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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小至一个人的日常生

活，大至国家“四化"建设和国际交往，无不和它有着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

的发达，地名的作用也就日益重要。但较长时期以来，由于地名缺乏管理，特别是经过“大

跃进，，和十年浩劫，地名变化频繁，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有的重名，有的一地多名，有的

有地无名，有的写、称不一，有的只以序数为名⋯⋯，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这一不正常情况亟须进行改变。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在市人民政府和

原永川地区行署领导下，市、地区和区、县均建立了地名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从1980年开始，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共普查了城、乡各类地名58，172条，对全市重名的区公所、

公社、镇和应该更名的生产大队，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按照政策规定，重新进行了命

名、更名工作。对地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一般也进行了调查考证。普查中还对1：5万地形

图上的地名的错位、错字、讹音以及增减变化等进行了纠错、增删，并绘制了全市和各区、县

的地名图。通过这次普查，使我市地名的混乱状态得到了纠正，基本达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

的要求。 7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政法，军事、城建、邮电、交通、

新闻，出版，地质，气象，测绘、财贸、旅游等部门以及群众提供一部全市性的较系统、简

明的地名资料，我们在各区、县地名普查资料韵基础上，精简改写，编印了这本《四川省重庆

市地名录》，计共收录了市和区、县，乡、镇的行政区射概况、自然地理实体、大型人工建筑物，企

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对其中重要地名加注了来历含义等说明，篇末并附地

名索引，以备查检。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一、我市面积较大，地名较多，因限于篇幅，对有关内容，只能作择要介绍。比如行政

区划概况，只重点介绍与地名有关的情况，乡以下的村只列名称。其他如自然地理实体、企

事业单位等也是择录一部分。如读者需进一步求详，可以参阅有关区、县《地名录》或地名资

料。 ，

二、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市行政区划有所调整。1983年4月，原永川地区所辖8个县

并入重庆市。与此同时，基层进行政社分开，撤乡建镇等工作，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我们虽

注意引用新资料，反映新情况，因形势发展迅速，下限只收录至1984年底为止。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主观上要求做到情况准确，沿革来源有据，数据无误，

材料翔实可靠，因此对有关资料，曾经上下多次查对、审核，反复修改、补充。但地名工作

涉及面广，上下古今，时间也长，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看来错、漏仍难避免。为此。诚恳希

望读者指出，以便查考订正。

本《地名录》所载地名，为国家法定地名。各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使用地名时，均以本《地名

l



录》为准。我市与地名有关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等名称，请按照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第18条规定精神，自行调整，求得一致。

重庆市地名领导小组

1984年12月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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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概况

重庆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8。22’——30026’，东经105。17’一一

107。04’之间。东邻涪陵地区，南接泸州市和贵州省桐梓县、习水县，西靠内江地区和泸州

市，北连绵阳、南充、达县三个地区，面积22，143平方公里。1983年春，经国务院批准，在

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永川地区与市合并，由城市领导农村，实行市管县的行政管

理体制。现全市辖市中、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大渡口、双桥，南桐矿区9个区

和巴县、綦江、长寿、江北、永川、大足、铜梁、合川、潼南、璧山、江津，荣昌12个县，

共82个街道办事处，121个县辖区，802个乡，49个镇。1983年底全市总人口1388．99万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313，73万人)。主要为汉族，还有散居的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壮，

布依、朝鲜、满等37个少数民族共1．1万余人。

市人民政府驻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市中区。

∞ ’

一、历史沿革
‘

重庆，是一个已有三千年左右历史的城市。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

得巴蜀之师"；“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刀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时即出

现了巴国。其辖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焚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而重庆

即为当时巴国的政治中心。秦灭巴、蜀，置巴郡，郡治江州。张仪曾在此筑城。汉袭秦制，仍

置巴郡。所辖范围已较周、秦时缩小，但仍包括今川东全部和川北一部分地区。东汉末曾将

巴郡分为巴西、巴、巴东三郡，其中巴郡只辖江州、枳(今涪陵)、临江(今忠县)、平都(今

丰都)四地，垫江(今合川)改隶巴西郡(晋时又隶巴郡)。三国蜀都护李严驻屯江州时，“更

城大城，周围十六里”，在今市中区进一步建立了城市的轮廊。梁大宝元年(公元550年)于巴郡

置楚州，西魏大统末年改为巴州，北周初复为楚州，州、郡治所均在今市中区，并将垫江县

(南齐时改江州县为垫江)改为巴县，以巴郡所属枳县并入巴县，属楚州巴郡管辖。

隋对东晋，南北朝以来滥设州郡之弊大加改革，改郡为州，以州领县，为州、县二级制

(炀帝时又改为郡、县二级制)。隋文帝开皇初年，废楚州的巴、七门、涪陵三郡，并改楚州为渝

州，因嘉陵江古称渝水而得名。唐沿隋制，仍称渝州。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改称恭州。南宋

时孝宗赵营之子赵悖先封恭王，后即帝位(光宗)，自诩为“双重喜庆"，遂于淳熙十六年(公

元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辖巴县，江津、壁山)。重庆得名迄今已近八百年。

元改设重庆路，辖区范围扩大，辖一司(录事司)，三县(巴县、江津、南J ZI)、四州(泸

州，忠州、合州、涪州)。元末，各地反元力量群起，明玉珍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攻取重

庆，1362年在此建都称帝，国号大夏，1371年为朱元璋所灭。明恢复为重庆府，除划出泸州

外，辖区基本未变。洪武初年，“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

．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巴县志》)。这是历史上又一次较大规模的筑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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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明制，仍称重庆府，划出忠州及黔江，彭水等地，辖地相当于今重庆市。

1911年辛亥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建立蜀军政府。1920年以后，重庆为地方军阀割据。

1921年至1928年曾先后改建重庆商埠督办、市政公所、商埠督办公署和市政厅。1929年正式成

立重庆市，改市政厅为市政府。市区范围，至1933年方确定，计从巴县划入两路口、姚公场

(现浮图关一带)，南城坪(今南坪)、海棠溪、弹子石等场镇及巴县老城全部，共约43平方公

里，从江北县划入弋阳、宝盖等七厢(今江北城及邻近地区)及溉澜溪、香国寺两码头，共约

3．8平方公里，合共46．8平方公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重庆，并于同年11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

1939年5月，改为直属市。1940年又定重庆为“陪都”，并扩大了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

至南泉，鱼洞溪，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在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

处)。合计水陆面积164平方公里。此外，尚将歌乐山以北至巴县青木关、歇马场及北碚一带

划为迁建区。原驻市区的巴县及江北县县政府也于1939年迁出。

当时基层行政组织，在1935年以前，城区共建立5个区，辖22坊，郊区有6个乡场。1936

年增为6个区，辖345个保。1939年又增为12个区，辖46个镇。1941年增为17个区。1944年

改划为18个区，辖411个保，直到1949年解放时未变。

重庆在历史上一直是川东政治、经济重镇，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因此，为帝国主义

所垂涎。1876年清王朝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允许英国派员驻渝，1890年又订烟台续约，将

重庆辟为通商口岸。次年成立重庆海关。此后，日、德、法、美、俄、意等国势力相继侵

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享有领事裁判权，经济上控制关税，而且派出炮舰泊重庆，日本并辟

南岸王家沱为租界，使重庆沦为半殖民地城市。

重庆建市以来，人口增长迅速，1929年全市人口共23万，到1937年7月，即增为47万。

抗战开始后，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内迁。1941年增为70万人，1945年高达124万人。在建

市后的17年间，全市人口增长达4倍以上，抗战结束后仍保持在100万人上下。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解放后，重庆为中央直辖市。全市人民在当时西南军政委员

会提出的“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号召下，艰苦奋斗，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

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发展。三十五年来，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已成为全国城市中地域最

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工业大城市。

解放以来，全市行政区划，随着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也不断调整、扩大。1950年，将接管的

18个区公所和北碚管理局改建为一至七区人民政府和北碚行政管理处。1951年北碚划归川东

行署区领导，并从川东行署区划入巴县全境。次年又将7个区调整为5个区。1953年，西南大区及

川东行署区撤销后，重庆市由四川省领导，划出巴县，划入北碚。并将北碚改为第六区。1955年，

又从本省南川、綦江两县和贵州省桐梓县各划部分土地，建立南桐矿区。1958年从本省江津专

区划入巴县及綦江县，从涪陵专区划入长寿县。1965年，从九龙坡区划出3个街道办事处，建

立大渡口工业区。1974年从江津专区的大足县划入部分地区，成立双桥区。1976年，又从江津

专区划入江北县全境。1983年4月，永川地区撤销，所辖8个县并入重庆市，形成目前建置。

2

二、自然条件

重庆市在地质构造上，属四川东部地台区，上层构造因受华蓥山大型断裂控制，形成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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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我市大部处于川东褶皱带地区，在地形上主要是低山和丘陵。山脉均呈东北——西南

走向。东北部黄草山，明月山和铜锣山从垫江、邻水县境延入我市长寿、江北县境内，又越长

江进入巴县及綦江部分地区。北部华蓥山自合川三汇以下分为三支，向市区西南延伸，西为

巴岳山、沥鼻山(即西温泉山)、箕山、黄瓜山，中为云雾山、缙云山，东为中梁山。这些山

脉成条带状分布纵贯大部市境，狭窄的山地和宽缓的丘陵河谷交替出现，相阅平行排列，构

成“川东平行岭谷"地貌。綦江县、江津县和南桐矿区南部地区，因受贵州高原抬升影响，山

势较高。南桐矿区景星乡的狮子槽东峰，高1973米，为全市最高峰。

在这些山地中，由于岩层浸蚀；常有狭长的槽形平地。同一条山岭往往形成“一山两岭

一槽”或“一山三岭二槽”的地貌特征。在山地之间，丘陵起伏，有不少沟壑，因长期泥沙浸蚀

堆填，逐渐成为平地，称为“坝子"。坝子上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烟稠密。丘陵则逐层辟

为梯田或坡土，同为主要农耕地区。本市农业土壤，除山地为黄壤外，绝大部分为紫壤，土

种有夹沙泥，紫黄泥、豆瓣泥、自鳝泥及石骨土等。

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长江横贯东西，嘉陵江纵穿南北。长江自合江县境流入我市汇

津县境，经永川、巴县、九龙坡区、大渡I=I区、南岸区，在市中区朝天门与嘉陵江汇合后，东北

出长寿县黄草峡流入涪陵县境，计流经246公里。嘉陵江自武胜县境流入合川县境，经北磅

区，江北县、沙坪坝区、江北区，市中区朝天门汇入长江，计流经140公里。两江与境内各

山横切处，便形成“峡"。其中长江自西而东有猫儿峡、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嘉陵江自

北而南有沥鼻峡、温塘峡和观音峡。峡中两岸壁立，江面狭窄，水深流急，雄伟险峻，风景

秀丽。 。

以两江为主流，境内还有主要江河23条，其中长江以南有綦江，笋河、’塘河，一品河、

五布河、花溪河等；长江以北有龙溪河、大洪河、桃花溪、御临河，黑水滩河、后河、涪江，

渠江、璧南河、琼江、小安溪、淮远河、九龙河，临江河、濑溪河等。此外，境内还有各种水

利设施9．8万处。两江和这些河流水利设施，保证了全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需要，厨

时也为发展水上运输、多级发电、渔业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庆市届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由于位于盆地之内，寒冷空气不易侵入，冬季比较

温暖，夏季温度高，持续时间长，同南京，武汉并称为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黟。丘陵河谷地

带年平均温度在18℃以上。一月分(最冷月)平均温度8℃左右，七月分(最热月)平均温度29℃

左右，极端最高温度曾达44℃。极端最低温度很少低于0"C。霜雪极少，年平均无霜期337天。

雨量较多，年降水量约1100毫米左右，其中百分之八十在五至十月降下，因蒸发量小，相对

湿度大，年平均相对湿度达79．5％。本市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年平均日照仅1245,N

时。雾日，年平均达100一150天，最多达182天，深秋以后，雾日连绵，故有“雾重庆，，之称，

本市主要自然灾害为伏旱，间有洪涝、冰雹。每年七，八月，常出现连晴高温天气。

1981年7月16日，由于川西北连降暴雨，重庆水位(玄坛庙站)达到193．38公尺，流量高达8．25

万方／秒。嘉陵江北碚水位达到208．17公尺，流量高达4．6万方／秒，是近70年来罕见盼

特大洪水。据地方史料记载，从宋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起到1949年为止的733年中，共发生

地震14次，主要为省内其他地区地震波及。

矿产资源方面。煤及天然气蕴藏量均较丰富，能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本市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要。其他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非金属矿有20余种。用作制造水泥的石灰岩储量充足，品质

优良。石膏矿、玻璃用砂岩和石英岩，冶金辅料熔荆白云岩、耐火牯土，熔剂石灰岩，硅石、．



铸型用砂等储量均较丰富。此外，尚有硫铁矿储量约3亿吨，铁矿1亿余吨。

植被，本市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类型，北碚区缙云山天然林木保留最好，有树种1700多

种，江津县头道河为著名林乡，森林面积达200余平方公里。全市山区主要林木为马尾松，

柏、杉、丝栗、青桐、樟、桉和竹类。广大丘陵谷地多为农业植被和果林、桑林。
●

，

三、经济概况
●

●

工，业

重庆在十九世纪末期即开始出现近代工业，但是发展缓慢。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工厂自

沿海一带内迁，因此本市兵工，钢铁、机械，纺织等工业一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国民

党统治区的最大工业城市。但随着抗战胜利，部分工厂迁走，特别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

双重压迫，加之解放前夕，国民党溃逃时又肆意破坏，重庆工业已处于破败凋蔽状态。1949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只有1．9亿元。解放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已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门类比

较齐全，协作条件较好、配套能力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城市。1983年底全市有工业企业7517

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228个，集体所有制企业6264个，其他经济类型25个。共有职工

184．93万人。1983年工业总产值达到99．32亿元，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0，138元，较

1982年增长7．8％。

重庆工业的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综合性，现已具有15个大的工业部门，40个小部门，143

个行业。其中：冶金，电力、煤炭、轻工、化工、机械、建材、食品、纺织等己成为我市工

业主体，并且都具有较大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技术水平。1983年锕产量达到95万余吨，煤产

量1313万吨，发电量46．46亿度，化学产品的品种达千余种，电子仪表工业也在五十年代后

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现在已成为西南地区的热工仪表基地。轻工业也以较高的

速度发展。1983年轻工业产值达47．36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达到47．6％。一大批中，

高档轻纺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如手表，缝纫机，洗衣机、摩托车，自行车、电风扇、电视机、

收音机、电冰箱等，增产幅度很大，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也日益提高。5年来有8种产

品获得国际、国家金质奖，27种产品获国家银质奖，461种产品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授予

的优质产品称号。

交通运输 ’+

重庆是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经济交流的主要出入口。解放前主要靠两江水运，公路

寥寥无几。解放后，国家兴建了成渝，川黔、襄渝铁路干线，新建，扩建了川陕、川湘，川

黔，成渝、渝达(达县地区)，渝南(南充地区)等6条公路干线，畅通西南和全国。1983年共

完成货运量3466万吨，全年铁路旅客发送量为1163万人次，公路客运量为5571万人次。

水运方面，对两江航道，主要港口码头进行了整治、建设，使长江，嘉陵江全年通航。

重庆港年吞吐能力比1949年增长20余倍，1983年港口吞吐量达620万吨。川江航运以重庆为

中心，东起宜昌，西至宜宾，沿嘉陵江可达南充以上。

航空事业，重庆民航班机可以直飞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昆明、贵阳以及省

内的成都、南充、达县等地。邮电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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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有农户260余万户，农业人口1075万人。土地总面积3436万亩，耕地总面积1094万

亩，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占有耕地1亩多。

解放以来，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提高。全市现共有水利设施9．8万多处，其中大，中、小型

水库有2126座，电力提灌工程4868处，提灌、引水总量22．1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25．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9％。有农村小水电282处，装机容量6万余跹。年发电量2亿余度；

小化肥厂13个，磷肥厂6个，年产合成氨，磷肥约40万吨，每亩化肥施用量平均20余斤。全

市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大，中型拖拉机，农用汽车等也均有较快的发展。

我市主要农、副产品有粮食、油料、猪，羊、蔬菜，蚕茧、茶叶、水果、烟叶、麻类、

甘蔗、桐、棕、槎和牛奶、水产品等。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约占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其次

是小麦，玉米、红苕和高粱。经济作物以甘蔗、油菜子为主。近郊农村主要生产蔬菜和奶，．

果，鱼、家禽等，远郊农村以生产粮食为主，同时发展油菜子、猪、蚕、果等多种经营，山

区以林为主，积极发展经济林木，如桐、竹，果、桑和棕、漆、蜡等。

近几年来；我市农村认真贯彻党关于发展农业的政策，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

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增长。1983年农业总产值达到33．2亿元。农村每一劳动者创造价

值为655．7元，较1982年增加4．6％。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

到38．4％。粮食总产量达封108．07亿斤。肥猪出槽580余万头，油菜子，蚕茧、茶叶、柑桔，

鲜鱼等都有新的增长。其中柑桔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产地之一。

全市著名的土特产有。江津的广柑，巴县，合川的红桔，长寿的沙田柚和夏橙，璧山的

黄花、板栗，荣昌的猪、陶瓷，长寿、江北县的榨菜，巴县的板鸭，永川、铜梁、南桐的茶

和潼南的黄桃等。其中不少产品远销国外，饮誉国际市场。

商业外贸

重庆是长江上游物资集散和商品交换的最大市场，与西南各地经济联系十分密切。解放

后，重庆商业得到了根本改造和新的发展。1983年全市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共有

96，832个，人员22万余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随之增长，1983年全市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包括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达到35．39亿元。另一方面，由于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商品收购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长，1983年全市商业购进总值达到35．06亿元。

农村集体商业、集市贸易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也有了新的发展，发展了多种经济成分，

多种流通渠道，进一步搞活了经济、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市对外贸易逐年扩大，1983年原重庆市外贸收购总值达3亿元，在出口产品中，工矿品

约占90％左右，以化工、医药和纺织品为大宗。服装、罐头，生丝及其成品，铝板，四环素

盐等是出口额较大的重点产品。我市生产的燕牌高表面铝材，虎牌猪鬃、地球牌肠衣，峨嵋

牌绵球、H牌书写纸、荷花牌玻璃器皿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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