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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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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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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错名．特别是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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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遵照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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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八

二年二月止，以十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386个重名的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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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1·5万地形图(一九六O年——一九七三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

2，399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94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

894条，共988条，占图上地名的29．8呖。根据实际情况，新增了地名814条(其中大队以上行

政区名称523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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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盼

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

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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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将全县地名

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眉山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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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l·5万地形图，缩制了1。15万的全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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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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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

业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3，164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

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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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为

公安部门一九八O年统计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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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眉山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标准．

眉山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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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县概况

眉山县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南部；东连仁寿，南接青神．夹江，西靠丹棱，北邻彭山，邛

崃，西北与蒲江接壤；介于东经103。287至102。597，北纬29。517至30。167之间，总面积1347平

方公里．总人口690，790人．其中农业人口628，874人，占91呖，城镇人口6l，916人，占9叻，

汉族。

全县辖6区8镇46个公社，38个居委会，523个生产大队，3，700个生产队．

县人民政府驻眉山镇，即眉山城。初建于萧齐建武三年(公元496年)，名齐通城，在今

城北．现城为唐城旧址，重建于五代。位于四川省会成都市南偏西80公里处，县境中部偏东，

即东经103。507北纬30。027，海拔418米．雄踞岷江西岸，西靠醴泉山，东倚蟆颐山，．当省

会南路之要冲，不仅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川南军事重

镇．
、

一．历史沿革-

眉山县古为蜀国地，秦属蜀郡，汉以来为犍为郡武阳县南境。至萧齐建武三年(公元49ff

年)置齐通左郡于今县城北，并置齐通县。南梁改为齐通郡，置青州，郡、州、县治同一城。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改青州为眉州，后废齐通县，另置通义县于今太和镇。北周初，

复改嘉州为青州，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改青州为嘉州，废齐通郡为安乐县，后改为齐

通县。隋废通义县，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改齐通县为广通县。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改广通

县为通义县，大业二年(公元806年)，复改嘉州为眉州；次年，废州，置眉山郡于今乐山

市．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为嘉州。州治迁今乐山市；次年划洪雅，南安．青神、

丹棱．通义五县，分置眉州于通义县(今眉山镇)。贞观初，分南安给嘉州，划彭山属眉州．

五代因之。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改通义县为眉山县，淳化四年(公元993年)

划洪雅县给嘉州。元代，省眉山县入眉州，明代升为直隶州，清代相沿，至民国二年(公元19i 3

年)恢复眉山县，属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设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于眉山，

下属十县。解放后为川西行政公署眉山专区驻地。1952年划黄丰乡给彭山。1953年撤销眉山

专区，眉山县改属四川省乐山专区。1959年，青神、彭山并入眉山县。1962年分县时，划三

洞，吴家两公社给夹江县，柳圣公社的麻柳场划给青神县；同时，将青神县的莲花公社划归

眉山县。

眉山之得名，据<元和志><太平寰宇记'称；因州辖区内有峨眉山而命名为眉州；眉

山系眉州首县，为州治所在地，故名．



=，自然条件

眉山县处于岷江中游．总岗山与龙泉山之间，地势从西北到东南，由高到低，逐步倾斜．

中部为岷江水系冲积平坝，海拔400至450米．沿江岸为沙质壤土，近山麓为黄泥土，约占总

面积的30％。东部龙泉山分支蟆颐山．木江寺山、四根松山．文家坳山(走向均由北到南)

山麓与西部总岗分支长秋山．三峰山(走向多由西北到东南)背斜，为海拔450-至550米间的

浅丘。山体为紫红色砂岩及部分页岩，经风雨侵蚀，冲积成山间缓坡小平坝，厚积一层黄壤

(俗称小土)或紫红色泥土(俗称大土)，约占总面积的60％。县境西北总岗山中段为海拔

550至800米间的深丘．丘顶深圆，呈馒头状，斜坡具有不明显的台阶，与丘间冲积小平坝混

成一体，约占总面积的Io％。最高峰为五峰公社的梧山，海拔948．5米；最低为罗平公社的

河心，海拔391．6米．沿江沙质壤土为经济作物区，余为粮产区．宜林地347平方公里，分散

于丘陵区的山岭间。矿藏资源有石膏，储量约360万吨，分布于富牛，崇礼，复兴．五皇等 I

公社；芒硝储量约200万吨，分布于盘鳌．郑军．海珠，正山口，万胜等公社： 红土产于富

牛公社。
●

县境内河流属岷江水系。岷江纵贯南北，长46公里，有航行之利，并有通济、蟆颐两堰
’

引江水灌溉中部平坝．但老年岷江，多岔河道曲道，水流不畅，洪涝频仍．全县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奋战五年，切弯断岔，治理河道30多公里，挖砌土石方2000多万方，筑防洪大堤50

多公里，基本上消除了岷江水患。醴泉江(上游为秦家河．洪庙河，会于双河口始称醴泉江)

由县境西北流经中部，‘至黄中坝合松江入岷江，长32公里；松江(即永通河)由县境北部南

流，绕过县城入醴泉江；思蒙河流经县境西南，长2l公里，到青神境入岷江；娜江(古鱼蛇

水)流经县境东部，长18公里，入青神境，会于岷江。四河均不通航，但可拦河扎埝．引水

灌溉，还可利用水力发电，现已建有小发电站lo处，装机容量1416千瓦。

眉山气候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润湿气候。其特点是：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湿

度大，日照多，无霜期长。年平均温度为1 7．2。C；月平均最高温度为7月，’26．2。C，最低温

为1月，6．7。C；极端最高温为37．2。C，极端最低温为一3．4。C。年平均雨量为10，421毫

米，日照为lI，938小时，无霜期为318天。均适合农作物生长。但仍有干旱．大风，低温阴

湿、暴雨成涝等灾害性天气。

。 三．经济建设

经济以农业为主．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8，665万元，人平4155．现分述如下：。

农业：全县有耕地790，257亩(农业人平1：25亩)，其中田637，824亩，地152，433亩．

主产粮食．以水稻为主，约占总产量78％；小麦，玉米、红苕次之．’经济作物有油菜，花

生、甘蔗、烟叶；经济林木有桑、果、茶、玫瑰；用材林有松、柏、桉树。畜产以猪为主．

建国31年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整修了岷江河上两大堰；新修了丘陵地区的解放渠．

解放渠灌溉网和各型水库90座，以及山平塘．石河堰．小型电灌站等水利工程共5353处．有

效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16万亩增加为69万多亩，增长3．36倍，为总耕地面积的88．3％．放冬

水田55万多亩，一季变两季，提高复种指数197．4％．同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低产田20

多万亩；大力改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推动农业稳步向前发展．粮食总产

量已达到65，554万斤，为1949年的2．4倍．农业人平产粮l，042斤，分粮683斤，向国家提供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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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粮14，396万斤．主要作物的年产量t水稻637，838亩，总产52，783万斤；小麦257，133亩，

总产8，711万斤；玉米42，497亩，总产l，525万斤；油料作物39，467亩，总产360万斤；甘蔗

12，150亩，总产34，670吨；烟叶17，190亩，总产294万斤。生猪年底存栏数为53万多头．人

平0．84头；出肥27万多头．产蚕茧6，509担，茶叶2，759担，水果12，605担，玫瑰花约60万斤．

社队企业总产值达3，017万元，农业总产值达I 3，457万元，农业人平产值207．6元，收入为106

元．全县有拖拉机2，037台，机耕面积达120多万作业亩，粮食．饲料加工实现了机械化。

工业：全县解放前仅有小火柴厂一个，职工不过百人．现拥有农机修造，内拖配件，酿

造，制糖，建材，化肥．石膏制品，印刷、塑料等厂矿280多个，除农机修配、农产品加工等

分布于区社外，其余多集中于县城附近。主要产品有农机．化肥．白糖、酒精、白酒．水

泥．机砖等。加上地属以上的铁道部眉山车辆工厂，邮电部五O五厂．四川电影洗印厂．建

新化工厂，炸药厂等，共有职工35，639人(其中全民24，877人，集体10，762人)，年产值

15，208万元，人平产值4，264元。

交通：解放前全县仅有过境公路38公里和岷江河上一些小木船。现已建成公路349公里。

其中省道77公里，县道117公里，区社道148．9公里，专用道lI．8公里，并有成昆铁路纵贯全

境，建有四个火车站。这使我县成为上联新津．成都，下联乐山．峨眉。青神，东接仁寿，

西通丹棱，洪雅的交通枢纽。在县境内全部公社和80％的大队通汽车，78％的公社每天有班

车或公共汽车往返．岷江河上有拖轮和驳船．交通四通八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

荣和旅游事业的开展。

四，文教卫生

教育，解放初，全县仅有小学135所，学生7，748人；中学2所，学生838人；师范一所，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县境内三苏遗迹尚有土地公社的苏洵墓，三苏公社的三苏旧居——

拨股祠，广济公社连鳌山上苏轼的墨迹——。连鳌山。，修文公社的三苏祖坟。城东10华里

处的蟆颐观，初建于唐代，原有唐碑及苏洵<张仙碑>等名人题韵刻石，为历来县人踏青胜
地。现为四川电影洗印厂驻地．

”

六，土。特产

罗平公社的竹编：以篾扇为主，次为餐席．提篮等．篾丝细匀，编制精巧，运销国内

外。
’

‘ ’ 7

玫瑰花：主产于崇礼．‘永寿两区，尤以光华公社最为盛轰．亩产最高达1500公斤，其中

经过采用无性杂交优势培育的。蜀玫”．不但产量高，而且出油量率达万分之二点六，为全

国最高水平．
‘

石膏、红土：石膏为全国少有的优质矿产。制成的粉笔与红土制成的划粉，均运销全国 ·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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