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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充县氮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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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的发展与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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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含义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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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镨名；加之全县的大队都是以序数

为名，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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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自一九八。年十月开始，至一九八一

年十月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六百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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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八个公社和一个镇更名，六个公社恢原复名。同时以l：5万地形图(一九六。年

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2682条，删去了不复存在和失去作用的地名102条，纠正了锚

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474条，新增地名1098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的要求。地名普查的成果，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按规定上交。

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

持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西充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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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的全县地图，

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

况材料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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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

筑，企事业单位等地名2685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地名的来源

含义等作r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字。公社、生产大队、生

产队数，为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西充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西充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十二月



西 充 县 概 况

西充县，位于四川盆地中北部，地跨北纬30。52 7—31。15’，东经105。36’一106。04，。北
与南部县交界，东南与南充县相邻，西与盐亭、射洪县接壤，西南与蓬溪县相连。面积i006

平方公里，辖六个区，四十七个公社，一个镇，六百零三个大队， 五千五百五十七个生产

队。一九八O年底总人口为六十万零九百三十五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八，系汉

族，平均每平方公里五百八十二人。县人民政府驻地晋城镇，位于南充市西北、渝(重庆)

南(南部)公路线上。

历史沿革

今西充县地，战国属巴国，秦属巴郡，汉初属充国县，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属西充国县

和安汉县，西魏年间属晋城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为南充县地。唐高祖武德四

年(公元621年)析南充、南部、盐亭各一部置县，因在汉代充国县之西，得名西充县。治今晋

城镇，属果州。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将流溪县并入，属顺庆路。明洪武十年(公元

1377年)废西充，并入南充县。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复置西充县，属顺庆府。清属川北

道顺庆府。民国三年属嘉陵道。民国二十四年，属四川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JL四九年西

充解放后，属川北行署区南充专区。一九五二年属四川省南充专区至今。境内行政区划几经

调整，建置变革频繁。解放前全县有三个区，三十二个乡，五百六十五个保。解放初为四个

区，三十二个乡。一九五。年增设占山、青狮两个区， 二十三个乡，为六个区、五十五个

乡。一九五一年九月又增设多扶区，为七个区，仍为五十五个乡。一九五二年土改结束时，将

文井、壁山两乡划归蓬溪县，又将南部县的义和、罐垭，金源三乡及李家乡的大部份划入四

充。一九五二年又增设槐树区、城关镇和四个乡，为八个区，五十九个乡和一个镇。一九五

五年三月又撤销占山、多扶两个区和十九个乡，为六个区、四十个乡和一个镇。一九五六年

又撤销仁和区(即原青狮区)，为五个区，四十个乡，一个镇。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仍

为五个区，但将四十个乡合并为三十四个公社。一九六一年又恢复多扶区和十三个公社，

为六个区、四十七个公社，一个镇，直到现在。

自然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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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较少，适宜种植粮食、棉花，发展多种经营。矿产很缺，只有少量的石油和盐。全县流域

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有六条。最大的是宝马河， 发源于南部县的伏虎，流经罐垭，

鸣龙、槐树，义和，中南，流入南部县的龙凤，全长41．6公里。还有紫岩河、三贫河、虹溪

河、宏桥河、龙滩河以及长度在10公里以上的小河八条。所有河流都倾泻县外，系多数河流

的发源地。除向西注入的河流为涪江水系外，其余河流均属嘉陵江水系。正在修建的南充地

区升钟水库右总干渠在县境内，还有西充，南充，西武、西蓬四条干渠流经县内二十五个公

社。这些工程完工后，除四个公社的农田需提灌外，其余四十三个公社的农田绝大多数都可

自流灌溉，保灌面积58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73％。本县属四川盆地北部中亚热带湿润气

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春季回暖较早，但不稳定，

因雨少常有春旱；夏季较炎热，雨量集中，但因分配不均， 常有夏伏早； 秋季凉爽，降温

快，秋绵雨显著；冬季温暖，降水量少，天气阴沉多雾。年平均气温17．2。C，最冷月(一月)平

均6．1。C，极端最低温零下4．1。C； 最热月(八月)?-7．5。C， 极端高温40．40C。年总日照

1445小时，无霜期306天。年降水量894—976毫米，但大部份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 常

有干旱秋涝灾害。

经济⋯隋况

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生产水平很低，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解放后，

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精神焕发，生产逐步提高，各行各业有了较大发展。一九八O年工

农业总产值九千六百五十三万元，人平一百六十元。

西充县是粮棉产区，是全国重点产棉县之一，过去的蚕桑也很著名。全县耕地面积五十

八万五千四百零六亩，其中田二十万零二千三百四十八亩。粮食主产水稻、红苕，其次是小

麦，玉米；经济作物以棉花，蚕桑、水果、油菜为主，海椒、红麻次之。解放后，随着耕作

技术的提高，复种指数的扩大，加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先后修建蓄水千万立方米的红旗水

库，三百万立方米的红岩水库，以及其它小型水库一百零三座，山平塘二千八百六十二口，

石河堰六百零八处，蓄水量达六千七百五十万立方米，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一九八。年粮

食总产量为三亿八千一百一十五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一点三倍，农业人口平均产稂六百

五十斤；农业总产值七千七百三十五万元(其中农业六千零一十五万元，林业二百三十三万

元，牧业八百六十二万元，副业六百二十三万元)。水稻种植而积一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四亩，

单产九百零八斤，总产一亿六千七百四十六万斤；种植棉花十万亩，亩产七十三斤，比一九

四九年增产六点三倍，总产七百三十五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加十倍；种油菜二万零九百八

十一亩，单产一百五十八斤，总产三百三十一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产九点三倍；养蚕七万

六千张，单产五十二斤，总产三百九十五万斤，为历史最高水平，由于蚕桑生产的大发展，

多扶区还办起了以栽桑、养蚕、制种到缫丝，织绸、销售的联合企业；全县定植柑桔二百一

十六万株，产果五百一十四万斤。西充的海椒，果大籽少，色鲜味美，不仅畅销国内．还是

重要的出，d物资。

境内原来的林木发展较好，到处是青山绿岭，树木成林。一九五八年以来，林木遭到严

重损失，很多地方成了光山秃岭。近年来，各地认真落实林权，建立林木生产责任制，大抓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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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造林，林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现成片造林十一万亩，四旁零星值树四百六十多

万株，森林复盖率为5．7％。

畜牧业的重点是生猪，其次是牛。一九八。年生猪圈存二十七万头，出槽肥猪二十万零

六千头，育肥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现有耕牛二万六千零八头，其中能劳役的一万九千零七

十七头。

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全县现有企业九百三十五个，一九八。年总产值达二千

一百万元。多扶，晋新等公社年产值超过百万元，仁和年总产值达四百一十七万元。

县内过去由于缺矿缺电，工业发展比较缓慢，原来只有一些生产修理农机具的小厂小社，

品种少，产值低。近年来，轻工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有氮肥厂、工艺美术锦缎厂，塑料厂、

缫丝机制造厂、汽车修配厂，农机厂等，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达三干七百二十七万元。县

工艺美术锦缎厂生产的软缎和提花被面，曾在全省名列前茅。

解放前全县只有一条公路，一辆破汽车，物资运输主要靠人力，其次为畜力。解放后交

通事业有较大发展，现有公路里程436公里，拥有客货汽车84辆， 每天均有班车通往成都、

绵阳、广元，重庆等地。区，乡公路纵横，社社通车，其中有二十一个公社每天都有一次或

数次班车往返。

本县是棉花、蚕桑、水果产区，又处省道公路线上，商业发展很快，市场繁荣，购销两

旺。一九八。年商业供销购进完成三千六百七十四万元，销售完成七千五百九十七万元，利

润完成一百五十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

西充县的文教事业在解放前就有一定基础，读书的人比较多，全县有巴蜀、育英、县中

三所中学，五百九十七所小学，中学生一千二百多人，小学生三万多人。现有师范校一所，中

学八所，各公社完小还设初中班，共有中学教师一千三百九十八人，中学生三万五千一百八十

人；小学七百四十八所，教师二千七百四十八人，学生一十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五入。文化事

业方面，解放前全县只有两个戏班子，人数少，设备简陋，现在不但县上有川剧团，青狮、

紫岩、东岱，仁和等公社也有业余川剧团，经常在县内外演出。县、区有电影院五处，电影

放映队四十七个，放映员一百三十八人。县里还有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大大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解放前县上只有一所规漠很小的医院，多数乡场只有私营药房，医生很少，

群众医病很困难。现在县上有卫生医疗机构五处(其巾县级医院两所，)，区、乡医院五十八

所，共有病床八百七十三张，医护人员八酉八十九人。农村医疗站五百六十多处，医务人员

一千零二十七人，城乡群众就医都很方便。

’计划生育成绩显著。一九七六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九点三四，一九八。年下降到

千分之五点四。

名胜古迹

县内比较著名的名胜古迹有四处；一是多扶凤凰山。系明宋农民起义领油张献忠的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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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清顺治三年，张献忠入川破“顺郡”后，屯兵于此山，大治舟楫，准备到湖广，由于叛

将刘进忠的出卖，暗引清肃王豪格带兵猝至，张献忠未及提防，不幸中箭被擒，在此殉难。

二是。汉将军纪信故里”碑。楚汉相争，汉高祖被困荥阳，将军纪信假扮高祖诳楚，替主身

亡，救出刘邦。纪信故里在今紫岩公社纪公庙大队(即原扶龙村)。明万历四年，在县城西，

即今木角公社将军碑大队建“汉将军纪信故里”碑。三是“万民宝塔”。清乾隆五十九年，

寺僧觉正在今紫岩公社油井寺大队即当时“油井镇”募修此塔?高十丈有奇，倒映潭中，波

光荡漾，人称“玉笔点水”。四是资福寺(即今大福寺)，为唐圭峰禅师说法处。据县志记

载当时“八龙听讲，夜雨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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