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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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区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

写；有的含意不好或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或难写难记，有的是地图和实地的地名不

符，错位、错字、错音。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我区的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

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始，至一九Jk-"年一月止，以八个月时

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区6个公社，1个街道办事处，41个大

队，297个生产队内的全部地名，包括4个集市，284个自然村，168条自然地理实体，

3个人工建筑，5个专业部门，1个医院和其他16条地名都逐一进行了核调。本着尊重

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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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区境内地名

483条，删去了重复或图实不符的lo条，新增JjⅡ57条，共普查地名530条。填写了卡片的

地名108条，占实际核调条数的20％；1：5万地图4份24幅j整理概况资料8份，纠

正了错字96条、错音15条和错名5条。基本达到了地名标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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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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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成果经专业人员反复校

核审定，是具有一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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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区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将全区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金口河工农区地名录》，以满足广大

使用单位的要求。

本地名录根据这次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10万地形图，编制威l：10万的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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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篇，辑录了全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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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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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方面的，均引自一九八。年区统计部门年报。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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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门一九八O年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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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工农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金口河工农区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



金I=I河’工农区概况

(县级)

金1：3河工农区位于乐山市西134公里处。东与峨眉交界，南与峨边相连，西与甘洛

接壤，北与洪雅毗邻。总面积588平方公里。一九八。年底全区有和平、共安、永乐、

金河、吉星，永胜6个公社，41个大队，297个生产队，9684户，53244人。其中：男

28291人，女24953人，农业人I=138745人，非农业人1=114499入，彝族519户，2874人。

总人口比解放初约增四倍。区入民政府驻罗回。东径103。47，北纬29。147。海拔高程

610米。

一，历史沿革

金口区历史悠久，昔为彝人所居。至汉代始被统治王朝划归属地，隶南安县。历经

三国，两晋，宋，齐、梁数代，此制未变。后周为平羌县地，随属峨眉县。唐初为罗目

县，继又改隶峨眉县。后又隶罗目县属嘉州。清初仍属峨眉县，名归化乡。康熙元年起

设千总衙署一员，至嘉庆十三年(公元--]k0八年)始在大堡设立厅治，名峨边厅。故

有先归化后大堡之说。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厅为县，名峨边县，初设城于大堡，

金口河序为第二区。一九四九年峨边解放，县人民政府设于沙坪，辖金口河区。

金口河工农区于一九七八年筹建(县级)，一九七九年元月与峨边正式移交分管，

同年省委151号文件明确了体制，十月，国务院国发(1979)236号文件批复崔四川省设

立华云，白沙，金口河三个工农区。”为工农结合之意。

金口河：古名泾水，一名天津水，又名秦水，今名金口河。金口乃泾口之讹。相传

秦惠文王伐蜀， (公元前337年，甲申)移秦人万家以实蜀中，因秦人思秦之泾水而不

得，乃呼此水为泾水。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丁亥)改名秦水。工农区成立时即以

此河命名。

=、自然环境

区域内地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皆为大山。山势纵横，岗峦起伏，崇山峻岭，连绵

不断。北有城墙埂海拔2835米所阻，南有老鹰岩海拔3321米靠背，西有梅林顶海拔3269

米作障，东有巨北峰2900米为隘。大渡河横贯其间。沿河除大沙坝、月珥坝、罗回、官

村坝少数地方较平坦外，其余多属高低不平，陡岩壁立河谷深渊。水流湍急，地多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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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石多土少。其田俱在山坡，其它半在陡岭。道路崎岖，行走不便，耕作艰难，土壤

多为沙岩风化而成。农作物以包谷，黄豆、洋芋为主，小麦、红苕、水稻，高梁及其豆

类次之。气温有高、中，低山之分。一九八。年工农区驻地气温最高月七月平均20．3

℃，最低月一月平均13．5℃，年平均16．4℃。很少积雪，无霜期313天，虽在严冬也不

甚冷。仅金河、吉星、永胜、共安公社的部份高山，农历十月积雪至翌年二月溶尽。年

平均降雨量752．6毫米，日照1028．511,时。

自然资源丰富。水利：境内大渡河为主干河，古名溅水，又名沫水，当地居民又称

铜河。由汉源县入境至斑鸠咀去峨边，全程85公里。另有盐井溪河，金口河、野牛河、

顺水河，垭溪河，张村沟、水凋林沟等若干溪沟。一九八。年农村水电站巳发展到了30

个，装机容量达1532磁，用电照明的生产队261个，占生产队总数的87．5％，用电量达

397万度。各种动力设备119台，1238匹马力。一九七九、八O两年新修水堰9条，山平

塘、喷灌池、水井等35个，增灌面积2000多亩。森林t区内有鹿晦坪林场，以育林为

主。另有吉丰林区，1 73林区、梅林顶林区，还有瓦屋山珍贵冷杉均未开发利用。仅梅

林顶50000亩原始森林以国有林为依托。一九八。年始办国、社林工商联合公司。矿藏

也为丰富，有金、铜、铅、煤、水晶、磷肥矿、石英矿等大小矿藏。如石英矿位于金河

公社吉丰大队六队，距金口河火车站ll公里，储量1454．5X吨，耐火度1750 6C，可为器

皿玻璃、型砂、电瓷、陶瓷、平炉炉顶砖、焦窑砖等工业原料选用。远景可观。

根据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和省、地有关指示，一九八。年逐步调整了农业

内部结构，确定了“以林为主，粮经并举，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建设副食品基地"的

生产方针，现正以此方针，建设着、发展着。

三、经济状况一、_●，●’Ⅳ’v-

农业：一九八O年有耕地面积57934亩。其中l田1258亩，地56676亩。粮食总产

19，831，509斤，农业人平产粮51‘1斤，比解放初的一九四九年增长三倍。牛羊饲养分别

达到5503头、9503头；生猪圈存24870头，出肥率比建区时的一九七八年增长55．7％，

蜡虫树达N55万株，一九八。年产蜡虫202担。比七八年增长十三倍。油桐树35万株，

一九八。年产2500担。各种水果树40万株，一九八。年产水果19．19万斤，比七八年增

长3．2％。茶叶在地面积3700亩，产量126担，比七八年增长142．3％。黄莲、牛夕等中

药材也为驰名。林业持续发展，七九，八。两年共造林7430亩。一九八O年农副工总收

入达467．8万元，比七八年增长11．7％。其中：林牧副渔产值达209．85万元，比七八年

增长49．9％，占总收入的比例比七八年的27．7％上升到44．9％。全年农业总产值64a万

元。农业入平产值166元。

工业；区办企业从无到有，先后开办了汽车队，木材加工厂和国社林工商联合公

司。新建了建筑队，机砖厂、牛奶场等社队企业。原有的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社队

企业在调整中继续巩固提高。一九八。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152万元，比七八年增长

36％。其中，社队企业达到70．4万元，比七八年增长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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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乐(山)西(昌)公路和成(都)昆(明)铁路从东往西贯通全境。现

在有各型汽车20台。一九八。年底全区有6个公社，28个大队，78个生产队已通公路。

大大地改变了交通状况。

商业财贸：一九八。年区内纯购进总额145．4万元，比七八年增长22．18％，其中农

副产品收购达128．2万元，比七八年增长11．5％。商业、区内纯销售达675万元，比七八

年增长37．6％。银行发放贷款62万元支援农业。财政部门开源节流，一九八O年预算收

入实际44．5万元。七九、八。两年地方收入360万元。安排城市建设、福利设施、工厂

生活区整治、新建公路和支援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资金达330万元。发挥了经济效果。

四、文教卫生事业

一九八。年全区有完中2所，戴帽中学6所。小学75所，比一九四九年全区仅有的

8所小学增加约九倍。现有教职员T359人。在校生达1．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2．5％。

学龄儿童入学率达88．2％。托儿所(园)发展到40所，共有幼JLl867人受到学前教育。

三十岁以下青年已基本脱盲。文化事业有所发展，246个生产队有了有线广播，建立了

4个电影队在集市和农村巡回放映。

卫生事业有新的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状况大大改善。全区有医院8所，每个公社均

有卫生院。一九八O年有医生和职"1：85人。部份大队设有医疗站。计划生育也取得了一

定成绩，一九八O年出生率控制在1l‰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6‰。大大提高了人

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改变了解放以前那种生病怨鬼，治病求神的九死一生的惨淡困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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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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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街道办事处概况

永和街道办事处于一九八一年五月经乐山行署批准建立。位于乐山市以西134公里

处。因跨永乐、和平公社，则取其两公社之头字命名。

永和街道办事处所辖地区原属蛾边县金口河区永乐公社的新民，新乐，新华、新光

大队与和平公社罗回大队的一部份。一九六五年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逐步成为建设

工地和生活福利区。

该办事处横跨大渡河两岸，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4"C，日照1028．5小时，无霜

期为313天，降雨量752．6毫米。总面积为5平方公里。所辖和平(按规定未作普查)、

官村坝、枕头坝，云斗岩(按规定未作普查)四个居委会，共有2755户，非农业人口

13536人。

工业交通方面；工农区建立后，扩建了原有糖果厂，酿造厂、豆腐加工厂，新办了

粮油加工厂，水电站，汽车队，随着经济的繁荣，建筑队，缝纫业，理发业，蜂窝煤

厂、旅馆、小食店，灰砖厂相继建立。现有职工队伍500多人，年产值可达270万元。

该地区有公路通全区六个公社和32个大队，并与乐(山)西(昌)公路相连，各福

利区和工地均有公共汽车来往，还有8．5公里铁路专线和成昆线相通，并有定时客车直

通金口河火车站，交通极为方便。经过整治，全部街道均为水泥路面，车道，入行道基

本分开，路则逐步建设街心和路边花园，绿树成荫，花香四季。

文教卫生方面：由于国家建设的发展，使偏僻的山村变成了城镇(Ib城镇)。文教

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现在辖区内有完中二所，戴帽中学三所，技工学校一所，幼儿

园(所)8个，有职工200人，在校生2800人。
‘

区内有一个50W电视差转台，1500座的影剧院，可容3，000人的灯光球场，游泳

池，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娱乐设施。

辖区内有相当地区级的医院一所，县级医院一所，有病床300张，医疗设备和药品

都较齐备，有医务人员275人，地处街道的公社卫生院，大队都有医疗站，每个福利区

设有卫生所，各企业都设置医务室。



现 名 汉语拼音

金口河工农区

永和街道办事

处

6

Jin k6u h6

Gong nbng qd

Y6ng h6 jie dao

Ban shl chn

备 注

金口河区原属峨边县的第二区．国务院嗣发(t079)
236号文件批准建立的．金口河工农区(县级)工农结

合之意．目驻金口河而故名．

根据乐暑函Oosl)66号文件批准建立．取永乐，和乎

公社之头字命名．

警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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