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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由

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

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

或错字，或错名，加以全县的大队都是以序数为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

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

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O年九月开始，至一九八

一年四月止，以七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2 5 3个以序数命

名的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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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了新名。同时以1：5万地形图(一九六O年——一九七三年版)为基础，普查

了县境内地名l 3 2 l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l 7 7条，纠正了错位，错

字，错音，错名等地名2 l 7条，共3 9 4条，占图上地名的2 9．8％。新增大队等地名

4 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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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成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

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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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将全县地名

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什邡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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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 5万的全县地

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

名概况材料共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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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 8 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



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弓1 Jll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为

部门一九七九年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
●

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什邡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I·

什邡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八月



什 邡 县 概 况

什邡县位于川西平原北部边缘。北以九顶山、狮子山与茂汶羌族自治县为界，东隔石亭

江与绵竹县相望，南与广汉县接壤，西与彭县毗连。地理座标东经103。457一一104。167与北
纬3l。007——3l。377之间。县境狭长(南北长，东西窄)。面积863．77平方公里。分山区、

坝区，丘陵和河滩地。山丘面积约占57．5％。全县共辖1个区，1个区级镇，2个社级镇，

l 9个公社，2 6 3个大队，l 7 6 3个生产队。一九七九年底有人口37．1万人，比一九四九

年增长56．7％。其中农业人口3 2．3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7 1．8％。人口密度平均每

平方公里4 2 4人(其中山区1 O 6人，坝区7 8 0人)。主要为汉族，另有少量回族。

县人民政府驻地方亭镇。位于成都西北6 3公里处，地理座标东经104。107，北纬3l。077，

海拔5 2 l米。

(一)历史沿革

什邡古名。汁方”(汁读十，方是古代邦国部落的通称)。殷商时，汁方是西蜀的一个

小园，《重修什邡县志》载： “吾什古国也’’。《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一年一期说： “什

邡，原是11I西地面很早一个古国的名称⋯⋯秦灭蜀后，就首先设置为县黟。秦与汉初什邡

县都作“汁方刀(《史记·高祖功臣年表》)，《汉书·功臣表》作“汁防"，《汉书·地理

志》作“什方矽。《后汉书·郡国志》乃作“什邡"。过去对“汁方"含义，众说纷云，有

‘‘八方合十骨与“天九地十"之说’有。汁方即殷代古国址方的一部份’’的考说(因“浊一字

古音应读“洛，，)，还有“江水(石亭江)出高景关大郎庙前始大放，分为十支’’，故县名

汁方之说，《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云。 “邡水流为十，故名什邡。今雒(雒通洛)

江出关口东枝六，西枝四，而县居其中矣’，。任乃强教授却认为： 。汁方黟即搿漆方刀。

古文十与七，二字笔划相同，汁字古义可称为柒，即今写的漆字，汁方很可能就是较早使用

漆的氏族。我们认为：后两种说法，比较合理。对此，我们还在进一步探讨中。

什邡在西汉初以立汁方’’为县名，属广汉郡。公元九——二三年，王莽建立“新’’王

朝时，改名美信县。东汉初(公元二五年)始名什邡县，仍属广汉郡。西晋泰始二年(公

元二六六年)，什邡改属新都郡。公元三O三年——三四七年，成，汉政权建立，复属广汉

郡。公元五五七——五八一年，北周闵帝时，什邡改名方亭县，武帝天和年间，并入雒县，

仍属广汉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析雒县复置什邡县，属益州。武后垂拱二

年(公元六八六年)改属汉州。五代前蜀永平二年(公元九一二年)改名通计县，属汉州。

宋代(公元九六五年)复名什邡县，属汉州德阳郡。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一三七七年)并

入绵竹县，十三年后复置什邡县，属汉州。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改属成都府。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属西川道。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属第十三行政督察区。一

九四九年十二月什邡县解放后，属11I西行政公署绵阳专区。一九五三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后改

属温江专区。一九五九年与广汉县合并，一九六二年底仍恢复什邡县，至今。

一



(=)自然条件 ，

本县地处岷山山脉支系，属于成都凹陷盆地西北边缘接触地带。地质构造复杂，位予

强烈上升的龙门山脉褶皱带，县境内横穿五条北东——南西向断裂带，属地震烈度七度区。

历史上有过破坏性地震的记载：如在一九四O年、一九五八年分别发生过5．5、6．2级地

震。地层多为第四系三迭系，朱罗系，泥盆系等。主要岩层有泥砾岩、页岩、沙质砾岩，少

量花岗岩、彭灌杂岩等。主要矿产有煤，磷矿石，黄铁矿、石灰石等。特别是磷矿石，蕴藏量

丰富，品位高，质量好。

县内最高峰在县境西北红白公社的九顶山，海拔4 9 8 4米。山区与县东南平原之间为

带状丘陵地区。表层为黄壤土，沙壤土，宜于发展经济林木。南部平坝地区为JlI西平原的一

部份，属都江堰自流灌区。平均海拔高度在6 O O米左右，约占总面积4 5％。以砂壤土和

半砂壤土为主，土质肥沃，是全县水稻，小麦，油菜、晒烟的主产区。沿石亭江、鸭子河，

小石河两岸，为河滩沙壤土，面积较小，产花生，甘蔗和一些水果。有利于林，牧，副、渔

综合经营。

本县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 5．9。c，最冷月(一月份)平均5。c，最热月(七月份)

平均2 5．5。c。全年无霜期约2 8 O天。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 3％。年平均降雨量9 8 4

毫米，大部份集中在七～九月份(冬干、春旱，夏秋多大雨暴雨)。最多风向东北风，频率

1 2％。

(三)经济概况

一九七九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l 3 7 7 7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3 7 1元。

其中，农业总产值8 9 5 5万元，占6 5％，工业总产值4 8 2 2万元，占3 5％。

农业：现有耕地4 0．2万亩(农业人口平均1．2 4亩)，其中集体耕地3 7．4万亩。

水田为3 2万亩，旱地为2．5万亩，山地为2．9万亩，分别占集体耕地面积的8 5．5％、．

6．7％、7．8％。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6 8％)，其次是小麦。山丘河

坝地区产玉米、红苕。经济作物以油菜、晒烟为主。山丘产茶，漆、药材、水果等。

解放前我县是缺水地区，有一半以上的田地没有灌溉保证。烟区有搿六月秋，栽齐秋，

七月秋，栽翻秋’’的农谚。另有1 O％左右的下湿潮田，严重“水肿黟，只能种一季水稻，

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治理“一江四河"(石亭江、一

鸭子河、小石河、马牧河、白鱼河)，不断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新修了人民渠、红岩渠两条总干

渠，长3 1．1公里(什邡段)，改造了朱李火堰，新建和改建了干、支渠4 3条，长2 7 9

公里，斗，农渠3 5 2 5条，长1 6 O O公里，全部改造了旧渠系。这不仅使云西，民主，

灵杰，南泉，禾丰，双盛、两路口等烟区l O多万亩耕地灌水有了保证，而且使沿河的9万

亩旱地变为水田。在马井，隐丰、四平，元石等“水肿病黟严重的地区，挖排水沟、排洪

渠、修地下暗渠，并采取渗沙改土、增施磷肥等措施，改造了“黄天坝"、“玻璃坝"等低

产田，使近4万亩只种一季水稻的下湿潮田种上了两季、三季。因而在解放以来，全县农业

生产尽管经历了几次起伏，但总的情况是好的。一九七九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3．4 3 7亿

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5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1 Q 6 6斤。全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8 9 5 5万元(其中：农业6 6 6 l万元，林业2 l 7万元、牧业1 1 3 9万元、副业9 3 4

万元，渔业4万元)。一九七九年种水稻3 1．9万亩，亩产7 3 7斤l小麦l 1．5万亩，

亩产5 4 g斤；油菜5．7万亩，亩产3 3 1斤，叶烟5．6万亩，亩产2 2 2斤，毛猪一九



七九年底存栏数3 2．3万头，出肥1 3．2万头。粮食征购6 5 O l万斤，超购1 2 9 4万

斤，．议购4 8 2万斤。社员人平分粮5 6 1斤。集体农副业总收入l O 4 l 7万元，每个农

业人口平均收入3 2 3元，其中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为5 0 9 9万元，人平1 5 8元。社队企

业总产值3 1 5 6万元，一占农业总产值的3 5％。，，
’

_。什邡县在农业上的优势之一，是发展油菜和晒烟。油菜以高产稳产闻名于全国，晒烟则

是畅销国内外的著名传统土特产品。

一九六四年以来，由于在油菜种植上推广了良种，采用了培育壮苗，中耕松土，合理施

肥，适当密植，以及精收细打等有效措施，产量显著提高。一九七O年，全县5．5万亩油

菜，’平均亩产达2 3 5斤，‘为一九四九年油菜单产7 8斤的3倍。出席了一九七一年国务院

召开的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并参加了广交会的展览。一九七四年单产又提高到

2 7 9斤，名列全国油菜高产县的行列。粉碎“四人帮"以后，油菜生产更上一层楼。一九

七八年油菜单产第一次突破3 O O斤大关，一九七九年又有新的增长，亩产达到3 3 1斤，

为一九四九年的4。2倍。

什邡晒烟，历史悠久，质地优良，，色泽红润，烟味醇香。解放前就驰誉全川，畅销省内

外。五十年代中期，原烟开始出口，一九五九年达到2．9万多担。

什邡种烟始于清代中叶的嘉庆年间，由当时什邡知县纪大奎引进的。迄今已有l 8 0多

年的历史。三十至四十年代，什邡晒烟发展到高峰。一九四六年，种烟1 4·8万多亩，总

产量达到3 7万担，价值4 0 0万银元，相当于4 l万亩稻谷的收入。一九四O年伪省银行

什邡办事处的“营业调查报告书"记载； ‘‘．⋯”(什邡)唯叶烟一项为出口大宗，⋯⋯陆运

西北线，输出陕、甘，山西、新疆等省。水运东南线，经过广汉而达金堂赵家渡，分支流以

转输至内，叙、泸，渝，万等处，出口或宜昌、或昆明，为东南线销场之巨业黟。四十年

代，每年种烟约l 2万亩左右，总产2 0多万担。五十年代也基本保持这一水平。六十年代

以后，由于左的影响，面积和产量逐渐减少。一九七八，一九七九两年，面积减到5万多

亩。一九八O年开始回升，现已上升到7．3万亩。计划在近几年内，把晒烟面积搞到1 2万

亩，恢复和超过五十年代水平。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一些竹、木、铁器、织布，卷烟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生产发

展较快，现已有省，地、县办的铁道机具，炊具机具，彩印印刷，香烟卷烟，农机制造，化

肥，农药，成品中药，针织，布鞋，皮鞋，建筑材料，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行业。计有省属

厂矿8个，地属厂矿3个，县属全民厂矿16个，集体厂矿2 l O个。一九七九年县办工业总产

值达4 7 5 5万元，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2 3．9万吨，发电量l 3 6 3万度，磷

矿石l 2 2万吨，碳胺1．O 4万吨，水泥2．9 5万吨，烟l 0．7万箱，饮料酒7 4 8

吨，布鞋，皮鞋l 7．7万双，交流电动机4 4 4 9台(1 O 5 9 2豇)。

由于什邡山区蕴藏有丰富的品位高的磷矿石。六十年代以来，四川省金河磷矿在红白公

社的木瓜坪，温江地区磷肥厂在三河公社的穿心店，相继建立。金河磷矿系大型企业，现有

固定职工4 0 0 0多人。一九七九年，生产磷矿石l 0 1万吨，总产值达1 5 6 8万元。主

要供应西南，西北地区的磷肥厂生产磷肥。温江地区磷肥厂有职工2 0 0 0余人，既开矿又

加工，主要满足区内农业生产的需要。一九七九年生产磷矿石1 9．5万吨，硫酸2．7 9万

吨，钙镁磷肥6．1万吨，普钙4．8万吨，总产值达1 5 6 O万元。

变通：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一条l 5公里的板车路。解放后，交通事业有了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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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了广汉——岳家山铁路外，还增建了广(汉)三(河)、什(邡)绵(竹)、什(邡)

(县)等公路干线。现已有各级道路l l 9 6公里(省、县、社道4 7 7公里。大队通汽车的

耕道7 I 9公里)，平均全县每平方公里有公路1．6 l公里(山区有0．2 3公里、坝区

3．6 6公里)。其中省道l条5 O公里，县道1 3条8 3公里，专用道2 0条5 7公里，

要社道1 0 8条2 8 7公里。并基本实现了主要公路油路化。全县每个大队和9 5％以上

生产队通汽车，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交通便利，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

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商业：本县是晒烟主产区，历史上商业就比较繁荣。《县志》说： “什邡以产烟而著

，商贾因此而云集移，。故各地来什收烟云集会萃，以致民富农足一。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

前期，由于极左错误的干挠，严重地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在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形势迅速好转。商业网点普遍增加，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场

荣，购销额大幅度上升。一九七九年，全县有各种商业和饮食服务机构(包括农村各类

业网点和个体商业)8 4 9个，经营和服务人员5 8 0 6人。社会商品零售额达7 6 l 6万

，比粉碎“四人帮’’前的一九七六年净增了l 9 6 4万元，即增加了31 4％。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1个普师班(相当于高中程度，有学生5 3人)和男女初级

中学以及简易师范学校(初中程度)各1所，共有学生6 0 2人，有小学l 7 3所，在校学

生7 6 9 0人。一九七九年已发展到有高中9所，在校学生3 6 7 0人。初中2 2所，在校

学生l 6 4 8 5人。小学2 3 5所，在校学生5 6 5 6 1人。分别为一九四九年的6 9倍，

2 7倍和7．4倍。此外有省、地办的1个中师班，1个护士班和3所中等技工学校。

文化设施：有县文化馆，图书室、游泳池，县新华书店、县电影公司、县川剧团、县业

余体校、县少年之家。城内有影剧院2所，另有公社电影放映队l 9个。

境内有蓥华山，九峰山，龙居寺以及《三农纪》的著名作者，清乾隆年间农业科学家张

师古的墓葬等古迹。

卫生：解放前仅有1所简陋的卫生院，有临时病床6张，医务人员7人。解放后卫生事

业有较大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县、区、公社(镇)医院已发展到5 5所(包括地区的l所皮

肤病医院在内)，共有病床6 9 1张，医务人员l O 4 5人。大队合作医疗站2 3 2个，赤

足医生6 1 5人。本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区，一九六九年普查，有螺面积达5 6 3万平方米，

血吸虫病患者7 6 2 4 9人。现已灭螺5 5 4万平方米，占9 8．5％，治疗好血吸虫病人

7 0 8 3 9人，占9 3％。

在计划生育方面，由于认真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经济措施，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九七

九年人口出生率降至l l‰，死亡率降至6．1‰，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一九七O年的3 2‰

下降到4．9 5‰，计划生育率达到9 9．4 l％，有l 1 3 2 8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

证，占已有一个孩子家庭数的9 5％。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按计划

发展人口的新阶段，多次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

～九八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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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X工NGZHENG QUHUA Z工RANCUN



距成都6 3公

帝时(公元五五

为什邡侯(《史

0个保(村)，

名城关镇。一九

底恢复什邡县

后，又更名为城关镇。一九八O年九月，地名普查工作中，复更名为方亭镇。

该镇地处平坝，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l 6。C。年平均降雨量9 5 9毫米。面积为

2．6 2平方公里。有l 4条大街，1 8条小街小巷和5条路。所属7个居委会和2个菜蔬

大队(一九八O年十月将元石、皂角、回澜3个公社的l 5个菜蔬队划归镇辖)，有5 6 3 8

户，2 2 5 2 8人(其中菜农7 O 4户，2 5 2 8人)。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一些竹木铁器，织布和卷烟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

现有省，地、县办的炊具机具，铁道机械，香烟雪茄，农机制造，彩印，针织，布鞋，皮

鞋，建筑材料，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行业。其中四川什邡烟厂生产的“长城牌黟、矗峨嵋

牌’’雪茄烟，畅销全国，远销国外。镇办工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创办，现已发展到有一砖

厂，二砖厂，沙石厂、卷烟加工厂、农机修配厂，服装社、修建队，蜂窝煤社，饭馆、小食

店等2 7个核算单位，有职工8 9 2人。一九七九年镇属工业企业产值达l 6 9．8万元。

交通方面：解放前仅有县城至云西的板车路。解放后新建的广木铁路，和广(汉)三

(河)，什(邡)彭(县)、什(邡)绵(竹)等公路干线，以及通往全县各社镇的黑色公

路，都经过本镇，或以本镇为起点，接联城乡，四通八达，交通极为方便。

农业方面：现有耕地l 1 0 4亩，以生产菜蔬为主，农工商副综合发展。一九七九年总

产值达5 7．8万元，其中菜蔬产值5 0万元，人平纯收入l 5 2元。

文教方面：解放前有简易师范学校和男，女初级中学各l所，以及1个普师班(相当予

高中有学生5 3人)，共有学生6 0 2人。现已发展到有完中和初中各l所，共有学生l 8 6 4

(参)

，

。

，

t卜tP}．一墓吖r翳象黔除翳，驴弘轴暾



人，其中高中学生6 O 7人。地区办的1个中师班和护士班亦在该镇。小学现有3所，学生

1 9 4 8人。有幼儿园9所，入园儿童5 3 9人。此外，有影剧院2所，以及文化馆、游泳

池和灯光球场各1个。 ．． 。，

‘ ●

一’ ●+ ● _
， ●

卫生方面。解放前夕仅有卫生院l所，医务人员7人j病床6张。现已拥有县医院2所

和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l所，共有医务人员3 0 9人，病床2 5 5
’

，。

张。此外，处于本镇的厂、社、学校，均设有医务室。该镇原系血吸虫病流行区，原有螺面

积2 2万平方米，现已基本消灭，血吸虫病人已从一九六九年的2 l 4 8人下降到一九七九

年的4 9人。计划生育也取得较大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O．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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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什邡县

方亭

方亭镇

正南街

中心大街

青年街

外南街

红星街

正西街

外西街

丁字街

正东街

外东街

通站路

汉语拼音

Shifan9 Xian

Fanftin9

Fanoting Zh色n

Zheng Nanjie

Zhonoxin Dajie

Qingnian Jie

WAi Nanjie

HOngxin9 Jie

Zheng Xijie

Wai Xijia

Din9zi Jie

Zh色n9 Dongjie

Wai Dongjie

TongzhAn Lft

备 注

古称汁方，较早使用漆的氏族．秦汉设置寿善．后
演化为什邡．

北用闵帝时，将什都县改名方亭善．镇因之得石．
什邡县政府，方亭镇驻地．

北周闽帝时，将什郄县改名方辛县，镇因之得石．

善城中·譬之正南．

一九七五年扩建，在县城中心闹市区．

原名衙暑街．解放后即改名为青年街，现沿用此名．

位于县城南门外．

原名牛皮巷，解放后改名缸星街，现沿用此名．

县城中心之正西．

县城之西门外．

县城中心．两街相接。其彤如丁字．

县城中心之正东．

县城之东门外．

一九五九年新建．县城南通往火车站之路．

西顺城大街Xlshflnch6n9 Dajie 县城西围城路·新建·

丰收路

小花园街

正北街

上文华街

下文华街

上北街

外北街

永正街

人民路

上鼓楼街

下鼓楼街

陵园路

东风路

Fangshou Ld

Xi直Ohuayuan Jie

Zh6n9 Beijie

ShAngwenhu Jie

XiAwenhuA Jie

ShAn9 B色ijie

WAi B色ijie

Y6ngzh色n9 Jie

Renmin Ln

ShAnggnl6u Jie

XiAgfil6u Jie

LlngyuAn Ld

原名牛市卷．因群众多经此街向粮站交粮．故改名
丰收路．

解放前此地有一水池花园，故名．

善城中心之正北

此街乐解放前朦名，现沿用．

此街汞解放前原名．现沿用．

位于正北街之上．故称．

。

县城之祀门外．

县城北门旧名采a．rl，此街在北门外。故名．

原是围城小道．一九五三年人民挖旧城|．扩建，故
名．

北街位于旧钟楼之j匕段．

冀街位于旧钟楼之南段．

烈士陵园在此路之侧．发石．

Dongfeng Ln 位于县城外东南，新建·

方亭镇(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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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回龙街

北顺城上街

i北顺城下街

东顺城街

南顺城街

汉语拼音

Huil6n9 Ji色

备 注

解放前即名回尼街，现沿用此名．

Beishnncheng Shangjie 在县城北固城路的上端，新建．

B色i，shdnch6ng xiajie 在县城北罔城路的下端，新建i

Don9shflnch*n9 jie 县城东禹城路，新建．

Nanshnnch6ng Jie 县城南围城路，新建．

青年街一道巷： Qingnianjie l—DAo Xian9 为青年街佣一小巷．

高家巷 GAojia XiAnfl 解放前高姓居此巷较多，故名．

外北街一道巷、 Waibaiji吾l—Dao Xianfl 为外北街倜一小巷·

外东街一道巷 WAidonojie l-Dao XiAn9 为，}东街侧一小巷·

北顺城上街
一道巷

北顺城下街
一道巷

北顺城下街
二道巷

B色ish讧nchengshangjie j匕颅城上街侗一小巷·

l—Dao XiAn9

B色ishnnch邑ngxiajie 北顷城下街俩第一道小巷·

1一DaO XiAng

B色ish讧nch色ngxiajie 北版城下街佣弟二道小巷．

2-Dao Xi Anfl

外西菜蔬大队 Waixi Caishodadul

大坟包 Daf6nbao

外北菜蔬大队 Waib邑i CAisht&dAdui

谊大队地处县城之西，故名．有耕地2 7，l亩，
6 6 2人．

此地原有一特大坟包，故名，现己平．外西幕蔬大
队驻地．

以其位于县城之北。故名。驻上鼓楼街．有耕地
8 3 3亩。l 8 6 6人．

'[ lU 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l-II_o●_--___l--__●l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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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西镇概况

云西镇位于什邡县城西1 2公里，集市面积O．3 1平方公里。所属3个居民委员会，

1个菜蔬生产队，有9 1 9户，4 O 6 3人，全为汉族。

云西镇驻地徐家场(东经104。037，北纬31。097)。相传明末清初从外省迁来徐姓老人，

在今镇之西北灵官楼，开设幺店，其后附近居民渐多，群众呼为徐家幺店。从清代至解放前

夕，已建成l 2条街巷，规模较大，称为徐家场。一九三三年于此设云西镇(因处于蓥华山

和西山之麓)，沿呼至今。一九五二年成立镇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与云西公社

合并。一九六二年始恢复镇的建制。一九六九年又与公社合并。一九八O年八月又恢复镇建

制。

该镇地处平坝，海拔5 4 0多米。为什(邡)彭(县)，云(西)湔(底)，云(西)

马(井)等公路交叉汇合之处，交通方便，商业繁荣。近年来企事业有较大发展，现在镇属

企业有缝纫社，五金修配社、服务组、食堂、蔬菜店、生产组、蜂窝煤组，装卸组，菜蔬生

产队等9个单位，一九七九年全年总产值l 4万元，其中利润1．1万元。一九七九年全镇

总存款额l 9万元，户平存款l 9 5元。

文教卫生方面；有完中l所，初中l所，教师1 0 1人，在校学生1 5 8 6人。入学率

为9 5％。有幼儿园l所，入园儿童1 0 0人。有医院l所，医务人员6 0余人。全镇计划

生育率1 O O％。自然增长率为4．2 7‰。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新建和整修了居民住

宅，有自来水供应，家家都能用电照明。血防工作成绩显著，原有螺面积1．6万平方米，

已消灭，原累计发病人数4 8 9人，已治愈。

镇上供销商业部门有商店门市部1 8个，营业总额达1 5 O万元。并有税务所，邮电支

局，县供电所、工商所，银行办事处等机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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