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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工农区概况

自沙工农区位子四川省东北部，地理座标在东径107。59、至108。21、，北纬3l。50、至32607、

之间。西，北，南与万源县接壤，东与城口县毗连．面积500．42平方公里，辖7个公社，37

个大队，275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底，共有14299户，63373人，其中农业人口5，1259人，占

总人口的81％．除有回，壮、自，苗等少数民族外，均为汉族．自沙工农区人民政府驻丁家

湾，地理坐标东径108。09、，北纬31。58、。海拔671米。

白沙，因境内白龙观岩下河滩有一团洁白的砂砾而得名．白沙工农区早年属万源县二区

管辖。一九三三年一一九三五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之一，曾建立市、区，乡苏
维埃政权．是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过的地方．一九四九年十二

月解放，属于万源县的一个区。一九七八年四月根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川革函(1978)43号

文件、达县地革委地革函(1978)15号文件精神，将原属万源县自沙区的自沙，水田，沙滩

(今沙滩坝)，石塘，八台，曹家、花萼七个公社分出，设置县级行政区——白沙工农示范

区．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据国务院国发(1979)236号文件批准，建立自沙工农区至今．

隶属达县地区．

自然条件

自沙工农区地处大巴山南褶皱地带。南北长31．6公里，东西宽37．9公里。在距今约四亿年

的泥盆纪以前，全区为海浸期。经过右生代历次构造运动，逐步上升为陆地、现在水田公社

境内还可见鹅卵石结构的岩石。在约二亿年前的中三迭纪时期脱离了海浸。泥盆纪以后的燕

山运动，使本区三迭系以下较老的构造层几乎全部褶皱成山系，褶皱轴线多呈弧形，主要山

脉呈东西走向。在区域内，河流主干线与地层构造线相交逆倾坡特别发育，除谷中和阶地边

缘始终保持年轻的地貌外，而山地顶部则保持着较老的地貌形态。境内群峰叠障，山峦起

伏，高峰耸峙，沟深谷狭，溪河纵横，地貌以“层状构造"为基本轮廓，并由东北向西南急

剧下降。东北部为深切割地区，海拔在1000_2380米之间。面积为192．5平方公里，占全区

面积的38．2％。中部、南部为溶蚀槽坝地区，海拔在500～800米之间，面积为117．4平方公

里，占全区面积的23．3％。南北之间为浅切割低山地区，海拔在700～1300米之间，面积为

194．1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38．5％。全区山、水、田的比例为八山一水一分田，250以E

的坡地占耕地面积70％以上。境内土壤多为紫色士和黄壤土．

区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山脉多呈东西走向。东北有架山、花萼山，江池梁．肖家

山，海拔高程在1894～2380米之间，中部有打锣山，大面山，秀顶山，马鞍山、海拔高程在

1280～1909米之间，南部有八台山。罗家寨、六梯垭等，海拔高程1101～2260米之间。境内

以花萼山最高．海拔高程2380米。以黄草梁白沙河出口处最低，海拔高程480米．平坝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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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探明，煤．铁矿，石膏、石英砂储量均在一亿吨以上，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石灰

石．铝土矿、硫铁矿，滑石，锰矿、钾矿以及大理石储量也很大．成为振兴白沙经济加快工

农区建设的有利条件．但解放前，区内仅有一家私营的小型炼铁厂和一些小手工作坊．解放

后，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地发展，丰富的自然资源才得到开发和利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国

家先后在区内建起大、中型厂矿．尤其可喜是工农区成立后，从实际出发，探索新路子．以

工带农，以农促工，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发展采矿，炼焦，建筑建材，电力，皮革、

玻璃制品，装卸运输，糖酒生产，木器加工等十多个地方工业，年产值达数百万元。一九八

。年产原煤15万吨，生铁5万吨、水泥2万吨，发电1248万度、饮料酒251吨、长征机械厂的

磁带和万福铁厂的生铁远销国内外．一九八。年社办企业89个，人数1657人，年总产值243

万元．主要从事采矿(煤，石灰石、石膏)和水泥，建筑，运输等项目。
‘

交通：解放前本区山高水急，坡陡谷深，交通闭塞。除白沙河下游十多公里可行小木船

运送万福铁厂的进出物质外，全靠肩挑背磨，人畜(马)搬运。现在，襄渝铁路万(源)白

(沙)支线由西自东横贯其境。万(源)城(口)公路．双(河)白(沙)公路，长(坝)

沙(滩坝)公路连接成网，东通城日，西接汉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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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公社概况、

白沙公社位子自沙工农区西北．北靠花萼公社，南接石塘公社、东依八台公社，西邻万

源县。面积85平方公里，辖5个大队、52个生产队．2645户、1193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17

人。汉族。公社驻地在自沙河。

公社以自沙河驻地而得名，白沙河以境内自龙观岩下河滩有一团洁白的沙砾而得名．海

‘拔650米。解放前属万源县二区管辖．一九三三年曾建立乡苏维埃政府．一九五二年建立白

沙乡政府，属万源县自沙区管辖。一九五八年由五个高级社联合成立万源县白沙人民公社，

一九七八年由万源县划属自沙工农区管辖至今。

白沙公社地处山区，山岭纵横，山高沟深，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境内最高为扳凳

垭，海拔1983米，最低为沱湾，海拔620米．自沙河由东向西横穿境内，气候属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变化分明，年平均气温14．9℃，年降雨量1236毫米，无霜期235天。

常有伏旱，秋涝，风，虫等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长有一定影响．全社有耕地面积8798亩，

其中田2500亩。粮食作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洋芋、蔬菜，经济作物有油桐、茶叶，生

漆、棕，水果等．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量604万斤，其中水稻143万斤、小麦78万斤，人平

640斤。油菜籽2．3万斤、水果15．3万斤。生猪圈存5646头，年底出栏肥猪2746头，耕牛1611

头。社队企业有年产2万吨水泥厂1个．建筑队1个、砖瓦厂3个，农机站1个、装机容量75千

瓦小水电站1个，煤炭厂1个，拥有汽车13台，拖拉机9台，年产值52万元。

交通、文教，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解放前，交通闭塞，生活物资全靠肩挑背磨．

解放后，先后通了公路和铁路。境内襄渝铁路万自支线，万(源)城(口)公路自西北向东

南斜穿全社，交通十分方便。部份社队实现了用电照明和加工农付产品．现有电影院、广播

站、文化站，供销社，信用社等。为附近集市贸易中心。全社有公社小学2所，大队小学20

，所，在校学生2122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2％．卫生院l所，医疗站5个，医务人员22人．

．境内有区属所有企事业单位和航天工业部长征机械厂，自沙火车站．较大水利工程有白

花大埝，水渠宽1．5米，深l米，全长12．5公里，能灌溉良田数千亩。

f 5‘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现 名

磨垭子

廖家沟

杉木溪

蓼叶溪

汪家坪

箩筐岩

黄桶坝

汉语拼音

M6y已zi

Liaoji石96u

Sh石nmnxi

Li西oy吾xT

W石ngjiapTng

Lu6ku石ngy6n

Hu石ngt6ngba

刘家河坝 Li讧ji弛吾ba

自龙寨 Bail6ngzhai

土桥溪 T西qi60xI

上湾 Shangw石n⋯．⋯i-：t
¨．．，⋯～．，⋯+，，⋯‘一⋯～⋯⋯⋯⋯’，—*1
l一兰家湾强 L6njiaw石n!一_．．． 。j。

备 注

境丙一岩石形似磨子．故名．廖家沟大队驻地．

廖姓曾在此居住．故名．

原河沟山坡长有很多杉树，故名．

境肉原长有很多的蓼叶竹．故名．

汪姓曾在此居住。故名．

因岩石形象箩筐而得名．

村里曾有人做过大黄桶，放名．

刘姓曾在此居住，故名．

传说建寨处为自龙藏身之地．哉名．

人们为方便行走，在此搭树棒铺±成桥·．故名．

村位子湾之上端，故名．

兰姓曾在此居住，故名．

． 霉天井石坝 Ti石njTngshiba 村中有一天然大石坝，故名·

’

焦羊溪

熊家梁

打鼓坪

Ji石oy6ngxt

Xi6ngji石Ii6ng

Dag已pTng

金鸡坪大队 JinjipTng Dadu．『

金鸡坪

浑大池

Jinjip彳ng

H豇ndachT

贺家梁上 H每ji百1i6ngshang

马家河 M石ji弧百

以河边岩石形似羊，故名．

此山原为熊姓所有，故名．
．

早年曾在此击鼓为号比赛栽秧而得名．

原三大队．以驻地金鸡坪得名，辖11个生产队。人口1850
人．耕地1735亩．

村旁一岩石似鸡形，当地人奉为风水石．故名．金鸡坪大
队驻地．

村边一譬水池水质含泥沙较重，故名．

此山原属贺姓所有，故名．

马姓曾在此居住。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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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公社概况

水田公社位于自沙工农区西部．东接自沙公社，南靠石塘公社，西，北均邻万源县．面

积53平方公里，辖5个大队、31个生产队．1297户、5853入，其中非农业入口104人，汉族．

公社驻地西溪沟，海拔639米．

公社以原驻地为一片水田而得名，近年才搬迁新址。解放前无水田乡建制，属万源县二

区兰保．解放后，一九五二年由白沙．石塘、沙滩，茶垭乡的相邻部份纽建了水田乡，属万

源县白沙区管辖．一九五八年由五个高级社联合成立万源县水田人民公社；一九七八年由万

源县划属自沙工农区管辖至今。 二
’’

水田公社四面山高坡陡，社员居住分散．境内最高为红子山，海拔1389米，最低为自河

滩，海拔620米。白沙河由东北至西南贯穿全境，田地分布在沿河两岸，年平均气温14．9℃，

年降水量1236毫米，无霜期235天、四季分明，常有伏旱。秋涝等自然灾害。全社有耕地

5904亩，其中田2900亩．粮食作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洋芋。经济作物油桐．茶叶、水

果等。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量398万斤，其中水稻135万斤，小麦67r万斤，油菜籽1．7万斤，

水果3．3万斤，生猪圈存260l头，年底出栏肥猪1257头，耕牛1079头．

近年来，社队企业也有很大发展。兴办了煤厂，石灰石采矿场、养殖业等．水力资源丰

富，自沙河峡口处修建有“峡口水电站"，总投资156万元，装机容量960豇，年发电量590

万度。小型水利设施有大田沟水库，水面面积5333平方米，总库容33万立方米，有效库容27

万立方米，灌溉面积5000亩。双(河)白(沙)公路经过公社驻地和四个大队，交通较为方

便。现有汽车1辆，拖拉机8台．年产值17万元．

文教卫生；解放前只有3处私垫．现巳发展到公社小学1所、大队小学12所，在校学生

1316人，教职工4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6％．有广播站，供销社、信用社．公社有卫生院

1所，大队医疗站4所。医务人员14人．

境内大面山，海拔1203米，地势险要，是自沙、万源的重要屏障。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
四年，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奉

命坚守在大面山阻击敌人达四个月之久，粉碎了敌人上百次进攻，获得了万源保卫战的胜

利．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曾亲临前线视察．至今尚存蜿蜒数里长的红军战

壕．为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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