

交通．水利方面；青乐公路穿过本社，各大队均通机动车辆；一九七五年修建南城大桥

l座．属县内最大的公路桥。水利建设上，扩修了鸿化堰南干渠，平坝全部达到自流灌溉I修自

塔水库1座，蓄水量40万立方米；建有电灌4处．改善了水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文教卫生方面：现有公社中学1所，小学1 0所，在校学生3214人，与一九四九年同期相

比．增长5．1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5呖；社内设有广播扩大站，文化站；供销社．信用

杠；有卫生院1所，大队医疗站1 4／p．医务人员38人．

·7·



境 名

南城公社

香花大队

下牛市
二’

邵林盘
：。．。

·

_老邵祠堂
o、

：．1。红桥大队

红桥
：：一

岷江大队

’⋯’：上牛市7

’。兰沟大队-⋯⋯’
：： -r

，．

： 鲁井坎

邵家蝙

百花大队

·上水井·

鸿涛大队
，：．

，，

许家村

石佛大队

：陈烧房
：

。5花桥大队

花桥

沙河大队

上沙河坝

顺江大队

下沙河坝

中兴大队

中兴庵

大桥大从

·8·

波语拼音

Nancheng℃6ngsh6
·， ：

Xianghua Dadu!

Xiaaniftshi

ShaolInp鱼11

LaoshAocitAng

H6ngqi磊o Dadui

H6ngq iao

MInJi／t ng Dzidul

Shangni血shi

Lan790u Dadui

Lftjtngk百n

Shaojiapia 11

Baihua Dadul

Shangshuljlng

H6ngtao Dadul

Xftjiacftn

Shif6 Dadul·

Ch6nShaofAng

Huaqiao D0tdui

Huaqi百o

Shahe Dadui

ShAngShah邑ba

Shftnjiang Daodut

yiashah6ba

Zhongxing Dadui

Zhongxin7 gan

DaqiAo Dadui

鲁 疰

因地处县城南面，故名．
。

。

原四大队．困境内有香花堰得名。有耕地8 4 9亩。1
0 5 8人。

清朝末，设有两个牛市．此市处下方，故名．南城公社
，香花大队驻地．

明代初，邵姓聚居此地，故名．

明代初邵姓修一祠堂，因系首词．故名。

原为一大队，以地处红侨得名，耕地9 0 3亩．1 2 7
·

2人．

清朝末，红姓修一桥．故名．红桥大队驻地．

原二大队，因岷江社得名．有耕地868亩，1244人．

清朝末，设两个牛市，此市处上方，故名．岷江大队驻
地．

原三大队因有兰沟得名，耕地1 7 4 7亩，1 9 6 2人

元朝初以鲁姓修一井，故名。兰沟大队驻地．

邵姓聚居此编故名．

琢为五大队，因百花让得名．耕地9 0 9亩，1 1 4 4
人．

此村修有一井以地处上方碍名．百花大队驻地．

原六大队．因鸿涛社得名．有耕地1123亩，1170人．

明代初，许姓聚居，故名．鸿涛大队驻地．

原七大队，因有石佛宙得名．有耕地975亩，963人．

清初，陈姓在此修房烤酒，故名．石佛大队驻地．

原7L大队，地处花桥得名·有耕地989亩，lZOZX·
t

清初，此村修一桥，桥旁花阜丛生，故名．花桥大队驻
地．

原九大队，以地处上沙河坝爵名．耕地7 9 4亩，9 5
8人． ，

此河坝因地处上方，故名．沙河大队驻地．

原十大队，因顺岷江边得名．有耕地1027富，1376人

此河坝地处下方，故名．顺江大队驻地．

原十一大队，以地处中兴庵得名．耕地1012亩，1270人

据传，属中岩7 1庵中最兴旺之寺庙，故名．现设学校
．甲L兴大队驻地．

／g+--大g, 有南唬大桥|导名·有耕地886亩“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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