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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它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变易。由于各个

历史时期的变更，+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有的名字生

僻、难写难记，有的含义不健康，用字不妥当，有的地图和实地的地名不符，或错位，

错字、错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

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许多不便。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乐山地区行政公署的安排，我

们于一九八一年五月至十二月，以七个月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

对大队以上行政区划的命名、更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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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一个镇、八个大队的名称(包括正字正音

的三个)。同时，以1：5万地形图(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

境内地名1427条，删去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42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名等

地名385条，共427条，占图上地名的29．9％。新增加大队、自然村等地名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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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

片、地名概况)，经乐山地区地名办公室验收，已按规定上交。

根据省地名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写了《井研县地

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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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0万的全县地

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搜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共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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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

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工农业生产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户数人1：3等方面的数字均

采用一九八。年底县计划委员会年报统计数，其余数据系各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井研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并研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Ik--年元月



井研县概况

井研县位于四川省乐山地区东部。东界荣县，南与犍为县接壤，西连乐山市，青神

县，北邻仁寿县。地理座标北纬29。267至29。527，东经103。527至104。147。县境边界总

长达260公里，面积883．49平方公里。1980年底为86139户，总人E1387401人(男198222

人，女189179人)，其中农业人E1367520人，除极个别的回，藏族外，均系汉族。全县

有5个区，1个镇、36个公社，23个集市，394个大队、2836个生产队。

井研县治地研城镇，距省会成都南145公里处，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县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于此。地理位置为北纬29。397，东经104。047，海拔高程368

米。

(一)历史沿革

井研县古为蜀国领域。据《光绪井研县志》记载： 。县未开置，禹贡为梁州之域，

在汉为武阳县地。((前汉书》：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犍为郡领县十二，武

阳第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汉置武阳县井研镇。《旧唐书》称。井研在东

晋置西江阳郡，北朝西魏于今地置蒲亭县，属陵州。"。隋开皇十一年(即公元591年)

立隆山郡，废蒲亭置井研县。”唐代((元和郡县志》说。 “井研盐井在县南七里，井研

镇及县皆取名焉。矽宋代的《寰宇记))称那口最早开凿的盐井为叠研井"。 “研”与

。盐”音相近，而义决不相同。考。研”字在((易经》系词篇注疏上，可作。精"字

解。所谓“研井"乃“精井"也。 “井研”乃“井精”也。据此， 。井研"二字的含义

分明是对盐井的讴歌，表达了古人对盐井的深寓赞美之意。从隋朝设县起，经唐、宋，

至元朝初期，先后六百多年，不仅未变动，而且有所扩大，宋真宗成平四年(即公元

1001年)将始建县(即今仁寿县彰加地区)并入井研县。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即公元

1283年)则隆州井研并省为仁寿，入成都路，县境域为仁寿四乡之一，日来凤。”于明

朝洪武六年(即公元137，3年)，太祖朱元璋下诏，撤仁寿县的来风乡，恢复井研县。清顺

治初归资州，属成都府。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升资州为直隶州，民国三年属永宁

遭，直隶四川省，民国二十四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区治地资中城关镇)。解放初期，

犍为县的马踏、王村、磨池、梅旺，黄钵、三江，胜泉等乡和荣县永正乡、乐山市里仁

乡、仁寿县新兴乡划归该县，县内的天池、于佳等乡分别划给青神，荣县。解放以来，

我县一直归属乐山地区。

井研县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据历史记载。北宋王小波、明末张献忠，清代李永

和等农民起义军都曾在县内活动，井研人民积极响应。清代县人廖季平以研究经学著



名，他的著作对康，梁的戊戌变法产生了一定影响。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井

研留日学生税锡畴，吴蜀美回县组织了井研同盟会，后在熊克武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同

盟会组织有了较快地发展，并积极在附近县进行了革命斗争，同盟会负责人陈孔伯，程

德藩、廖腾霄，曹受宜、邹国宾、税联三、宋为章等先后在自贡、嘉州(今乐山)，犍

为英勇就义，实践了他们_满腔热血洒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的誓言。可见，井研同

盟会是当时川南反清斗争最活跃的组织之一。

(：)自然条件

全县系丘陵地区，西北较高，东南次之，西南尤低。龙泉山脉自仁寿经县北乌抛入

境，绵延起伏，布于两北边境，使镇阳、天云、乌抛成为县内仅有的深丘，约占总面积

的10．5％，自周坡、分全起，地势缓缓低下，向东南倾斜，山势不大，全是小丘。地质

基层主要是中生界侏罗系及部分下白垩系夹关组地层。其中又以侏罗系的上沙溪庙组、

遂宁组、蓬莱镇组为主，占全县地层出露面积的94％。地震多发生在西北边境地区。据

县志记载：宋代至清朝光绪年间共发生过地震15次。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年八月

先后在天云公社笔架山两侧发生二级以上地震10多次，其中大于四级的有3次。震中烈

度达到6度强。县内矿产不甚丰富，只有少量的非金属矿及建筑材料。主要是：盐、石

膏、石灰石、砂岩、粘土等。县境内河流绝大部分属氓江水系。-丰要有茫溪河、殷家

河、东林河，研溪河、月波河、黄钵河，麽池河等，流域面积约700平方公里。特别是茫

溪河由北向南顺穿井研的腹心地带，支流甚多，网布数百里，几乎遍及全县。解放以

来，兴建水库60座、石河堰364处，囤水塘3000多个，总蓄水量为一亿一千万立方米，建

有电灌站180多处，修引水渠道600多公里，农田用水基本得到保证。

我县海拔高程在342米至697米之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4℃，一

月平均4．4℃，七月平均26．3℃，极端最高气温37．4℃，极端最低气温一4℃，年平均相

对湿度80％，无霜期275天，降雨量1028毫米左右，比较集中在五月奄九月份，全年日照

约为1196小时，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由于我县既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又受内陆干燥季

风的影响，形成了夏秋多雨、冬春多旱；风向多属西北风，风力最大八级。有些年辰出

现暴雨、冰雹、寒潮等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损失。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1298万元，人平289元。

农业l现有耕地49．98万亩(农业人口平均1．25亩)。其中：水田25．79万亩，土

24．19万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多种经济有油菜、棉花、蚕桑、茶叶、柑

桔、渔业等。著名梅家湾柑子(台柚)，硕大色鲜，香甜可口，一九七八年在广交会上

展销，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兴修水利，大搞农田

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粮食产量逐渐提高，最高年产量达三亿三千多万斤，一九八

。年粮食产量为30259．24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23倍。其中。水稻252894亩，单产

692斤’小麦160707亩，单产245斤，玉米112696亩，单产429斤，红苕117898亩，单产

2



283斤(贸易粮)。油菜31639亩，单产122斤，棉花79182亩，单产28．8斤，养蚕39495

张，产茧22673担，产茶1645担。一九八。年生猪出肥数179000多头，年底存栏数32．171

头。全年集体农副业总收入4951．9万元，社队企业总产值987．3571元。粮食征购2806万

斤，超购1078万斤，全县人平生产粮食823斤，人平分粮541斤，人平分配收A,55．9元。

工业：解放前县内仅有制盐，缫丝，铸锅铧，铁木质小农具等小手工业。解放后有

了较大发展。现已建立起氮肥，水泥、原煤、农机修造、轻工、印刷、建筑、造纸、制糖、轧

棉，酿造，粮油加工等企业。我县生产的100吨冲床、165型柴油机、水泵和喷灌器、35

型饲料粉碎机、造纸机，压面机等远销省内外。一九八。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3171．93

万元，比～九四九年增长12．8倍。主要产品产量有；合成氨7444吨，水泥10860吨，原

煤31746吨，35型饲料粉碎机1365台，165型柴油机1702台，面’机2118台，饮料酒1608

吨，电熨斗8165把，电表2713支等。

交通：县内交通主要是公路。解放前只有过境的内(江)乐(山)公路33公里，连

县城也不通汽车，交通闭塞，运输困难。建国以来修有成(都)三(江)公路井研段，

县至各区社及邻近县的断头线路36条，共计301．5公里。通车里程比解放前增加39倍多，

全县36个公社，已实现社社通汽车，5个区和19个公社通客车，75％的大队通公路。现

有县汽车队、省公司井研汽车站，搬运服务公司，全县拥有大小汽车140余辆，各种拖

拉机800多台，一九八O年货运量22．47Y吨，货物周转量823．3万吨公里，分别相当于解

放初期的30．4倍和53．1倍，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

商业。解放以来商业有较大发展，一九八。年商业购进总额4251万元，销售总额

5424万元。财政收入一九八。年为480．95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2．1倍。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完中1所，学生954人，教职工82人，小学130所，学生

14050人，教职工503人。解放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一九八。年有师范学校1所，学

生372人，完中6所、初中35所，在校学生17783人，小学290所，在校学生63262人，学

龄儿童入学率达96．2％，教职员工共计2813人。近年来，幼托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现有幼儿园428所(城区2所)，入园幼)L15406人，配备保、教人员535人。

文化体育，县内设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电影院，广播站，27

个公社有放映队，社社建有广播放大站，形成了以县为中心的有线广播网，现在不仅县

城能定时收看电视，而且农村也有不少社，队也能就地收看电视，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

活。县建有业余体校1所，灯光球场2个，游冰池2个，促进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卫生。解放前，全县只有少数的私人药铺。解放后，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一九

八。年全县有县、区、社医院44所，病床363张，医务人员753人，大队有合作医疗站

386个，医务人员763人，厂矿，学校医务室11个，医务人员17人。并设有县防疫站、妇

幼保健站，现已基本控制了地方病和传染病的流行，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提高了全县

人民的健康水平。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显著成效，一九八。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巳降低到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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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烈士陵园和古迹

竹园烈士陵园，是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在进军大西南，解放竹园铺的青蛙山战斗中，

壮烈牺牲的指战员而建立得名。该园位于井研县城东南16公里处，面积约三亩。建有烈

士陵园牌坊，李兴辉烈士纪念碑各一座、烈士墓69座。四周绿树成荫，翠柏林立，是广

大人民群众凭悼革命先烈的主要场所。

三江白塔，位于县城南15公里处，耸立在内(江)乐(山)，仁(寿)乐(山)公

路交叉的三江镇东头，可供行人观赏。塔高28米，13层，塔基四周各9米，塔顶平3

米。1至10层均可沿内螺旋式石阶而上，塔顶端两层稍小，全系砖造。据考，此塔建于

宋朝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后曾于明朝成化年间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先后

培修两次至今。

陈效古墓，位于县城东北12公里处的研经公社金井坝。明代御史陈效，两次援朝抗

击倭冠时任监军，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以身殉职于朝鲜大同江畔。明神宗朱翊

钧追赠为。光禄卿”。后其孙陈演作了宰相，禀奏朝廷将祖父遗骸迁回故乡重葬于此。

占地约5亩，修有牌坊、祀祠、库塔，方碑、青狮，白象，石马、战将等，气势宏观，

惜坟墓已毁，仅残存祀祠和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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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研县系丘陵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有利于

水果生长。图为周坡果园柑桔采摘一角。

柑桔装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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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白塔，建于宋朝熙 年(公元1 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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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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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城镇概况

研城镇为井研县城，地处井研县中心。四周与来凤、长河两个公社毗邻。全镇南北

长2公里，东西最宽处0．5公里，面积0．7平方公里。现有6条街，2条巷，一个后民新

村。共划分4个居民委员会，有1916户，8990人。

研城镇东有凤凰山，南靠龟山、内隐麟山、书台山，研溪河从西北向东南蜿蜒绕城

而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形若聚宝之盆。气候温和(年平均17．4℃，全年日照1196

小时)，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海拔3 6 8米。

该镇历史悠久，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起，即为井研县治地。据《井研光

绪县志》记载l明朝成化年间县城系土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建为石城。清朝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城墙加高三尺，并设有东门，南f-j，北门、大西门和小西门五

座城楼炮台。解放前为城厢镇，有十二条街、八个巷，面积约0．4平方公里。一九五二年

建政时为新华镇，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属研城人民公社，一九六二年体制调整更名为城

关镇，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以井研县城之意命名为研城镇。

研城镇是井研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只有几家打铁炉和一家锅铧厂，

缫丝厂。现巳发展到有机械、农修、印刷，轻工，五金、木器，粮油加工，糖果，酿造

等工厂，职工近两千人。该镇原来交通闭塞．现有省公司井研汽车站、县汽车队，与邻

县和各区均有客，货运汽车往来，交通颇为方便。一九七二年以来还兴办了一些街道工

业。现有镇办工商企业单位18个，职工l 5 9入，一九八。年总产值40万元。

解放前镇内只有一所中学、两所小学，医疗方面只有几家私人药铺。现在已发展到

中学二所，小学一所、幼儿园二所、中师和教师进修学校各一所，共有师生三千多人。

有县，区办的医院各一所，医务人员共115入，设有床位112个。

文化体育也有发展。镇内设有县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院，灯

光球场，少年游泳池等，促进了文体活动的开展。



现 名

井研县

研城镇

研城

解放街

民主街

胜利街

和平街

书院街

铁市街

汉语拼音

JIngyan Xi／l_n

备 注

早年县南七里处出现一口盐井．后赞美称为研井．西汉
建井研镇．隋置县沿用．

Yancheng Zhen 原名城关镇．tgsl年,x井研县城之意命名．

Y&nc h6ng

Ji芒fang Jie

Minzh矗 Jie

Sh6ngli Jie

H6ping Jie

Shflyu自tn Jie

Ti邑shi Jie

以井研县城之意得名．井研县政府．来风区公所，研城
镇驻地．

原名北大街．1949年解放军由此街进城解放全镇故名．

原名鼓楼街、正街．解放后人民翻了身。实行了真正的
民主故名．

原名南门坳街．因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胜利得名．

原名南门外街，顺河街．解放后人思安定．向往和平故
名．

因明清代此街办有来风书院故名．

原名胡举人巷。解放前有几家铁匠在此打铁为生故名．

东f‘j新丰≈’Dongmen Xincftn 原名东门巷．1976年因新建居民点在县城东门外故名．

桂花井巷 Guihuajing Xiang 固巷内原有桂花树和水井得名．

鸡市巷 JIshi Xiang 原名曲尺街．因此巷狄窄又是卖鸡的市场故名．



来凤区概况

来凤区位于井研县城周围，浅丘地区。面积222．97平方公里。全区8个公社，5个

集市，i00个大队，702个生产队，21756户，9544IA．(其中非农业283户，1558人)。

汉族。

来凤区，东与研经区交界，南与竹园，马踏区接壤，西与乐山市青平，自马公社毗

邻，北与周坡区和仁寿县月桥，慈航公社相连。该区海拔高度在358米至489米之间，区

驻地海拔3 6 8米。年平均气温17．4℃，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全年日照1196／J、时。解放

前全区水利条件差，用水较困难。解放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逐年改变自然条件，从一

九五四年起相继修建高家寺，长山埂、群英、桑树咀，东风、跌进六个水库，同时修筑

水坝ll处，山平塘5 7 6口，石堰93条，共蓄水量达1477万立方米。还与兄弟区合修毛

坝，红星，大佛等水库，以及仁寿县黑龙滩水库引水渠。建电灌站49处，基本解决了农

田的灌溉问题。

此区因驻地附近有来凤楼而命名。解放前和解放初为井研县第一区，一九五二年建

政时划分为一、二、五区，一九五六年合并为研城区，一九六一年更名为来风区。全区

有耕地面积137422亩(其中田71594亩，土65828亩)。粮食最高年产量达9021．5万斤。

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置8111．93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39倍。一九八。年水稻面积

70872亩，单产684．3斤I小麦43616亩，单产244．7斤，玉米27291亩，单产425．2斤I红

苕30187亩，单产(折贸易粮)289斤。人平生产粮食864斤，人平口粮559斤。人平分配

收入61．7元。年底生猪圈存数82759头。经济作物有油菜、棉花、蚕桑、果、茶，菸叶

等，一九八。年收入达4 9 4万多元。交通比较方便，社社均可通汽车。全区建有农修厂

1个，农机站8个，粮油加工厂4个，酒厂8个。有汽车6辆，推土机1台，拖拉机

206台，动力机器近15000匹马力。一九八。年社队企业总产值220多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解放前全区所辖范围只有26所小学，没有医院。一九

八。年全区有中学7所，小学62所，师生19819人。有区，社医院9所，大队医疗站100

个，共有医务人员316人。各公社都建有广播放大站，5个公社有电影队。

盛产。台柚，，的梅家湾，在该区千佛公社境内。台湾籍同胞曾多次来此参观。一九

七八年在广交会上展销。台柚’’，深受国际友人的欢迎。



来凤人民公社概况

来风人民公社，位于井研县城南1．5公里处，浅丘地区。面积15．3平方公里。全社有

11个大队，71个生产队，1821户，7885人(其中非农业10户49人)。汉族。公社驻地邵

家湾。

公社辖地解放前系城厢镇的第七保至十三保和高滩乡的九，十保。一九五二年建政

时为白塔乡，一九五五年属研城乡，一九五八年属研城人民公社，一九六二年体制调整

以附近有来凤楼命名。

来凤公社四周与高滩，千佛、宝五，三教，长河等公社和研城镇接壤。该社海拔高

度在363米至443米之间，公社驻地海拔420米。年平均气温17．4℃。全年日照1190／]、时左

右，年降雨量约1000毫米。水利主要靠茫溪河，殷家河和冬水田蓄水。一九五四年起先

后修建山湾塘28口，蓄水池202口，蓄水量达45万多立方米。修水坝3处，建电灌站4

处，为农业用水提供了便利。

全社耕地面积9508亩(其中田4778亩，土4730亩)。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量561．77

万斤，比--)L四九年增长1．4倍。一九八。年水稻播种面积4698亩，单产633斤，小麦

3590亩，单产264斤，玉米1897亩，单产457斤，红苕2154亩，单产(折贸易粮)337斤。

经济作物有油菜，棉花、蚕桑等，一九八。年收入56万多元。社队企业现有农机站、酒

广。有拖拉机24台，抽水木dL63台，米面加工房59处，动力机器共899匹马力。一九八O年

总产值18万多元，年底生猪圈存数6290头。人平口粮482斤，人平分配收入65．9元。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仅有小学3所。解放后有小学6所，现有师生1326入。

公社卫生院1所，大队医疗站11个，医务人员共35人。公社建有广播放大站，98％的社

员户安上了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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