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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南宾镇全景

石柱县人民政府大门



太自岩——在县城西南郊。古称万安山，后因唐代诗人

李白流放夜郎路经此地，在山崖题诗一首，传为佳话，故称
太自岩。“石柱八景，，之一。



石柱电影院外貌

南宾河公路大桥横跨南宾河上

钢混1

1型梁桥。



詈
营

石

柱

革

命

烈

士

陵

园

国家水杉1号母树，在黄水区境内。高30米，胸径1．34米．

誉为“世界植物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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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由于各个历史

时期的交替更换，失于管理，缺乏记载，我县地名存在不少问题，诸

如：重名、错字、错名、一名多写、含义不清、用词不当、图实不符等

现象不一而足。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导致地名

混乱。这给行政管理， “四化"建设，和人民交往都带来了不便。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和省、地的统一部

署，‘从一九八O年秋至一九八二年底，在全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

本着尊重历史，反映地理特征的原则，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对全县505个大队中以序数命名的283个大队、8个居委会和重名的

55个大队进行了命名；对9个区，60个公社、2个镇中的2区6社1

镇与地区内重名的，也报经涪陵地区行署批准，进行了更名。同时以

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为依据，对384条地名作了核查，正字1103条、正

音4条、正位15条、消失20条、新增915条，处理后的地名基本上达到

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经省，地地名办公室

验收认可，已按规定上交。

《石柱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辑

录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

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地名4722条；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

拼音和条目简释；又在l：5万的地形图基础上，缩绘成《石柱县地

图》，以表示方位。为了给今后地名研究提供资料，还收集了各种概

况材料81篇；同时附有“关于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命名、更名的通告”

厂D



以及“地名首字笔画索引表”以备查阅。

本《地名录》所用数字和资料，引自县公安局、县农业局、县统

计局、县区划办公室1979年底年报表数(生产大队为1980年末数)。

书中所录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今后各级党政，企事业单位，

凡使用本县地名，应以本《地名录》为准，不得任意变更。如涉及到

更名、命名者，必须报经上级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石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五年八月



石柱县概况

石柱县位于四川东部，长江南岸，介于北纬29。397；-毫30。337与东径108。00-至108。297之

间。东靠湖北省利JII县，南依彭水县，西南与丰都县相邻，西北与忠县，万县接壤。面积

2887平方公里。现辖九个区，2个镇，60个公社、505个大队，8个居民委员会，2959个生

产队。有89373户，40{69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9134人)。除土家族外，还有汉族，苗族等共

9个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南宾镇，距省会成都市803公里。

一、历 史 沿 革

石柱县原名“石硅县”。取县城东北万寿山有巨石如硅得名(据《厅志》)；又说因有地

名矿百幢关"，“硅蒲关，，而称(《据乡土志》)。

石柱县地古为禹贡梁州南境。素为黔中郡地。汉属巴郡临江县(今忠县)。晋属巴东郡

南浦县(今万县)。南北朝为施州(今思施)西境。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始置南宾县。五

代、前后蜀仍循唐制，隶忠州。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于南宾县地增置石砬安抚司，县仍

存。石硅之名，始见于史。宋南渡时，南北构兵，厅境邻近时遭蹂躏。朝令马氏三十九代孙

扶风(今陕西风翔县)人马定虎领兵获胜，即析南宾县地，置石硅安抚司。敕定虎镇守，节

制九溪十八峒，世袭其职，设土司治于水车坝(今悦来古城坝)。元为石硅军民安抚司，隶

重庆府。明洪武八年(1375年)马克用为石硅宣抚使。 (司署迁入今南宾镇狮子坝二轻局

址)隶重庆卫，后隶夔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撤南宾县独存宣抚司．明天启元年

(1621年)女土官索良玉守榆关有功，升为石硅宣慰司。清顺治十年(1659年)全蜀归附，

石硅仍为宣慰司。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置石硅厅，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

石硅直隶厅，隶川东道。1913年析石硅直隶厅，改置石磕县．属东川道，治所在今南宾镇。

1935年属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1949年10月29日全县解放。1950年建立县人民政府隶涪陵

专区。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将“石硅县"更名为“石柱县乃。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丰都与石柱两县地界插花交错。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6日)四

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准于丰，石两县互相调换，于同年10月24日训令I“半，石两县插花区

界限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底以前交换清楚，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1日)起接管’’．丰，

石两县于1942年7月至9月交换完毕，石柱划交丰都的有长坡乡全部和江池、湖海、沙谷，

洋渡(现属忠县)四乡之一部，共1765户，9044人；丰都划交石柱的有桥头、中益、龙沙，

三合，黄鹤，洗新、栗新、沙子、金铃共9乡7116p 36459人。另有太极，武平，德建，平

安四乡各一部份。

1946年全县辖4区，1镇32乡，332保，3509甲。1950年5月调整为7区1镇32乡．

1952年5月组建第八区。同年9月忠县将中兴、黎场(今黎场，王场公社)二乡及太极乡的

㈣＼，多



七、八、两个村和磨子乡九、十两村的3个组划交石柱，万县将上复兴乡的新生、人和、黄

龙，江家，两河5个村划归石柱。1953年7月石柱将坡F--I乡的十、十一、十二、十三村及九

村的一组划给忠县。同时组建第九区。1955年4月撤销第九区。同年lOfJ将第一至八区更名

大歇、下路，石家、桥头、．马武、西沱、沙子、悦{乏区。同年12月，撤销下路区。1957年3

月恢复下路区建制。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62年组建黄水区。后几经调整，逐渐形成现今

建制。

二、自 然 条 件

，全县南北长98．3公里，东西宽56．2公里。地处心JII盆地东部巫L【|山系与大娄山山系过渡

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以海拔1000--2000米的中山袖【山原为主，其中黄水坝山原广约

624平方公里，地面起伏仅数十米至100米。方斗山和七曜山分别平行排列于县境西部与东

部，形成沿江浅丘，槽谷盆地、低山和巾山山原等地貌，呈口两山夹一槽"的主要地形特

征。大风堡海拔193，i米为全县群峰之冠；西沱镇百槽溪海拔118米为全县最低处。土壤以冲

积土，紫色士，黄壤．黄棕壤为主。耕地多分布在槽谷盆地，低山和沿江浅丘带。全县森林

面积4911万亩，覆盖率达11％，木材积蓄量179．3万m 8、年伐木量6000m。以上。境内还有被

列为国家保护的珍贵树种水杉母树28株，其中黄水公社田湾大队八角庙1号母树高40米，胸

径1．34米，誉称“活化石"。野生动物有金钱豹、獐子、猴子、狐狸及锦鸡、鹅、鹤等160

余种。

矿藏有煤(藏量约1．2Z吨)，铁、铜、银、铅、锌、铝，磷、石灰石、金音石、大理石及

天燃气等。河流属长江水系，除长江流经县境西北部沿溪、黎场、申兴，西沱(镇)公社

外，还有龙河、官渡河，油草河，马武河等。建国后，全县兴修大小水库33座，山平塘4445

口，渠堰1782条，电灌站39处(装机55台1427跹)，机灌站41处(装机97台1279马力)。总

蓄水量5492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15．5万亩。水力资源丰富，可开发能量8．5万珏。1952

年迄今陆续修建水电站109座，装机容量10129配。全县均属亚热带湿润佳季风气候，年均温

16．5℃，一月均温5．5℃，七月均温27℃，极端高温42℃以上。极端低温一16℃。年降水量

1100毫米，日照1300--1400们{，无霜期278天。中低山部因地势较高，与沿江地带相比，
农事季节推迟约半月至一个月。

三，经济状况

19,7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724万元，I：L1949年4190万元(按1980 l_{三不变价计算)增长一

倍多。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约48．3万亩，其中田23．5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为

主，薯类作物以洋芋，红苕为主，经济作物以油菜，烟叶，海椒，芝麻、花生、榨菜等为大

宗，1979年粮食卣产794斤。1979年农副业总产值达8691万元，比1949年增长1．2倍。养殖业

以猪，牛，羊，兔为主，年出槽肥猪11万头。土特产有黄连(在地面积1．5万亩，年产4500

担)，畅销国内外，素称“黄连之乡’，。五桔子、汕桐、生漆，茶叶及天麻、竹笋、猕猴

‘2)



桃、银杏、板栗、棕片、蚕桑、柑桔等。

工业：建目前只有榨油、舀纸等作坊和煤窑、小农具手：【业等。建阄后已建立起电力，

采煤、森：亡，小泥、酿洒、印刷，造纸，服装、制鞋等JrJ矿，粮汕加：J二已基本实现机械

化，县办赶家桥煤矿，设计年产6 7J吨，即将建成投产。全县工业总产值1979fi三达到10329

万元(其中社队企业产值262万元)，比1949年274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增加2倍多。

交通运输：建国前全县没有一条公路，全靠肩挑背磨。1957年开始修筑石柱至高镇公

路，1958年通车。到1979年全县共修公路42条，总[长738公里。60个公社中已有43个公社通

车，并与湖北省NJII县、本省忠县、丰都、涪陵、彭水等毗邻县沟通，其中JII汉公路跨越县

境内104公里。水上运输主要靠长江航运。长航运输管理局在西沱镇设港务站，使我县水陆

交通更为方便。

四、文教卫生

文教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建同前只有县立中学一所，私立中学二所， (遭远、石北)

乡镇中心小学33所，私立岭南小学一所，保校101所。共有教职员_T．304人，中小学生不到一

万人。建国后，现有初级中学10所，完全中学4所．中等师范专业学校一所，公民办小学

556所，中小学公办教师1 934人，民办教师1577人，1980年中学在校人数21481人，小学在校

人数76228人。近年来陆续增设了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文工团，电影院(公司)等。

农村有电影放影队32个。除都会，万宝公社外，其余公社都办起了有线广播站。1977年1月

在天泉公社龙骨寨建立电视差转台(初建功率5瓦，现为50瓦)以来，相继有沙子，桥头，

悦来、大歇、下路、临溪等区建起了差转台，除马武坝区外，区区都可以收看电视。全县医

院由建国前l所，增加到12所，现有床位594张，有县、区，社三级医务人员823人。此外还

有保健站，防疫站等卫生机构。

五、名胜古迹

石柱境内有著名古刹银杏堂，著名寺庙三教寺，还有明末清初著名女将秦

祠(现二轻局驻址)，万寿寨等文物古迹，大部份巳毁损，唯有万寿寨两座

故；在北而后寨外一座高100余米，状若擎天，从东面望去峰顶宛如人头侧面，

高冠微髯，古松垂帘，如同身披盔甲的勇士，被人们称为“男石砬"。在南面

～座石峰高70余米，依崖端坐，背山面水，玲珑秀丽，胸前两峰隆起，形态酷

“女石磕"。石硅县以此得名。是人们游览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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