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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名专著，是对一九八。年地名普查成果增补

后，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充实提练编辑而成。目的在于满足各方面对地名资料的需要，

克服地名使用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四化建设便利社会交往。 ．．

本志书共约20余万字，收录地名1，239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地名1，063条，行政，

事业、企业单位125条；自然地理实体、交通、水利，名胜古迹43条。今后无论单位或个人在使用

这些地名时，都应与其相一致。

本志对各个地名的基本情况有简略的介绍。这些资料是经过访问、座谈、实地勘查并

翻阅史志挡案、图册、碑石拓片获得的，力求真实可靠而后录。其中反映现状的数字均为主

管或统计部门所提供，除注明时间者外。都来源于1987年年报，方位用8方位，距离系直线

距离，均依地名图。

志中的《宜君县地名图》以及乡镇地名图，是依据1980年地名普查的地图为基础，加之

1986年的地名变化实况绘制的。其中的界线不作划界依据，文字材料中这方面的表述也不作

划界依据。

志中所列年份，除注明帝号，年号者外，均系公元纪年。

鉴于目前地名工作尚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特在《地名工作》一章中收录论述其重要性

的文章和有关规定。并附录有地名故事及诗词。

为了查找方便，备有《地名汉字笔画索引》和《地名汉语拼音索引》及《宜君县废地名

表》附录予后。 ．

《宜君县地名志》编写工作于1988年4月开始，12月基本完成初稿。在编辑过程中，承

蒙省地名办，铜川市民政局、地名办和县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关心，以及有关部门和个人的热

情协助与支持。对此，谨表谢忱。

由于是首次编辑，加之水平知识所限，错漏定会不少，诚望各位阅后指正，以利再修。

宜君县地名办公室

1988年12月1日

。

孳鹚。沥缓呖盟历篮■■



宜君县地名办公室

主 任：张金龙。

副主任：尚贵荣、张志国。

工作人员：杨怀亮、刘 勇、杨自立。

、，；：

。。。：■，i。．．．

‘



第一章宣君县政区

目 录

宜君县概况 ⋯⋯⋯⋯⋯⋯(3)

宜君县政区沿革 ⋯⋯⋯⋯⋯⋯(6)

宜君县政区沿革简表⋯⋯⋯⋯⋯⋯(13)

宜君县地名图(1987年)

宜君县城区图

民国十二年《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宜君县图

民国三十年《宜君县祥图))

第=章 乡镇、村委会、自然村

城关镇(地名图)⋯⋯⋯⋯⋯⋯⋯(22)

五里镇(地名图)⋯⋯⋯⋯⋯⋯⋯(32)

偏桥乡(地名图)⋯⋯⋯⋯⋯⋯⋯(40)

西村乡(地名图)⋯⋯⋯⋯⋯⋯⋯(50)

县口乡(地名图)⋯⋯⋯⋯⋯⋯⋯(56)

尧生乡(地名图)⋯⋯⋯⋯⋯⋯⋯(64)

雷原乡(地名图)⋯⋯⋯⋯⋯⋯⋯(70)

寺天乡(地名图)⋯⋯⋯⋯⋯⋯⋯(78)

云梦乡(地名图)⋯⋯⋯⋯⋯⋯⋯(86)

棋盘乡(地名图)⋯⋯⋯⋯⋯⋯⋯(96)

哭泉乡(地名图)⋯⋯⋯⋯⋯⋯⋯(106)

焦坪乡(地名图)⋯⋯⋯⋯⋯⋯⋯(114)

高楼士瓜乡(地名图)⋯⋯⋯⋯⋯⋯(120)

山岔乡(地名图)⋯⋯⋯⋯⋯⋯⋯(128)

第三章行政、事业、企业单位

行政单位 ⋯⋯⋯⋯⋯⋯⋯⋯⋯(136)

事业单位 ⋯⋯⋯⋯⋯⋯⋯⋯⋯(139)

企业单位 ⋯⋯⋯⋯⋯⋯⋯⋯⋯(143)

第四章道路、桥梁、水库(附宜君县交通图)

铁 路 ⋯⋯⋯⋯⋯⋯⋯⋯⋯(149)

公 路 ⋯⋯⋯⋯⋯⋯⋯⋯⋯(149)

桥 梁 ⋯⋯⋯⋯⋯⋯⋯⋯⋯(150)

水 库 ⋯⋯⋯⋯⋯⋯⋯⋯⋯(151)

名胜古迹 ⋯⋯⋯⋯⋯⋯⋯⋯⋯(152)

第五章 自然地理实体

山 ⋯⋯⋯⋯⋯⋯⋯⋯⋯⋯(155)

JII ⋯⋯⋯⋯⋯⋯⋯⋯⋯⋯(156)

沟 ⋯⋯⋯⋯⋯⋯⋯⋯⋯⋯(156)

河流 ⋯⋯⋯⋯⋯⋯⋯⋯⋯⋯(157)

第六章附录

文件摘录 ⋯⋯⋯⋯⋯⋯⋯⋯⋯(161)

地名知识与工作

⋯⋯⋯⋯⋯⋯⋯⋯⋯⋯⋯⋯⋯⋯(167)

地名故事，诗词选辑⋯⋯⋯⋯⋯(169)

地名首字笔画索引 ⋯⋯⋯⋯⋯(179)

宜君县古今村镇名对照表⋯⋯⋯(196)

汉语拼音索引⋯⋯⋯⋯⋯⋯⋯⋯(224)

地方字，生辟宇集注⋯⋯⋯⋯⋯(254)

废地名对照表⋯⋯⋯⋯．．．⋯⋯⋯(25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宜君县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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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概况

宜君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关巾平原之北，是西安通往延安、榆林的交通要道。东以

洛河与延安地区洛川县为界，东南隔雁门山与渭南地区白水县相接，西、南两面为铜川市郊区

和城压环抱，北与延安地区黄陵县接壤。隶属铜JiI市。地跨东经108。54’一109。087，北纬35。

07 7—35。34 7之间。东西相距5l公里，南北相距5，0公里，总面积为1，501平方公里。县城位于

宜君梁中脊龟山，县政府驻地县城南街，地境有国道西包公路通过，北达延安市204公里，

南抵省政府驻地西安市173公里。辖城关、五里镇两个镇，西村，尧生、雷原、棋盘、寺天、

云梦、县l=l、哭泉，焦坪、高楼士厩、山岔、偏桥12个乡，176个村民委员会，643个村民小

组，1，229个自然村，l，8837户，8503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404人)，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7．6

人，主要为汉族，其他民族有回族50人，满族3人。

宜君县古为雍州之域。周属豳邑，秦属内史地频阳县。汉景帝二年(-dril55年)置设

牢赂狙(音对许)县，分内史为左右，届左内史，宜君与今耀县皆辛殳栩之翅。三匡时，魏文帝

黄初元年(220年)废辛殳=}羽县，侨置泥阳县。宜君归泥阳县，属北地郡。东晋苻秦二年(358)

设宜君护军。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罢护军，始置宜君县，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四十多年

历史。县名由来，据《魏书》载： “县有宜君水"(今耀县沮河)，因其水名而得。

1948年3月10日全县获得解放，宜君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初属陕甘宁边区黄龙分区，

1950年黄龙分区撤销后，归延安专区(后名延安地区行署)。1959年1月1日合并为黄陵县，

1961年10月又恢复县制。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划为铜川市辖县至今。

县境内地势西高东低，稍为倾斜，地形复杂，沟壑纵横。，自然区大致可分山、原两类：西

南部多为土石山，海拔高度1，100一1，400米，沾胶土壤，林草丛生，是本县林牧与玉米秋杂粮

生产基地，东北部为黄土高原区，由十五个小原组成，海拔高度900～l，100米，原面窄狭呈

带状，土层深厚，地较平坦，是本县农业作物小麦、油莱生产基地，中部为宜君梁从西南向

东=I色延伸，西包公路依山梁贯穿全境。南部有云梦山海拔1，535米，庙山1，735．5米(为全县最

高)。全县有支毛沟1，460条，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14．7公里。使县境形成山、川、原、沟、

坡，峁多种地貌。

河流较多，但系源头流短量小，南流汇入铜川漆水的有淌泥河、杨河；东北向流的有雷

原河、五里镇河等直入洛河；清河、山岔河会黄陵县沮河后入洛河。其中雷原河流量较大为

2．5立方米／秒，多数常流量仅0．2—0．5立为米／秒，水利资源差，农田灌溉少。

县境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干寒雪雨少，夏季温湿多雷雨、冰雹，春气温多变化

常有春寒霜冻，秋降温快，多阴雨，年平均气温9℃，一月平均一4．3℃，七月平均气温20．8

℃，极端最高温度为34．4℃(1966年6月19日)，极端最低温度一21．1℃(1956年1月7日)。

年降水量平均709．3ram，70％集中于七、八、九月，年平均日照2，412．4小时，早霜始予十月

中旬，晚霜终于四月中旬，无霜期160一210天之间。年平均风速3．1米／秒，最大风速25米／秒。

因天气变化异常，自然灾害较多，农作物收成不定。
。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主，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3，572．86万元，农业产值即达2，180万元，
f’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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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69．4l％。现耕地309，506亩，农业人均3．99亩，播种面积323，313亩，复种指数为4．46％，

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杂粮，油菜，烤烟、蔬菜等其它作物次之。解放后逐步改广种薄收

为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采取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使用

化肥等措施，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1987年粮食总产36，563．27吨，亩产126．3公斤，分别比
。

1949年增长1．49倍和2．5倍。

县内森林面积68万亩，其中天然林36．6ff亩，人工林31．4万亩，森林复盖率达30．8％，

是陕北黄土高原森林被覆较好的县。木材储蓄量130万立方米，已查明树木资源有41科15种。

野生植物种类一千余，主要树种有松、栎类、杨刺槐。县林业局分设四个国营林场，管护抚

育森林为主，结合造林绿化荒山，每年改造次生林，间伐木材2，000立方米以上，支援国家建

设和民用。同时大力领导群众植树造林。全县累计到1986年底造林保存面积共91，754亩。林

果品也有发展，1987年约产核桃782．2万斤，苹果、柿子997吨。已开发利用10万亩山楂，30

万亩沙棘野生资源，采收当收当参、连壳、枣仁、柴胡、黄苓多种野生药材。

养殖业1987年有大家畜30，985头，其中牛30，402头。占98．1％，猪11，125头，羊10，969

只，家禽13．1万只。并有137户，承包水库和建塘养鱼，可产鲜鱼35．75吨上市。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本县人民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最多的1974年粮食征购

2，178万斤，农业人均283斤多。农民劳动收入也有所提高，1987年农民人均收入224元， 口

粮315斤多，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开始向商品经济致富发展。

地方工业，解放前仅有小煤窑、酒坊、染布、糖坊、粉条加工等几家私人手工业作坊。

从1958年至1987年逐步兴办有煤矿、农机修造、建材、粮油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白酒饮料、

制药、印刷、服装等县乡小型厂，矿企业5个，其中全民性质的lo个。1987年工业总产值为

，750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1．3％，其中煤矿产值达1，272．9万元，占工业产值的72．9％o

1972年开始兴办电力事业，供电线路逐年发展。到1987年电力局下设7个供变电站。

所辖3--10千伏安高压线路294公里，低压线路224公里。已通电14个乡镇，132个村委会，

占75％，371个村民小组，占51％，正常保证工农业生产动力和民用照明用电。

商业贸易，解放前仅各集镇有少数私人商号，市场萧条。解放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

发展和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国营、集体商业俱增，市场开放，日益繁荣。截止1987年，国

营商业有百货、石油、副食、食品、饮食服务等五个公司，下设商店，零售门市部72个，

有职7"-476人，年商业零售额达253．7YY元，县供销社下设有，副农副产品收购，生产资料、

工业品经销等3个公司，14个基层社，共有职-I--263人，年商业零售额达625．9万元。

交通运输事业，解放前仅有咸(阳)榆公路一段36公里，通过县境，汽车，马车寥寥无

几，解放后从五十年代起，地方公路逐步发展成网，四通八达。到1987年全县公路总长度

265．4公里，公路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7．9公里。其中国道西包公路段46．1公里，黑色二级标准

路面，近年日行车量，最高达3，178辆次，县乡公路14条203．3公里，专用公路两条16公里，

乡村机动车路549．5公里。全县自有各种汽车249辆，各种轮式拖拉机709台，公路纵横连接

乡镇及76％的村委会，多数地方乘运方便，运力自足有余。另外县西境有南塔煤矿铁路专线

与梅家评七里镇线连接，东边洛河川有西(安)延(安)铁路通过。

邮电事业，1987年邮电局下设哭泉、偏桥，棋盘，焦坪、高楼±瓜’五里镇、雷原，南塔

8个邮电支局(所)，有乡村邮路17条，总长776．5公里，邮运线路24条，总长1，139公里，

城市邮运线路2．5公里，报纸，电函传递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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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化教育，卫生事业，懈放后发展较快。县设文化馆、广播站，蒯团，影尉院、电影公

司、体育场，新华书店各一个。乡有文化站14个，电影放映队27个，收音机已经普及，少数

农户也购置了电视机、收录机。 。

解放前宜君县仅有小学82所，学生3，176人，教师109人。贫民子弟无力上学，成人多是

文盲。解放后兴学发展教育事业。到1987年，全县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8所，职中1

所，中学生4，309人，小学438所(包民办)，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1％，中小学教职员

工1，004人，比1949年增长7．5倍，在校学生16，743人，比1949年增长5倍多。

解放前人民医院仅有少数私人医生和几家药铺，地方病严重，1987年，有县医院一个，

地段医院3个，乡镇卫生院11个，其设病床120张，并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价所各一个，

共有医疗卫生人员283人，农村医疗站172人，乡村医生256人。现在县境内的多发性传染病，

地方病已基本得到控制，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本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较多据，1987年文物普查结果确定文物点163处，其中古迹54处，

古墓葬35处，石刻58处，石窟7处，古建筑2处，其他7处。但多被昔日战乱所破坏，今有

实体遗迹的如榆舍新石器遗址，商代彭祖墓，秦代盂姜女哭泉，北魏花石崖，常喜庵石窟，

西魏牛家庄石窟，唐代玉华宫遗址，宋代棋盘无梁山石窟，清道光榆舍戏楼等，是研究我县

历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昔日石堡村名人辈出，清初进士杨素蕴，历任顺天府(北京)府尹，安微和湖广巡抚，

官居三品，终生忠国爱民，刚正不阿，名望显赫。曾著有《见山楼文集》、《见山楼诗集》、

《京兆奏议》、 《抚楚治略》，《谷城水运纪略》，《曲徒录))等书。杨铭源是辛亥革命陕

西省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斗争，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

我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早在1932--1935年陕北红军四进宜君地区，播

下了革命火种，当时强自修、刘培植等一批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中国共产党人

在石堡村成立了红宜县委，展开宜君地下革命活动，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就有不少。如

石壁的杨植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之一，他是1934年高小毕业，赴陕甘宁边区革命，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关中分区副专员时，在支前途中被敌逮捕关押于西安劳动营，

1948年遭惨害，殉难时年仅33岁，又如云辉村张守愚，北文兴田维平，西云阳村强自刚、杨

柳原，张文秀等都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丹心碧血，永存青

史，给我县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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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君县政区沿革

宜君从北魏建县，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四十多年了。在漫长的中国历代社会发展中。隶属

关系、疆域范围屡有变更，政区沿革比较复杂，史籍资料尚缺，考证殊难。近来在中共宜君

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下，修志工作中，虽悉心搜理，但还不能完备周密j兹据现有

资料整理归纳于后：

历代县置隶属变更与疆域范圈：

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和考古资料，遗址的证实，宜君这块土地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繁

衍生息，到了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期。就成为华夏族的活动地区之一，商为雍州地域，周

为豳邑，春秋战国时属秦国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定都咸阳，实行郡县制度，宜君属频阳县地，隶内史

(相当于郡)，由司隶校尉管理。

西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并在今耀县河东堡建j=薪毋(音对许)

县，宜君时为丰骑打县地。属左内史。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内史地为京兆尹，左冯翊(plugyl)平易)右扶风。史称“三

辅”，京都直辖管理，}谢封县属左冯翊。新莽时属列尉郡，其后县废。东汉和帝永元九年

(197年)复置卒薪日县，仍属左冯翊。

两汉时期{：跻弭县(今耀县)的疆域甚广。今铜川、宜君、黄陵先后均属其地。

三国魏时，关中以北为匈奴所据。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将甘肃境内的泥阳县侨迁

于辛殳丰习，后废}殳丰习县，改名泥阳县，宜君地归泥阳县。并“自彭原地界富平放城徙北地郡于

此。∥(《长安志》)。泥阳县城的旧址，在耀县的东南面。

西晋仍为泥阳县，属=I匕地郡。“北地郡统县二；泥阳，富平。力(《晋书·地理志》)。

东晋时前秦符坚为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控制，逐于永兴二年(358年)在今耀县城西宜君水畔(亦

称宜君川，即沮河)的三堡镇设宜君护军。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 4 6年)罢护军，始设宜君县(管辖范围，今耀县北部，铜

川西北部，宜君西部)。县名因宜君水和宜君护军而得。县城仍在今耀县西川，原雍州北地

郡。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分雍州置北雍州，分北地郡置宜君郡，宜君县为所辖兼设郡

治，县治仍在三堡镇。北魏又分泥阳县北部设立石堡县，管辖今宜君县东部，县置今西村乡

石堡村，后隶北华州中部郡。

西魏改北雍州为宜州，领通州、宜君，云阳三郡。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 3 9年)时，宜

君县城从今耀县三堡镇迁入石柱镇附近的故县村。班周(557--581年)均沿同。

隋开皇三年(5 8 3年)废除郡制，石堡县并入宜君县，九年(5 8 9年)设置州，县两级

地方政权，时宜君属雍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 0 7年)又实行郡县制。宜君为京兆郡二十二个

县之一，恭帝义宁(6 1 7年)以京兆之宜君、同官、华原三县分置宜君郡，治所华原。 (据

《陕西地理沿革》、《唐书地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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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元年(6 l 8年)改郡为州，京兆郡为雍州，宜君郡为宜州(治所华原)。武

德七年(6 2 4年)五月在宜君县城的东北，即凤凰山谷营建仁智官。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

六月撤宜州，改属雍州。二十年(646年)宜君县治在玉华宫附近，管玉华宫。高宗永微二

年(651年)将玉华宫改为佛寺，撤销宜君县。到龙朔三年(663年)又割中部、同官两县地复置

宜君县改属坊州。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年)在宜君县西部置升平县(在今黄陵建庄川内)。

以前历代宜君县一直南属京都近卫州郡，龙朔之后始辖于塞州府(((陕西地理志沿革》)。

五代后梁时，将宜君县城从玉华富附近迁于战略要地一一龟山顶，即今宜君城所在。宜

君县隶属延安府坊州。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降升乎县为镇，还入宜君县属，隶永兴军路坊州。

金时，1128年夺得陕西诸州，1141年南宋与金和议，始定以淮河，散关一线为界，其北

属金，从此，县长期为金统治。金坊宋制，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宜君县政属郝延路坊州。

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废坊州，宜君县改属延安路部州。

明代，宜君县延安府郎州，明崇祯辛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宜君，县城被焚，县治曾

移石堡村。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间重建县城又迁回原地。

清雍正四年(1726年)郎州改为省直隶州，宜君县属廊州所辖。

清朝时县城，据雍正十年(1732年)《宜君县志》。县境南北袤九十里，东西广二百六

十里。东至洛川界九十里，西至庆阳府环县界一百七十里，南至耀州同官界三十里，北至中

部界六十里，东南至耀州白水界一百里，西南至郇州三水界一百里，东北至洛川界一百里。

西北至庆阳府正宁界一百一十里。

民国二年(1913年)，实行省，道，县三级制，宜君县属陕西省榆林道。民国十七年

(1928年)前后撤道，改属洛川专员公署(第三行政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属耀县

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又属洛川专员公署。

1936年--1940年原县属马栏分县和姚渠镇地区先后解放，隶属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

栏属新正县，姚渠属淳耀县(今马栏归旬邑，姚渠归耀县)。 、

民国时县境，据民国三十年((宜君县祥图》附注，“本县东西相距二百六十里，南北相距

一百八十里，积二万零八百方里东至洛川县一百八十里，西至甘肃环县六百一十里，南至同官

九十里，北至中部县七十里，东北至洛川县一百八十里，东南至白水县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构邑

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甘肃正宁县二百六十里，距省三百三十里。(以上讲县，省均指县、省城)。

1948年3月10日宜君全县解放县人民政府成立，初隶陕甘宁边区黄龙分区(治所洛川)，

1950年黄龙分区撤销，改隶陕西省延安专署，1956年县属店头区划归黄陵县，1958年12月县

属焦坪公社划归铜川市，1958年12月1日宜君县撤销并入黄陵县，1961年5月15日宜君县制恢

复，隶属延安专区(后更名延安地区行署)。

1956年5月，铜川市调整市政建制，将原辖焦坪公社的焦坪，寺坪、高庙三个大队，十

一个生产队，先锋大队的东湾，黄蒿窝两个生产队，云梦公社的党家凹，南斗，西梁，由：要蚬，

瓦渣岭、南堡、三丈河、柳塔八个生产大队，三十四个生产队，金锁公社的塔泥河、太子庄，

杨家坪、仓房、东塔、李吉村，甘沟、金牛庄，范市，花庄、寨里坡十二个生产大队，四十

一个生产队，城关公社的县口，梁家原，许家峁三个生产大队，九个生产队，周家陵公社的南

古寨生产大队，四个生产队划归宜君县所辖。

1983年lOYl经国务院批准，宜君县划归铜川市辖县至今。



县今辖境。东邻洛川，东南连白水，西南被铜川市郊区所环抱，北接黄陵，东西长51．§

公里，跨于东径108。54 7—109。08 7之间，南北宽50．3公里，跨于北纬35。07’一35。347之间，

总面积1，501．55平方公里。

历代的县以下行政区划。

明代以前县辖乡，里等固无资料，尚未查知。

清时亦是知而不祥，据雍正《宜君县志》载：旧编一十八里，后并作文兴一里统九甲。分

东西南北四乡，置讲约所，所治东乡五里镇，西乡店头镇(又名七里镇)，南乡哭泉镇(今

哭泉)，北乡偏桥镇。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县内区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和一个分县。治地为东区

五里镇，西区焦坪，南区棋盘，北区七里镇，中区偏桥。分县是马栏，置县佐(相当副县

长)，区设区公所，置区长，分别代县行使政令及掌管民国武装。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改为联保制，全县设八个联保处，即五里镇、西舍、雷原、姚

渠、焦坪，七里镇、偏桥、棋盘、后裁西舍、雷原，姚渠三处，留五个联保处。农村初划作

四十二个保，后裁并为三十七个保，设保公所，分割于各联保处(因变动频繁，时间短，保

名辖境不祥)。1936年至1940年，马栏分县和姚渠镇地区先后解放，归属陕甘宁边区，后遂

废分县，撤姚渠联保处，其下属末解放的阳湾，机子山两个保合于焦坪联保。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改联保制为乡(镇)保制，全县置三乡三镇辖二十八个保，

又设一直属乡。

各乡，镇辖地简况如下；

五里镇，镇公所设五里镇，辖六个保：一保驻思弥，辖地南至皇后村，北至孟黄村。二

保驻西舍，辖地东至走马梁、尧生，西至青石原，南至八丈原。三保驻榆舍，辖地东至银

贡，胡家原，西至牛家庄，北至黄家原、罗家沟。四保驻云辉，辖地东至生芝渠，西至郭寨。

五保驻五里镇，辖地南至孟甫原，北至贺家原，东至道官村。六保驻西村，辖地东至咀头，

西至文兴，北至唐家原。

七里镇，镇公所设七里镇(又名店头)，辖四保t一保驻石家血包辖地南至长祥村，北

至石家0I参西至张家湾。二保驻仓村，辖地东至常村，西至仓村，南至原畔，北至小寨。三保驻

店头街，管街镇。四保驻厚子坪，辖地东至石腰子，西至宏家院子，南至百子桥，北至磁窑沟。

宜阳镇，镇公所设县城内，辖四个保。一保驻城内，管城区及近郊。二保驻金盆，辖地

东至上官庄，西至南村，北村，南至三河口。三保驻西河，辖地东至相灵，西至石楼，梨树

坪，南至南塔。四保驻白渠河，辖地东至前桥，西至蔡家庄，北至十五里铺，寺沟。

偏桥乡，乡公所设偏桥街，辖五个保：一保驻拨头原庙，辖地东至仇家原，自家河，西

至党沟，洞子沟、许家原，南至曹河。二保驻东村，后迁布庄，辖地南至碾子河下川，北至

许家原，东至赵家原，西至西岭。，三保驻陈家瓶，后迁偏桥，东至王沟湾，西至杜村川，南

至苏家庄，北至武家原。四保驻彭村，辖地东至川口，西至桐木头，南至二十里铺、清河。五

保驻庙血佥后迁高村，让地庄，辖地东以山岔南部山梁为界，南至葛沟，北至界庄、洛家畔。

棋盘乡，乡公所设棋盘街，辖五个保。一保驻雷原镇，后迁蔡道河，辖地西至关地坪，

南至南塔、白杨树塔，北至枣园。二保驻马泉，辖地东至李家河，西至康家河，南至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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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沟门，北至叶村。三保驻棋盘，辖地东至迷家河，西至水沟门，南至太阳沟，北至韦：家

河。四保驻哭泉镇，东至榆庄沟，西至齐家山，北至马前窑。五保驻寺天，辖地东至尹村，

西至安子头、益家山，南至上韩庄，下韩庄，北至星星坡，张家河。

玉华乡，乡公所设焦坪街，辖四个保；一保驻贾曲河，辖原机子山、阳湾两小保(1948年

解放后归耀县)。二保驻糜子出要岘，辖Jh要岘至何家坊及焦坪街一带。三保驻岭岭，后迁东马

武，辖地东至李家山，刘家河，西至北台，寺坪，北至苦桃士呱、任家梁。四保驻玉华，后迁石

管子，辖地东至梁家峪，南至艾蒿{瓜。

建庄乡，下无保称直属乡、乡公所驻建庄，辖地东至段家湾，西至三十亩地一道川。

民国三十年(1941年)宜君县祥图附注：全县分设五区(即东南西北中)六镇(即五里

镇、七里镇、偏桥镇：宜阳镇，大棋盘镇，玉华镇)二十八保，六百四十八甲，八千零三十

七户，三万三千八百五十六人。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宜君县祥图附注：全县分设六乡镇(即五里镇，七里镇，宜阳

镇、偏桥乡、玉华乡、新民乡)二十九保，五百一十九甲，八千二百八十三户，三万九千三

百六十七人。 (原直属建庄降为保)。 ．

1948年3月全县解放，初分七个区，1950年，建庄与店头二个区合并，成为六个区，辖

三十个乡，一百四十个行政村，四百九十三个自然村。区乡曾以一，二、三、四、五、六数

字标名，后以地名标名，名称，驻地为t (以“一、二，三⋯⋯一数字标名为序)。

五里镇区，辖六个乡，区政府驻五里镇。思弥乡，驻地思弥村(乡政府驻地下同)，西

舍乡驻地西舍村；榆舍乡驻地榆舍村，云辉乡驻地云辉I兴市乡驻地五里镇，西村乡驻地西村。

棋盘区辖五个乡，区政府驻棋盘街。九寺乡驻地九寺，寺天乡驻地寺天，马泉乡驻地马

泉，棋盘乡驻地棋盘，哭泉乡驻地哭泉。

焦坪区辖五个乡，区政府驻焦坪街。新矿乡驻地糜子岘血嘞玉华乡驻地玉华，烈桥乡驻

地前烈桥t马武乡驻地东马武，马场乡驻地显神±瓜。

七里镇区辖六个乡，区政府驻店头。仓村乡驻地仓村I关村乡驻地关村，店头乡驻地店

头街，集贤乡驻地厚子坪，腰坪乡(原建庄区辖)驻地腰坪，建庄乡驻地新舍。

偏桥区辖四个乡，区政府驻偏桥镇。新民乡驻地拨头原庙，云阳乡驻地偏桥镇，新胜乡

驻地常喜安’彭村乡驻地彭村。

城关区辖四个乡，区政府驻地县城内。自河乡驻地自河，官庄乡驻地上官庄，西河乡

驻地丁家沟，新市乡驻地城内。

1956年3月，划七里镇区全部归黄陵县。后县又撤偏桥，城关两个区，改置为三个区，

十三个乡，三个直属乡。五里镇区辖四个乡，驻地五里镇。尧生乡驻地尧生，西村乡驻地石

堡，榆舍乡驻地雷声，白河乡驻地白河。

棋盘区辖四个乡；驻地棋盘街。九寺乡驻地蔡道河’寺天乡驻地寺天’棋盘乡驻地棋盘

镇，哭泉乡驻地哭泉镇。

焦坪区辖五个乡，驻地焦坪街。新矿乡驻地由贾岘，玉华乡驻地玉华，烈桥乡驻地前烈

桥，马武乡驻地东马武，马场乡驻地高楼王哐。

偏桥直属乡，驻地偏桥镇。

彭村直属乡，驻地常喜安。

新市直属乡，驻地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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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58年8月人民公社化，区乡制革除，改政社合一，全县建起五个大公社。当年冬，省
示又划焦坪公社地域归铜川市，后县合于黄陵，在宜君地域置有四个大公社，下设十八个管

区，八十九个大队。

五里镇公社驻地五里镇，辖五个管区，三十七个生产大队。其中；

皇后管区驻地杨柳原，辖六个大队。

西舍管区驻地西舍，辖十个大队。

石堡管区驻地石堡，辖八个大队。

自河管区驻地自家河，辖五个大队。

榆舍管区驻地雷声，辖八个大队。

棋盘公社驻地棋盘，辖五个管区，一十八个大队。其中：

九寺管区驻地蔡道河，辖四个大队。

寺天管区驻地寺天，辖三个大队。

棋盘管区驻地棋盘，辖四个大队。

哭泉管区驻地哭泉，辖四个大队。

中义管区驻地中义村，辖三个大队。

宜君公社驻地县城。辖四个管区，一十三个大队。其中：

高楼士孤管区驻地高楼士J珏辖，辖四个大队。

石楼管区驻地石楼，辖三个大队。

金盆管区驻地县城，辖三个大队。

十里铺管区驻地十里铺，辖三个大队。

偏桥公社驻地偏桥镇，辖四个管区，二十一个大队。其中；

偏桥管区驻地王沟湾，辖五个大队。

常喜安管区驻地常喜安，辖六个大队。

清河管区驻地彭村，辖六个大队。

东村管区驻地东村，辖四个大队。

1961年社，队体制化小，撤销管区，四个大公社分为十三个公社，一百八十一个大队，五

百二十二个生产队。1965年夏铜川市将原焦坪公社属地大部归回宜君，又分市旧地云梦、公

社及金锁、城关，周陵、红土四公社之部分队归宜君管辖。县即又增置焦坪、县口、云梦三

个公社。1966年，撤销金盆、白河两公社，分别并入宜君、偏桥，五里镇三个公社。至此全

县共有十四个人民公社，队制化小后，虽无大变动，但小变无常，难以尽书。1980年底统

计，全县有170个大队，645个生产队，874个自然村。各公社区化情况：

宜君公社驻宜君城，辖十七个大队，68个生产队，99个自然村。七千零六十三人。大队

为。寺沟，下官庄、罗坪、水塔，金盆、南塔、崖窑、丁家沟、城关，教场、黑家河、曹家

原，十里铺，十五里铺，迷家塔、罗家沟、善家河。

偏桥公社驻偏桥镇，辖十八个大队，七十一个生产队，63个自然村，9，338人。大队为赵家

原，东村、碾子河、王沟湾、湫沟、偏桥，许家原，洞子沟、东湖、薛家原、仙马渠，郑

村、仇家原、自家原，杜村、拨头原、清河、彭村。

五里镇公社驻地五里镇，辖十六个大队，五十六个生产队，三十八个自然村，七千一百

八十四人。大队为：自家河、马家原，牛家庄、崖窑、孟甫原，雷声、贺家原、胡家原，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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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马原畔，兴市，银贡、榆舍、杨家原，刘家原、尖角。

西村公社驻石堡，辖十个大队，五十五个生产队，二十九个自然村，七千三百七十八

人。大队为：文兴，石堡，云辉，西村，东定龙、寨子，白沟、云夫、许家庄，焦家庵。

尧生公社驻西舍，辖十个大队，四十个生产队，二十八个自然村，五千四百七十六人。

大队为。车村，尧生、思弥、西舍，桃村、南寨地、王窑科，走马梁、郭寨、东舍。

寺天公社驻寺天，辖十二个大队，四十三个生产队，六十一个自然村，三千五百八十五

人。大队为；马庄，安子头，背壕、韩庄、张家河，星星坡，尹村，寺天、老庄，良河，木

瓜城，拴马。
’

雷原公社驻雷原镇，辖十二个大队，四十八个生产队，四十八个自然村，四千三百八十

一人。大队为z雷原、九寺、岭里、蔡道河、梨士瓜坪、杨柳原、唐家原、苜蓿沟、皇后、桐

花园，八丈原、英家原。

棋盘公社驻地棋盘街，辖十三个大队，五十一个生产队，九十五个自然村，六千一百一

十八人。大队为：马泉、迷家河、中义，韦家河、太阳沟，高疙瘩、王家士取、关地坪、血

头、水沟门、李家河、黄堡寨、棋盘。

云梦公社驻南斗，辖十个大队，四十二个生产队，九十七个自然村，五千八百九十九

九人。大队为：南古寨、lII．要岘、柳塔、西梁、桐原、党士哐、原树、三长河。

县口公社驻县口，辖九个大队，三十四个生产队，六十八个自然村，四千八百六十七

人。大队为s苍坊坪、花庄、许家峁，县口、东塔，杨家河、李吉，太子庄、梁家原。

焦坪公社驻焦坪街，辖九个大队，三十二个生产队，六十一个自然村，五千三百八十八

人。大队为：范市、金牛，高庙，东丰，焦坪，寺坪、石管子，南塔、榆树湾。

高楼士瓜公社驻高楼±瓜，辖十个大队，三十个生产队，六十五个自然村，四千五百四十一

人。大队为马坊、马场、焦寨、艾蒿士瓜，石楼，郎二井，高楼j瓜、梨树坪、刘家河，景丰。

山岔公社驻山岔，辖十四个大队，三十四个生产队，四十个自然村，三千八百九十三

人。大队为；山岔，界庄、操场，高村，常喜安，自家沟，让地庄，苏家山，庙±氩太安，

桐庄、刘家±弧’葛沟，后安。

哭泉公社驻哭泉镇，辖十个大队，四十个生产队，八十二个自然村，四千六百五十七人。

大队为；哭泉、麻家庄、皇姑庄、马前窑、塔儿庄、寨里坡、杨家坪、淌泥河，料石坡、马武庄。

1984年4月，全国农村体制改革，政社分设，废人民公社体制。改为乡(镇)村建制，

乡(镇)人民政府下设行政村村民委员会，行政村下设村民小组。今全县分设二个镇、十二

个乡，共一百七十六个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六百四十一个村民小组，八百七十五个自然村，

17，484户，8，4025人。

各乡镇区剃情况；

城关镇：驻地宜君县城北街，辖十七个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六十四个村民小组，九十九

个自然村，11,290人(非农业人口4，458人。)面积164．4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城关、教

场、十里铺、十五里铺、善家河，崖窑，南塔、金盆、罗坪、下官庄、黑家河，罗沟、曹

原、水塔、丁家沟、寺沟、迷家塔。

五里镇，镇人民政府驻地。现辖十六个村民委员会，五十四个村民小组，三十八个自然

村。7，236人，(其中非农业人N751人)面积99．1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杨沟，兴市，



银贡、雷声、榆舍，牛家庄，孟甫原、杨原、尖角、胡家原、自河、马原和崖窑、刘家原、

贺原、马原畔。

偏桥乡，乡政府驻地偏桥街。现辖二十二个村民委员会，七十二个村民小组。六十三个

自然村。9，449人(其中非农业人111328人)面积128．1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偏桥、壬沟

湾，仙马渠、彭村、漱沟、杜村，清河，洞子沟，郑村，薛原、自家原、仇家原、碾子河、

赵家原，徐家原、东村，拨头原，西村，西±哐，东胡，布庄，武家原。

西村乡；驻地石堡村。辖十个村委会，五十五个村民小组，二十九个自然村，7，802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117人)面积76．8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石堡、云辉、寨子，云夫、东

定龙、白沟，文兴，西村，焦家庵、许家原。

尧生乡，驻地西舍村。辖十一个村委会。四十个村民小组，三十八个自然村，6，023人

(其中非农业人N102人)面积80．3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西舍、郭寨、车村，尧生、思

弥，桃村，南寨地、东舍，王窑科，走马梁，盂皇。

雷原乡，驻地雷原街。辖十二个村委会，四十五个村民小组，六十八个自然村。4，144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102人)面积113．4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雷原、九寺，蔡道河、苜蓿

沟，英家原、八丈原、桐花原、皇后，唐家原、梨枷坪、杨柳原、岭里。

寺天乡，驻地寺天村。辖地十二个村委会，四十五个村民小组，六十一个自然村，3，225

人(其中非农业人N33人)面积89．5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寺天，马桩，安子头，背壕、

韩庄，张家河，良河，老庄，拴马，星星坡，尹村、木爪城。

1云梦乡，驻地南斗村。辖地十个村委会，三十四个村民小组，六十八个自然村。4，752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401人)面积94．2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南斗、西梁、血要蚬、南堡、山

长河，柳塔、党士哐，原树、桐家原，南古寨。

县口乡，驻地县口村，辖地十个村委会，三十四个村民小组，六十八个自然村。4，752人

(其中非农业人If40人)，面积94．2万公里。村委会驻地即。县口，梁原、许家峁、杨河，

东塔，李吉、花庄、太子庄，苍坊坪、刘家埝。

棋盘乡，驻地棋盘街。辖地十三个村委会，五十三个村民小组，九十五个自然村。5，951人

(其中非农业人N219人)面积131．7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s棋盘、水沟门，太阳沟、迷

家河，马泉、血头、李家河，官地坪，高疙瘩，王±瓜’黄堡寨，忠义，韦家河。

焦坪乡，驻地焦坪街。辖地九个村委会，三十一个村民小组，七十一个自然村。6，050人

(其中非农业人N789人)面积59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焦坪，石管子，寺坪、范市，榆

树湾，高庙，东丰，金牛，南塔。

哭泉乡，驻地哭泉街。辖地十个村委会，四十个村民小组，八十二个自然村。4，891人(其

中非农业人N270人)面积84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哭泉，马前窑、麻家庄、马武庄、料石

坡、塔儿庄，杨家坪，寨里坡、淌泥河，皇姑庄。

高楼土瓜乡，驻地高楼±朋村。辖地十个村委会，三十一个村民小组。六十五个自然村。

4，441人(其中非农业人N56人)面积113．8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高楼i瓜’石楼、梨树

坪，景丰，焦寨，刘家河，马坊，马场，郎二井，艾蒿士瓜。

山岔乡，驻地山岔村。辖地十四个村委会，三十七个村民小组，六十七个自然村。3，197人

(其中非农业人G70人)面积151平方公里。村委会驻地即：山岔，让地庄、桐庄、葛沟、

苏家山、庙±佥’白家沟，操场，常喜安，界庄、高村、后安，刘家±瓜，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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