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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地名录第二分册(金牛区部分)》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

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在开展地名普查的基础上，。依照四川

省《市，县地名录编辑的几点意见》参考各地地名录，编辑而成．它是两年来

全区地名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了解，查找、校核全区地名的工具书，是地名

标准化、规范化和加强地名科学管理的依据，它将提供各部门使用，为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国际交往，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为

1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本分册汇编有成都市金牛区地图、行政区划图、区建国以来建置沿革图、

街道办事处示意图，区，乡、街道办事处等概况，标准化地名录图片选辑和附录等，

共收录各类地名904条，其中属行政区划名称238条，集市、街道和自然村名称601

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8条，重要企事业单位名称39条，人工建筑物名称7条．

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名称1 1条。所列地名标注有汉语拼音，简要注明其

名称来历，更替和含义及有关筒况，为便于查找使用，加注了原名，曾用名，别

名、俗名。所引用的各项数据均以一九A--年底为准，系经校核后的地名普查

实数． ，

。本册所列地名均已按照地名命名，更名的规定，本着“符合习惯， 照顾历

史、地理特征，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经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批

准，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如有需要变更的，

经获准后，方能使用．地名图上各级境界系根据地名普查要求绘制的， 均不作

划界依据．

’成都市金牛区地名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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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地图

耐：妄：三喜簟蓦挈围
金牛区概况

行政区划、街道、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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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门口公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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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桥街道办事处⋯⋯⋯⋯⋯⋯⋯⋯(14)

和平公社⋯⋯⋯⋯⋯⋯⋯⋯⋯⋯⋯(16)

洞子口街道办事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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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公社⋯⋯⋯⋯⋯⋯⋯⋯⋯⋯⋯(86)

文家场街道办事处⋯⋯⋯⋯⋯⋯⋯(90)

． 企事业单位

成都市凤凰山畜牧园艺场_⋯。⋯(91)

峨眉电影制片厂⋯⋯⋯⋯⋯⋯⋯⋯(92)

四川师范学院⋯⋯⋯⋯⋯⋯⋯⋯⋯(93)

成都地质学院⋯⋯⋯⋯⋯⋯⋯⋯⋯(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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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实体

金牛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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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牛区概况

金牛区，介于东经103’54’一104。147，北纬30’34，．--30。487之间．在成都近郊，环卫市

区，参差相接，东界龙泉驿区．西邻郫县，温江县，南接双流县，北接新都县．总面积404．9

平方公里．总人口52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42万余人．主要是汉族，余为散居的回．满．

蒙、藏．羌等少数民族．辖公社16个，生产大队206个．生产队1848个，街道办事处15个，

居民(家属)委员会64个。区政府驻茶店子金府路。因临近境内。金牛坝”，故为金牛区

名。

区境，古为蜀国地．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蜀，后置蜀郡，始属成都

县．庸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分成都县东编地置蜀县， (公元758年更名华阳县)，自

此至民国末，均属成都，华阳两县辖．1948年成都市郊扩大，分属成都，华阳县和成都市第

十三、十四区．建国后，1950年调整成都市区为8个区．分属成都县和成都市第五，六．七，

八区．1951年市辖区再次调整为6个区，分属成都县和成都市第三，四．五，六区．1952年

成都县撤销．1 953年再一次调整市区，属成都市龙潭、万年两区，辖30个乡4个镇2个场．

1955年并两区，始置成都市郊区，辖8个乡．1956年划入温江县苏坡．青苏．文家3个乡和

郫县互助乡．1957年再划入华阳县成华乡．1958年新辖13个乡，8个国营农场，组建金牛，

龙潭．天回、永丰，苏坡5个公社，并划入灌县太平乡(市郊旅游区，今青城乡)．1959年

调整公社区划，析置和平，青龙，保和3个公社，划入华阳县石羊．三圣，胜利、桂溪4个公

社和温江县簇桥公社，同时从金牛公社划出凤凰山畜牧园艺场属成都市，辖公社14个．1960年

太平公社划归灌县．同年7月郊区更名成都市金牛区。1961年再次调整公社区划，析置营门

口，圣灯，青苏．文家．得胜，院山．金马7个公社，共辖20个公社．1977年又调整区划，

省院山，金马．得胜．青苏4个公社，辖16个公社。1981年1 1月析置茶店子等15个街道

办事处．
．

金牛区，地处成都平原东部，地形似展翅蝴蝶．地势自东北倾向西南，地面比降1—2

‰，最高海拔594米，最低海拔476米，平均海拔约500米．辽阔坦荡的平原铺展区境，占

总面积74．7呖，余为浅丘．龙泉山脉分支凤凰山、天回山．磨盘山．塔子山，狮子山和。东

山”浅丘带盘绕东北边缘．境内属都江堰自流灌区，河网密布，以清水河．江安河、昆河．府

河，沙河5条干流(长92公里)和人工兴建的东风渠．金牛支渠、三吏堰、金花堰等25条支渠

(长190公里)连接1 l 7条斗渠(长359公里)，上万条毛渠流贯全境，灌溉面积达3l万余亩。

区内田多土少，土地肥沃，水稻土占81．92％，次为冲积土和黄壤土．区内地质有三类。平地

为复盖着第四纪松散堆积物；浅丘阶地分布雅安砾石层与黄棕色成都粘土；山丘为第四纪朱

罗纪和白垩纪红色砂岩，泥岩组成．地下水为第四系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区境西受龙门

山，东受龙泉山活动性断裂的影响．受地震波及，基本烈度约为7．

金牛区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常年均温16．2℃，一月均温5．5℃，七月均温

#．5 1 6℃，积温为5937℃．年降水量964．5毫米，无霜期278天，日照约1 238小时，年相对湿

一 ’；：／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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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林地面积小，以散植桉，杉、桤．柳等树和慈竹较多．有园田、竹笼．茅舍

●

素为天府之乡，历来是为城市服务的农副食品基地和现代化工业加工，配套制品

区无非垦地，城市建设占地日多，驻区市属以上企业1 73个，事业单位近500个．

地3l万余亩，占区总土地的57．7％，人平耕地仅1．1 2亩，约相当于省人平土地的

农副工业总产值和人平收入，连年均列全省前茅。

按自然地理条件分为环城蔬菜奶蛋区、平坝粮油主产区和浅丘粮经水产区．种植

业以生产蔬菜、粮食．油料、花卉为主。1982年，种植粮食作物近39万亩，总产3．4亿万

斤，平均亩产水稻869斤，小麦622斤；。种植经济作物5万余亩，总产油菜籽1600万斤，海

椒95万余斤，生姜41万余斤，水果90余万斤，甘蔗73万余斤．

常年种植蔬菜3．5万亩，产菜4亿7千多万斤，日上市量达75一I 50万斤。花色品种已

由1960年206种增加到303种，其中地方良种达247个，有。色鲜质嫩味香浮汤’的。德胜韭

黄”：条细口嫩味浓质脆的蒜苔；色红肉厚味辣喷香亮油的“二荆条”辣椒，还有青芹菜，花

菜．豌豆尖等鲜菜除供应本市外，还远销国内一些大城市和港澳、东南亚、日本。享有。历史

悠久，品种繁多，鲜嫩及时，四季常清”的盛誉。

?传统“剑南盆景”j“川派花卉”竟放异彩。全区花木基地已达2千余亩，花木品类达到

83类580个品种，精心培植的照水红梅，珠砂台阁，垂丝海堂，贴梗海堂，瓶兰花，川茶花等

名花深受中外人士赞赏。。剑南”盆景更以其“幽、秀、雄、险”的特色和。盘龙偃卧，鹰爪

屹立，奇根倾枝、盆树巧合。的艺术风格博得盛誉，为美化环境，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

献。全区l 982年种植果木近2千亩，年产桃、梨、苹果90余万斤，种植茉莉花8百余亩，产

鲜花5万余斤。

养殖业发展较快，坚持集体和家庭饲养相结合。良种“成华猪”，。成都鸡。连年增

殖，出肥率不断提高，1982年供应市场生猪30余万头，存栏25万余头，上市家禽63万余只，

鲜蛋280余万斤．塘堰和稻田养鱼水面逐年扩大，上市鲜鱼67万余斤。奶，蜂蜜均有增产．

工业：区属工业从无到有，社队企业蓬勃发展。1982年区兴办有建材．农机、运输等

192个企业，年产值近亿元．社队兴办有农副产品加工、建工建材．机械机电修理，木器加

工，轻工化工、生活服务等企业589个(其中大队办333个)务工社员5万余人，年产值l

亿9千万元。名产品有金牛玻璃钢冷却塔、传统锦丝线，裘衣，。中华”机制砖、竹编、机

绣工艺品，木器家具等。

区内交通方便．宝成、成渝。成昆铁路越境而过．川藏、川陕、成渝、成阿等36条(长

168公里)省、市公路干线和企业专用公路；区社公路27条(长90．3公里)连接着纵横交错

的机耕道，构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农业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1982年有各型拖拉机l500

余台，大型农业配套机械300余台，农用载重汽车140余辆，动力机械4000余台，小型水电

站19座，提灌站181座，沼气池2．5万余个，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农村经济活跃，购销两旺，围绕市区和16个农村集市近800个商业服务网点200多个代销点

密布全区，旅馆，饭店、茶铺随处皆是，蔬菜．猪肉，禽蛋、水果，日用百货，随处可购，

1982年销售额近2亿元。传统名小吃天回豆腐，龙潭烧鸭，土桥牛肉，洞子口凉粉，鸡味快

餐，苏坡麻饼等深受人们欢迎。

文教卫生事业相应发展。1982年已普及初中教育。有教师进修学校，师范学校各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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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店子．街道办事处概况

茶店子街道办事处，在成都西北郊3公里，成灌公路线上，四周与营门口公社相连。砖

混结构与民房错落，呈东西向带状散列．面积0．52平方公里．人口14，000余人，其中农业人

．口523人．辖茶店子，营门口两地区，集市1个，居民(家属)委员会10个(小组98)．有街

道8条，居民区2个．驻茶店子正街，金牛区政府驻金府路．

建国后属成都县茶店镇和西城乡，1951年营门口．划归成都市六区西城乡，1952年撤成都

县．茶店镇划归成都市六区，1956年并乡撤镇，属成都市郊区西城乡，1958年属金牛公社．

1960年调整公社区划，属成都市金牛区营门口公社，1981年从公社划出组建街道办事处．茶

店子得名于清同治年间，成都至松潘驿道上、刘姓在此建茅屋卖茶水．1938年兴场，曾名子

路场．为茶店镇治地．
‘

地处环城蔬菜，粮，花卉．禽蛋产区，为农贸集市．1925年修筑成灌公路，民工居

此．1938年成都县政府从城内迁金牛坝后，兴场置镇。1939至1942年日机空袭成都。，四川省

民政，教育，财政，建设四厅和保安，田粮稽征2处，四川省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成都县女

中等先后疏散至此．1955年成都市郊区驻此，后又为金牛区区政府驻地．现驻有企事业单

位78个(区属44个、社属9个．市属以上25个)．有医院，体育场．文化馆，图书馆，职工

俱乐部，影剧院和区属师范．卫生学校、重点中，小学等，已形成全区政治，文化、科技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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