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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青年喜获丰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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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川县是我国羌族聚居区之一，此图是地处氓江上游西岸的绵

池公社羌锋大队簇头寨风貔



图为羌族娶亲的迎承式

四姑娘山，位子汶川县境的西鄙，在阿坝藏旗自j台州1的小查．

理县、汶川三县交界处，属大熊猫的故乡——卧屯自然保护区的一

部份。四姑娘山，由四个高度相近的山峰组成，主峰海拔六千二百

五十米。



毁
现

图 为
为遗
刳址
尔

。

坪
禹
工
庙

因

叉
化
堇
命
被

刳
尔

石坪
纽因
山在

l 石
l 纽
据山
载上
为

。

基
岳
硅

禹
与

地
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为汶川县绵麂禹王宫一角。



四川省映秀湾发电厂于一九七六年投产，

装机容量29．j万碰，这是修筑在岷江上游的映

秀湾水电站闸坝。

图为映秀湾发电厂在卧龙自然保护区境内的渔子

妥一级水电站闸首。



——具有民族风格的羌族乖I绣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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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山石刻，位于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山石翠苍可挹，峭童嶙

峋，截然玉立，如垒如城，绣‘‘玉垒l』J”三大字，其大盈尺；据

传：蜀后主观湔江至此，亲题“玉垒山”三字。现清晰可辨．在今
县人民政府礼堂后半山。

回澜塔， 《灌

县志∥记：“大清道

光14年．处士姚清

闻建，”在今璇口

区公所背后。



阿坝州岷江机械厂

是州内机械行业建厂较

早的，图为该厂生产的

牛奶分离器，正在作出

厂前的检验。

图为』j可坝州崾山机

械厂生产小四乾拖拉机

的主装车问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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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地名也在不

断地发展和变化·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改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矽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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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国务院一九七九年3 O 5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州人

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七月开始，至一九／k--年八月止，以十三个月时

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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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l：5万地形图(1969年——1971年版)为基

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1725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153条，共188

条，占图上地名的14％。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同时对部份以序数

命名的大队、生产队，地名进行了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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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

编成《汶川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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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万地形图，缩制成l：13万的全县

地图I标注了本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重点形

成的文字概况材料共3 5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卡j，自然

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165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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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引用的数字和材料，参考资料有： 《汶川县志》，一九七九年十月汶川县委

办公室编写的《汶川县历史资料汇编》(1949——1979)，1979年11月阿坝州汶川土壤

普查试点工作队编写的《汶川县土壤资料调查》l至4集；县计划委员会、县农牧局编印

的矗1980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挣和“1980年人民公社决算分配汇总表"。户数、人口

数．各民族人数是用县公安局“1980年度的人口年报表刀。还有电力水利的有关数字是

用县农机水电局一九八O年的统计数。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

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实查数。

今后，有关单位和个人使用汶川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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