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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地理则是人类文明的佐证。在我县有考证的二千五百年以
，

来，汉，彝、藏劳动人民开发、交往、利用，生活在邛，笮(大相岭、飞越岭)二山之下；

汉，戮(流沙河，大渡河)二水之畔，历经沧桑，饱尝兵燹，遗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闻，创

造了许多不朽的文明遗存。但从古蜀笮都候国，到秦汉牦牛县，经隋，唐的黎州、汉源，直

到现在，汉源的来龙去脉很少为人熟知，玎成千上百条含义深刻，沿革悠久，字义丰富多彩的

地名更少为人们了解。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汉源县志》修编以后，地名失管，更替

频繁，特别是“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富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地名被取

消了，有的丧失了特色，有的出现了音混、字错、名重的现象，给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

利的影响，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的交往带来极大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

雅安地区行署有关指示精神，对1 t 5万地形图上的1684条地名进行了核实，纠正错字、错

音，错位351条，删去消失地名14条。新增加大队名称及日常使用地名357条。在达到地名标

准化，规范化要求的同时，对公社以上行政区划，重要时厂矿企业及自然地理实体，著名风

物，重大历史事件等都编写了概况材料，经地区，省检查验收，已按规定上报。

· 通过地名普查，汉源古地的历史面貌更加清晰细腻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s汉源因位汉水

(流沙河)之源而得名，古今均为交通要道，系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平定西南夷，而有贡

椒之来历，诸葛亮南征才得大相岭之名，隋，唐征番，渐开发大树，明清控夷，始设土司之

制，以及近代石达开西征，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红军长征等使汉源县成为蜚声远近的古战

场。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结束了民族纠葛和战事纷争的状况，汉源古地的

历史又向前推进了。

纵观汉源地名，因其地理特征与姓氏加冠者居多。山、岗、咀、湾、坪、坝，凼、坡，

河、沟、水、塘比比皆是；而营、关，堡、口、寺、庙、洞、石又大都反映了历代兵事和传

说，因物得名者更充满了生机，多为广大人民喜闻乐用。

‘汉源县地名录》收集了各类地名概况81篇，绘制了1。20万《汉源县地图》，1。．40万



《汉源县历史沿革和兵事示意图》，辑录了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

及主要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地名1901条，并对各条地名的形，音、义诸元进行

了力所能及的阐述。 ，o ?≥70
‘

：。．一：，

《汉源县地名录》汇总了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意境兼备的特点作为

专辑出版，将给各界人士提供良好的基础材料。
‘’ ‘ ， ’‘ ‘一‘’：⋯，：r。一一t’

本录中沿引的一九八O年年报统计数字仅供参考。但今后对地名名称及其汉语拼音的使
：“

‘”
’ i ?’

，
：： ．。7

用和书写，均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一：，。I’‘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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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汉源县概况

(一)概 述

汉源县位于雅安地区南部，在东经102。167至103。007，北纬29。057至29。437之间。面积

2265．9平方公里。东邻乐山地区的洪雅县和金口河工农区，南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

西靠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县和本区石棉县，北接本区荥经县。据史籍记载：古汉水(今名

流沙河)源出县治西北飞越山，自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取其“汉水之源矽的含义，始

名汉源县。

一九八。年底，全县入E1293473人(比四九年增加67％)，其中：男147431人，女146042

人，农业人口278073人(比四九年增加62％)。民族主要为汉族，另有彝、藏、回等少数民

族。行政区划为6区，3镇，42个公社，其中顺河公社为彝族公社。全县共有254个大队，

1855个生产队。县治富林镇海拔782米(东经102。407，北纬29。207)。

(二)历 史 沿 革

汉源县古名笮都，属蜀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置蜀郡，一乃属蜀

郡。 ．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西南夷，析置沈黎郡，郡治笮都，天汉四

年(公元前97年)，又撤沈黎入蜀郡，遂改笮都为牦牛县。东汉灵帝时(公元168年)，以

蜀郡属国都尉，复析置汉嘉郡，牦牛县隶于汉嘉郡。三国鼎立时(公元214年至263年)，蜀

汉因袭旧制。晋惠帝光熙元年至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06年至347年)，李雄在成都建立“成

汉黟政权，废牦牛县，分置沈黎郡和汉源郡。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至581年)，南朝齐，

梁时，邑境荒没，户口锐减，更名为沈黎獠郡，北朝西魏、北周；废郡置黎州，复置牦牛县

(今九襄)。寻，州县俱废，羁縻于益州。

隋文帝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统一全国后，将黎州改为登州，炀帝大业初(公元605

年)，罢州置郡，改牦牛县为汉源县，隶临邛郡。唐代(公元618年至907年)，推行“罢郡

置州以领县”，曾先后分设汉源县(今清溪)，飞越县(今宜东)、城阳县(今唐家)，阳

山县(今富林)’玄宗开元时，阳山改称通望县，肃宗乾元时，诸县一并划属剑南道。五代

十国时(公元907年至965年)，前蜀仍唐制，后蜀孟知祥称帝，将汉源、通望二县隶永平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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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度使。

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将通望等县合并为汉源县，属成都路。元，明两代(公

元1279年至1644年)废县，先置黎州长官司，继升为安抚司，隶四川行中书省，后分置黎州

守御千户所及大渡河守御千户所，至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将东南部彝族聚

居区授予松坪土司，一并隶属四川布政使司。清初口三藩之乱"时，沿袭明制，康熙二十年

(公元1681年)， “乱平黟之后，合并两千户所称黎大所。后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

将黎大所连同松坪土司治地一并设置为清溪县，属雅州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以清

溪县与贵州省的青溪县重名(音混)，因此重新启用汉源县名，属川边道，后改属四川省第

十七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建省，始划归西康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月，西康省宣布起义，旋被国民党残部窜

据，至一九五O年三月汉源才得解放。解放后，县治由清溪迁九襄。一九五二年完成“土

改"后，又由九襄迁富林至今。一九五五年四川、西康合省后，汉源属四川省雅安专区。

解放初期调整行政区划，原县属凰仪堡划归荥经县，一九五一年六月又划美罗、大冲两乡

归石棉(新建)县，同时将越西县的大树区划入本县，·九五六年又划峨边县的永利乡入本县。

本县民族在古时候被称为搿笮都夷"、“牦牛夷’’，历来是一个民族杂居县。汉，彝、

藏各族人民在历代帝王的高压和歧视之下，曾经被激起过多次反对封建统治的义举，自汉、

唐以至清朝，历史上所谓靠牦牛夷叛’’，“夷匪滋扰’’、“野猓不靖黟，乃至‘‘兴兵攻城夺

印，，等的记载，屡见不鲜。人民不堪奴役，发起反抗暴政斗争的事件，几乎每个朝代迭有发

生。民国年代，国民党经常挑起民族之间的矛盾，以便从中渔利，人民受尽剥削压迫。直到

解放以后，各族人民才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

流经本县的大渡河，曾留下当年太平军可歌可泣的战斗史迹。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

翼壬石达开孤军转战八省之后，由滇入川。四月，先头部队取道宁远(今西昌)，直抵大渡河南

岸，在越西深沟(今汉源河南公社)，先锋赖裕新遭遇滚木擂石牺牲。但这支先头部队，再接再

厉，继续打着太平军的先锋旗，在大树堡用布系船为搿浮梁"，却成功渡河，并通过本县

县境，绕道荥、雅，分兵两路，从芦山、名山直趋邛州。当时北岸守备空虚，富林，大冲

等地仅数百清兵，且早已闻风撤走，龟缩于清溪城内，但因太平军后续部队不继，致使贻误戎

机。五月，达开率主力军从西昌以西另觅小道北上，入越西境，竟未走大渡河南岸而进抵

西岸，屯兵于紫打地(今石棉安顺场)，在河道七场驻扎五场，连营三十里，困驻将近一

月，以至“糗粮告罄，摘桑、杀马为食∥。当其最后决定突围时，北岸清兵已有守备，又适

逢矗雪山融雪之际，一夜风雨，河水陡高数丈’’，两万多大军仓猝扎筏扑河， “每筏乘数十

人，以挡牌蔽身，皆披发衔刀，挺矛直立，众筏同时奋发"，终于不幸，“悉随惊湍飘殁"。

太平军战士临危不惧，悲壮死难之后，石达开受骗被俘， “愿舍身以保全部属，，，被解至成

都慷慨就义。最后剩有二千多太平军及随军眷属，被胁迫集中禁闭在大树堡的一所古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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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子深夜堆积柴禾，从四周放火焚烧，于是全部惨遭预谋的集体屠杀。事后清兵还在古庙

废墟上立了一块“鲸鲵封处矽的血腥石碑，此碑被后人早巳捣毁。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在全国风起云涌，四川兴起保路同志会， ‘‘借保路为名，行革命

之实"，由罢课、罢市，抗捐，抗税，发展为武装起义，使成都的满清政权危在旦夕。雅安

以罗日增(即罗子舟)为首，成立同志军五大营围攻雅安城，同时派张玉麟和谭小山(又名

谭戴阳，荥经人)分别防守大渡河渡口及大相岭大关，以阻止赵尔丰调动西昌，康定的清兵

前往解救成都之危。本县商，民，为川汉铁路曾经几次筹集股银，事与切身利害攸关，于是

采取“富者输财，穷者出力”的办法，由吴廷相、黄绍宗等人在宜东，富庄等地组织起一批同

志军，投奔谭小山参加大关防守，前后与清兵激战月余。后来由于一股伪降的清兵从内部叛

变，致使战事失利，张玉麟英勇战死，谭、吴，黄等五人被俘至清溪城内遭杀害。大关失守之役，

荥经、汉源两县共有一百多同志军为辛亥革命流血牺牲。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 “若没有四川

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劳对四川各地同志军为革命不怕牺牲的

神精，给予高度评价。

一九三五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汉源时，五月二十五日(旧历)，十七勇士在石棉安

顺场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左权所部，曾于本县大树渡口发起佯攻牵制敌军，以掩护上游强

渡。红四方面军罗炳辉同志，十月份途经唐家、富林等场镇时，曾鸣锣召集群众宣讲共产党

北上抗日，救国救民大义。

(三)自 然 条 件

本县处于横断山脉北段东缘，属于川西高原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为大相岭以

南，小相岭、大凉山以北的大渡河峡谷地段，地震裂度为5．5至6级。

地形：县境四周，群山连绵，中部河谷低平。西部的鸡冠山，飞越岭，北部的大相岭，

东部的轿顶山，以及南部的大山垭1：3包包等，巍巍高耸。三千米以上的高山有二十一座。最高

点是与泸定县交界的马鞍山，海拔4021米，最低点为永利公社的白熊沟口，海拔550米。境内

有皇木、坭美两处(海拔二千米左右)较平缓的高地，其余则为陡峻崎岖的山地，主要场镇

多分布于缓坡及河谷。

水系：属长江支流岷江流域的大渡河水系。大渡河由西向东横穿县境，境内长75．6公

里，常年平均流量1340秒立方。流沙河由西北向东南在县城南注入大渡河，全长71公里，流

经四个区，二十三个公社，积雨面积1134平方公里。较大支流，如大渡河的宰骡河，自岩

河、鲁布沟、深溪沟，流沙河的黄家沟、旭家沟、木槿水等，共有十三条，平均年水量约

15．8亿立方，但都呈山溪水的特性，易于暴涨暴落。以流沙河较典型，多年来常年流量为

18—20秒立方，但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却出现仅有1秒立方的最秸流量，而在一九六O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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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发生过1020秒立方的最高洪峰。虽然如此，仍不乏开掘能源之潜力，全县水力资源(不包

括大渡河干流)理论蕴藏量共计175880千瓦，而现已建成的小型电站88座，装机总容量只有

4125千瓦，利用率仅2．35％。当前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力资源有待大力开发。

地层：县西北部与甘孜州的泸定同属侏罗纪地层，多为砂岩、页岩、粘板岩等。东南部

与金口河工农区及凉山州的甘洛县同一地质构造，为震旦纪石灰岩和自云石化灰岩，以及寒

武纪、奥陶纪、二迭纪海相沉积地层。

地质构造。从泥巴山口朝东南走向之逆断层，斜贯全县，经乌斯河穿过大渡河延伸至甘

洛境内。境内断裂、褶皱发育，有印支期、晋宁期、燕山期花岗岩，以及蛾眉山玄武岩组构

造，并有石灰岩中的岩浆热液活动，形成多种矿产资源。为此，李四光教授三十年代末期考

察西南地质时，曾将这一带岩浆岩取名为“富林杂岩’’。境内蕴藏有锰钴矿、菱镁矿、磷

矿、铅锌矿和其他稀有金属元素，不少高品位富矿，具有很大开采价值。其次还有煤、石

膏、褐铁矿，黄铁矿、高岭土、硫磺、水晶，砂金等，亦具有一定经济价值。．

土壤植被：本县优质土壤不多，上半县主要为页岩．砂岩风化士，下半县主要为石灰岩

。风化土。大量分布在各个山地的白鳝土，紫砂土j粘怪红壤、缺磷黄壤等，往往土层薄、耕

性差、肥力低，亟待改良。但在海拔1400米及其以下，占总面积22％的坡地和谷地，土质一般

却较好，多属中性或微酸性土壤，过碱性瘠瘦地所占比例不大，宜于以粮为主，多种经营，

发展农业。海拔1400--2300米的地区，约占总面积45％，则宜于以林为主，适当结合牧业和

农业，以保持生态平衡。可以因地制宜营造各种用材林、薪炭林和其他经济林木，也可以扬长避

短，利用各个山地分散的草、牧场，养殖牲畜。海拔2300米以上，约占总面积33％的高山区，

植被多为蕨类、竹类及杜鹃科灌丛，间有松、杉、桦，栎等针，阔叶林混交生长。森林资源以

‘往遭到破坏，致使不少山脊裸露，水土流失，原有天然林仅存40．2万亩，覆盖率为12．7％。

多年来通过航播等多方努力，已营造幼林35．4万亩，其中有部份巳郁闭成林，应继续加强护

理增加覆盖率。野生资源有贝母、虫草，天麻以及黄芪、半夏，黄连、茯苓、大黄等。山区尤宣种植

各种药材，其中以当归、牛膝为大宗，年产均在千担以上。深山还有小熊猫、扭角羚等稀有动物。

气候：本县属北温带与季风带之间的亚热带气候。但因四周环山，谷深山高，气候呈垂

一

直变化，尤其受大相岭亘阻之影响，故又有凉山州东北部大陆性气候特征：高地寒冷，河谷

炎热，雨量偏少而且不匀。据二十年来积累记录，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8度，元月8．3度，七

月28度。年活动积温高达摄氏5844。7度，日照时间长达1451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仅741．8
·

毫米，元月1．1毫米，七月169．7毫米，加之地表涵水力差，蒸发量大(年蒸发量1490．7毫

米)，所以历年来旱洪灾害频繁，常出现春，伏旱，夏洪秋涝。年平均湿度14．7毫巴，元月

6．2毫巴，七月24．8毫巴。年平均风速1秒米。四月份1．5秒米，十月份o．7秒米。但在背靠

大相岭的清溪区，面临河谷，地势较高，入冬以后干燥寒冷，由于气温降低，气压升高，空

气向河谷流动，因而产生强烈西北风，俗称“清风节，与“雅雨力齐名。全年无霜期，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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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高地在120天左右，富林等谷地在300天以上。灾害性天气多集中在降雨的七、八月份，屡
有暴雨、冰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情发生。 ．

(四)经 济 状 况

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986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204元。以解放初

搿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一九五二年为基数相比，增长了6．5倍。

农业。现有耕地385825亩，农业人平1．39亩，其中水田92633亩，占24％。一九八O年

农业总产值为4761万元，其中农业3104万元，林，牧、副，渔业共为1657万元。粮食总产量

19910万斤，为一九五二年的2．9倍。由于改变了过去广种薄收的习惯，重视科学种田，平均

亩产已由一九五二年的146斤提高到375斤。一九八O年完成征购任务2282万斤，农业人平生产

粮食716斤，分粮531斤，分现金69．1元。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为主，水稻占总产量

30％，其次是薯类和豆类杂粮，其中大白豆已列入外贸，近年来有较大发展。经济作物有油

菜，花生、甘蔗，向日葵、烟叶，蚕桑等。

解放后大力兴修水利，已建成和基本建成灌溉万亩以上的小I型水渠有。香林堰、上游

堰，东大堰，跃进堰四条，灌千亩以上的小堰遭有九条，灌五百亩以上的有二十二条。蓄水

十万立方的水库一座，蓄水一万立方以上的塘22I：1，蓄水一千立方以上的池241个。并逐步

形成水利网，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灌溉面积已达16．9万亩，为耕地面积的44％。

农业机械化程度也有较大提高，一九八O年共有大、小拖拉机421台，机耕面积4．3万亩，为

可机耕面积的50％。近年来畜牧业发展卓有成效，一九八O年出栏肥猪10．3万头，猪、牛、

羊肉产量共1289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年底各种牲畜存栏数。牛，马、驴，骡等33365头，

羊42791只，猪168237头。生猪存栏数按农户平均，每户2．78头。

本县气候温暖，日照足，适宜经济林木生长。主要的土特产有花椒、苹果、梨、柑桔，

油桐、蓖麻，生漆，虫蜡等，尤以花椒，梨子，柑桔、油桐，蜡虫，生漆等负有盛名。花椒

早在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即被唐代帝王列为贡品，称为“贡椒矽。以清溪、建

黎(牛市坡)公社所产花椒最佳，故有“清椒一之称。“清椒’’别具特色，果实远比其他产

地肥大肉厚，且每粒有小粒附之，故称为“子母椒’’或“娃娃椒矽。油润鲜红，芳香浓郁，

酥麻可口，风味独特，是本县的主要土特产品。全县现有椒树约500万株，产量达18万斤(一

九八O年)，同时还炼制花椒油，行销省内外和港澳，深受欢迎。水果是本县的大宗产品之一，

品种特多，尤以汉源雪梨品质最佳，驰名省内外，据汉源县志称。 搿县中产梨甚广，种品亦

多，自梨以丰厚产者为最佳，外有大自梨⋯⋯一，因此有“水果之乡"之称。解放后各种水

果均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梨、苹发展迅速，现有梨，苹品种近200种，共有200多万株，一

九八O年水果总产量达1800万斤。柑桔在本县河谷地区栽培甚广，据县志记载清嘉庆年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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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栽培。现尚有一百多年生的红桔，实生甜橙老树较多。前域公社有一株本地黄果已有

百多年树龄，为优良的无核甜橙，现已列为四JIi省柑桔地方优良品种之一。全县现有柑桔品

种40多个，总株数20多万株，一九八O年总产量达120万斤，比解放前增长了13倍。现已建

成成片果园30多个，面积400多亩。油桐产量较大，品质优良，出油率高，历史最高产量达

150余万斤，现有油桐树约150万株，产量巳恢复到100万斤。蜡虫也是本县历史悠久的土特

产品，质地优良，深受乐山等地区放养蜡虫的群众欢迎，历史最高年产量7万多斤(一九五

七年)。现年产量2—3万斤，正在恢复。生漆主产于大树、宜东的高山地区，年产量40一

50担，具有较大的发展前途。

工业：解放初仅有几家小煤窑和酿造作坊，其余则为分散在各场镇和农村(兼营)的小

手工业，普遍劳动强度大，生产水平低。三十年来，工业的落后面貌已有很大改变。主要

有。有色金属(采掘)、煤，电力、化肥、农机制造、汽车修配、水泥制品、建筑材料、森

工，印刷、陶瓷、制革、酿造、制糖、缝纫、粮油食品加工等行业，职2：611人(不包括省，

地企业)。一九八O年主要产品产量为。煤65801吨，电力995万度，锰矿石19921吨，磷矿

石49887吨，磷肥5019吨，农用脱粒，加工机具830台，日用陶瓷149万件，饮料酒991吨。全

县73个工矿企业中，县属国营13个，集体57个，甘洛菱镁矿，四川省汉源锰矿、富林水运处

为省级企业。一九八O年县属工矿企业总产值1319万元，为一九五二年的4．6倍。近年来尤

以轻工业发展较快，一九八O年产值已达803万多元。在57个集体企业中，社、队企业34

个，务工社员1846人，占农业劳动力I．6％，一九八。年产值375万元，既发挥了农村广大劳

动力的优势，又改善了市场供应，增加了社员收入。

交通。在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事需要，曾筑乐(山)西(昌)路作为国防公路(通滇、

缅)经过县境，但仅限于军用，且不久便随抗战结束而坍塌废弃，故历来县内外运输全靠人

力畜力。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先修通了川滇路从雅安经富林到石棉这一段干线，以后在六十

年代又复修了乐西路的峨(边)富(林)段，成昆铁路建成后，又新建汉(源)乌(斯河)

公路与之衔接，到七十年代止，先后共建起了县、社支线和矿区公路16条。到一九八。年底，

全县计有过境铁路24公里，火车站2个，公路里程为；干线125公里，支线106公里，汽车站3

个，通汽车社，镇33个。县、社，队现有各种运输汽车97辆。自成立县车队以来，弥补了省汽

车公司班车不到之处，增设客运班次，增加货运量，使交通运输网更加深入农村，促进了城

乡物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商业。本县富林，九襄两集镇，以往是雅安、康定，乐山、西昌等地各种货物的集散

地，但商务历来被几家行帮和豪绅操纵把持，长期危害国计民生。解放后，在党的“发展经

济，保障供给"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方针指导下，现在商业更加繁荣。一九八O年

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3234万元，比二九五二年增长6．8倍。县金融枢纽，在原有人民银

行之外，又增设了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各所属机构深入社队和工矿区，联系工农业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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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生活，开展了货币管理、信贷、储蓄、保险等业务。当前，以商业、供销为主体的渠道
基本畅通，市场活跃，购销兴旺，集市贸易蒸蒸日上。

(五)文 教 卫 生

解放前，汉源县在反动统治下，民不聊生，万户萧疏，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解放后，

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群

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和提高。

文化事业。现有文化馆、站，新华书店，业余体校，电影院，电视转播台各一所。全县

共拥有大，小放映机64部，有线广播线路遍及农村各社队。在专业机构之外，社会文化活动

还得到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支持，诸如：坚持科普宣传，开设专题讲座，开展体育竞赛，组织

音乐，舞蹈，戏剧演唱，举办美术、摄影，书法展览等，为振奋人们精神，陶冶高尚情操，

抵制不良风气，起到移风易俗作用。

教育事业-解放前，劳动人民子女被摒于校外，只有解放后才能实现教育的普及和提

高。本县中学已由一九五二年的1所发展为27所，在校生由767'人增长为13999人。小学也由

101所，学生17644人，增长为335所，53994人。入学率已达93％。另有幼儿园15所，一九八

O年入园幼)L1369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职员工现有2694人。同时设有教研室和教师进修校

各一所，以辅导各校教研活动，培训在职教师，使之从德，智，体、美各方面不断改进教学

和提高教育质量，为祖国“四化黟建设培养、输送合格人才。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在富林有一家简陋医院，劳动人民长期处于缺医少药的境地。解放

后，党和政府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通过中西医共同团结努力，加强防、治工作，巳

取得巨大成绩。现巳基本消灭了疟疾、天花、霍乱，白喉，控制了克山病、麻风病的蔓延。

全县除设有皮肤病防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计划生育指导机构之外，现有县医院

一所，区医院6所，，专设门诊和公社(镇)医院五十二所，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681入，共

设有病床307张。同时各大队还设有农村医疗站235个，农村一般疾病已能就地及时得到治

疗。解放三十余年来，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普遍已有显著提高。

文物古迹：根据有关地质资料，本县的富林、大树以及石棉的大冲等地，在第四系全新

统(距今一百万年)以前，是连成一片的水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域东沿的岩咀逐渐风

化，在炒米岗与麻家山之间打开了一道自然缺口，积水向东溢出，水底地层露出水面，以后

又经过大渡河、流沙河的再切割，始形成今天的现有地貌。

四十年代修筑乐西公路时，在富林背后山山麓开挖路基的工程中，曾挖出大量脊椎动物

化石，当时无入重视，由各中药铺当作药用“龙骨’，贱价收购，早巳耗尽。

一九六O年，地区工业局地质队在富林作地质普查时，采集到石器材料一百多件。这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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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后来引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重视j该所于一九七四年会同四川省博物

馆，在流沙河东岸第二级阶地的砂层申，挖了两个探方约30平方米，得到三项收获；一、用

燧石制作的尖状器、刮削器等，属于旧石器时代后一阶段的石器及石器材料共五千多片I

二，掘出少量哺乳类动物化石，三，发现大量树叶印痕，木炭灰烬和烧骨等遗迹，证明在一

万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用火生活。经研究认为，这是我国南方第一个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

址，这一遗址所埋藏的是更新世晚期(一至十万年)的文物，内涵十分丰富，具有多方面的

科学研究价值。一九七七年一月，由该所张森水同志写出学术论文，将这些出土文物命名为

“富林文化万。此外，在富林，市荣，大树等公社也出土了不少珍贵文物。这些都证明汉源

县境内蕴藏着不少丰富的文化层。

本县至今幸存的九襄石牌坊， “山横水远"石刻，玉渊铭碑，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物。飞

越岭、鸡冠山，轿顶山这些风景如画的青山险峰，都可望辟为游览、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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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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