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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工业交通、文教卫生以及革命历史、名胜古迹、自然地

理实体、厂矿、人工建筑等方面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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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胜古迹等地名3776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对

地名的来源含义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录引用的数字，均系统计部门年报或有关部门提供；除写明年

度的外，余为一九七九年年末数，其中耕地面积为集体耕地部分。

今后，无论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本录所载的武隆县地名时，一律以

本地名录为准。

武隆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武隆县概况

武隆县位子乌江下游。东临彭水县，西接南川县，北界涪陵、丰都县，南与贵州省接

壤。地跨东经1076137"---108。05’与北纬29。027 N29。407之间。辖七个区，一个社级镇，五十一个

公社，两个国营林场，一个农场，四百二十六个大队，四个居委会，二千二百六十七个生产

队。面积二千九百。一点三平方公里，三十五万七千二百五十一人。汉族，另有极少数菌、

土家、自、侗、回族。县人民政府驻巷口镇(东经107。447北纬29。197)。

武隆设治，始于唐武德二年(45元619年)。据《寰宇记》载： “以邑界武龙山为名’’。

《明一统志》载：今核桃公社内，一山“逶迤如龙，下有空洞，即武龙山也黟。明洪武十三

年(45元1380年)，因与广西省一县同名，故改“龙"为“隆"，寓兴旺发达之意，更名武

隆县，相沿至今。

武隆历史悠久。根据一九]k--年江口公社出土的石斧、铜钺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45

元前约5000年)即有土著民族繁衍生息，周、春秋(45元前1841年至公元前476年)为巴国

属地，战国至东汉(45元前475年至公元220年)为枳县所属：蜀汉后主延熙十二年(45元

249年)置汉平县，治地今鸭江公社。东晋穆帝永和三年(45元347年)汉平县并入枳县，治

地今涪陵县城关镇东岸。南齐至北周(45元479年至581年)复置汉平县于鸭江公社，隶属涪

陵郡。隋文帝开皇三年(45元583年)徙汉平县于涪陵城关镇，十三年(45元593年)改名涪

陵县，隶属巴郡。唐高祖武德二年(45元619年)涪陵县分置武龙县，治地今土坎公社。北

宋徽宗宣和元年(45元1119年)改名枳县，南宋高宗绍兴元年(45元1131年)复名依旧。明

太祖洪武十年(45元1377年)武龙县并入彭水县，十三年(45元1380年)复置，改“龙黟为

“隆”，更名武隆县，隶属涪州。清康熙元年(45元1662年)省武隆县为镇入涪州。康熙七年

(45元1668年)改武隆镇为巡检司。宣统三年(45元1911年)又改为涪州第五分区。民国元

年(45元1912年)改州为县，由涪陵县析置武隆分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县知事为县

佐。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县佐废，涪陵县设十个区，将武隆分别如入八、九，十区。民

国二十五年(45元1936年)又改划为五个区，武隆为第五区，区署设羊角碛。民国三十年

(公元1941年)五月，四川省府以涪陵县第五区幅员广大，决定划为武隆设治局，治地巷El镇。

民国三十三年(45元1944年)复置武隆县，治地未变，直至解放，辖四个指导区，共五个镇

十三个乡，人口约十七万。一区辖巷口镇和龙洞、中兴、士坎三个乡，二区辖火炉镇和万

峰、自果，沦沟，桐梓四个乡；三区辖永顺、百顺两个镇及和顺、白马、凉水三个乡；四区

辖羊角镇和长坡，木根、龙庆三个乡。

解放初期置三个区，乡镇未变。一区驻地巷口，辖巷口、羊角二镇和龙洞、中兴、土坎、长坡

四个乡；二区驻地火炉，辖火炉镇和万峰、白果、桐梓、沦沟、木根五个乡；三区驻地长坝，辖

永顺，百顺两个镇及和顺、白马，龙庆、凉水四个乡。一九五O年析置四区、五区，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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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析置六区，一九五二年开始民主建政，划大乡为小乡，改保为村，置六个区四十九个

乡。一九五三年彭水县合理乡黄金、白石村划入新建鱼子乡。同年秋，彭水县江口区划入，

并普选建政，置七个区一百零四个乡。一九五四年并小乡。一九五五年桐梓区并入火炉区。

一九五六年涪陵县鸭江区划入并平桥区，置六个区五十九个乡。一九五七年恢复桐梓，鸭江

区，最八区五十九个乡。一九五八年析置车盘区、车盘公社，巷口镇镇社分设，复置芋荷公

社，龙塘乡划入涪陵县，置九个区六十个公社。一九六二年复置鱼子公社，置九个区六十一

个公社。一九六四年并小社，并调整行政区划，置九个区五十二个公社。一九七六年彭水县

火石公社东山大队划四个生产队入文复公社，置沙坝大队。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撤车盘，平桥

区，始形成今辖区范围和行政区划。

武隆县属川东南边缘娄山褶皱带，多深丘，河谷，以山地为主。自然概貌为八分山，分

半地，半分水。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东山箐，白马山、弹子山由北向南近似平行排列横

穿全境，分割组成桐梓、木根、双河，铁矿、白云高地。因娄山褶皱背斜宽广而开阔，为寒

武系石灰岩构成，在长期的地质作用过程中，背斜被深刻溶蚀。乌江由东向西从中部横断全

境，乌江北面的桐梓山、仙女山等属武陵山系，乌江南面的白马山，弹子山等属大娄山系。

木棕河、芙蓉江、长头河、清水溪，石梁河、大溪河等大小支流由南北两翼汇入乌江。由于

深度溶蚀形成的深切槽谷交错出现，构成全县崇山峻岭，岗峦陡险，沟谷纵横，伏流交错，

溶洞四伏。最高仙女山，主峰磨槽湾海拔二千零三十三米，最低大溪河口海拔一百六十米，

一般相对高度都在海拔七百米至一千米之间。乌江是我县唯一通航河道，流经十六个公社，

东起木柠河，西迄大溪河，行程八十公里；两岸河谷狭窄，江水奔驰于悬岩峭壁问，重峦叠

蟑，山峰入云，江出一线，气势雄伟，航道多峡口险滩，尤以羊角碛五里滩著称。全县除高

山和河谷有少而小的平坝外，绝大多数为坡地梯土。土壤多属黄壤，黄棕壤，其次紫色土。

自然条件较差。气候温湿，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度15一---18℃，年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5℃，

最高41．7℃，无霜期二百四十天至二百八十五天。年降水量一千至一千二百毫米，四至六月

降水量占百分之三十九，主要灾害有冰雹、山洪、大风。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山区，每年约有

五个月的多雨季节，雨雾潜探，日照少，气温低，霜期长，秋风冷露对农作物生长影响

较大，在六百米以下的地区，易遭旱灾。山上山下温差为十度左右，立体气候较显著。

在辽阔的山区．资源丰富。以松、杉、柏为主，森林面积约六十六万多亩；己采矿藏主

要有煤、铁、硫铁矿、铝矿；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有油桐，锩子、生漆、茶叶、黄连、青麻、杜

仲、毛烟等数十种，有的品种列为全国和省里基地县。水利资源丰富，除提蓄引灌外，拦河

筑坝加工发电，兴办了小型电站八十九个，装机一百一十三台，容量二万O六百七十四觅。

在高山，为虎，豹、马豹，猴、野猪等野生动物栖息之地。经省考察发现，自马山林区有小

熊猫、灵猫、林麝、银杉、真楠、鲵等国内外珍稀动植物。

解放后，随着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生产力有很大提高。全县耕地面积五十一万多亩，一 {

九七九年粮食总产二亿三千九百多万斤，较一九四九年增长近一倍，主产玉米，水稻，薯

类。

武隆县解放前没有现代工业。现有机械、采矿、水电、造纸、酿造、化肥、水泥、印

刷，纺织等十多种企业。土坎纸厂的雪茄烟盘纸、弹子山的煤畅销省内外；羊角碛麸醋，誉

满川、黔边境。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二千二百五十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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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主要靠乌江和经县境长达一百四十公里的川湘公路，有定期班船，班车行驶。解放

后。计新修了乡村公路三百八十五公里，百分之八十以上公社通汽车，初步改变了山区闭

塞，肩挑背磨的状况。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解放前，这里仅有两所百余人的初中和六十四所小学，

一个有名无实的医院。一九八。年己发展到完中十二所，中师一所，小学四百五十四所，学

生七万多人；县，区、社都办起了卫生院，二百八十二个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县城有电

影院、广播站，电视差转台、书店、文化馆、图书馆，大部分公社有了电影队、广播放大

站。人民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提高。

武隆县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清代，黄草人民组织了“打教驱洋护运动。一九二七年

三月党派李蔚茹、李仙舟、张光璺等同志来仙女山、桐梓山、火炉铺一带发展地下党，组织

“农民协会"，组建农民武装。一九二九年三月数千农民武装打到涪陵县沙窝，捣毁了伪团总

张秋剑老巢。一九三。年三月四川省第二路红军来木根，双河、后坪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

展“打富济贫"活动，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

装斗争，迎接解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子白马LIJ

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川黔湘鄂绥靖公署主任)部主力，武隆县人民重见天日，在解放战争

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__●●_____-●-l_l-_--●I-_●-●--I●_-_●●-l-●_-_●●-●-●●●--●___--●__-___-_----●-_l-●●_-I_____-_●_____一I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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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龙桥，简裨龙棒

龙桥，又稚无星桥．

核撬公社境内，一山“连迤如龙，

。有空洞．即武龙山，也”。武隆原

．屯，因此山得名。武龙山，有雄伟

壮观的三个天然溶洞相连，形若拱

坪．统称龙桥．敬又名龙桥山。图为

圪桥三洞，常称上、中、下龙桥。



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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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口 区概况

巷口区位于县境中南部。东连江口区，北界火炉区，西与长坝、羊角区接壤，南接贵州

省道真县洛龙区。总面积为五百二十七平方公里。辖芋荷、青桐、青吉、中嘴、广杨、黄

莺、龙洞，蒲板、车盘九社及巷口镇，计七十三个大队，三百四十八个生产队，一万一千

八百三十一户，五万七千二百五十四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七千一百五十九人。主要为汉旅，

苗、土家、白、侗、回族等人数很少。因驻地巷口镇得名。

清宣统三年(1911)，该区地域为涪州第五分区的树德乡，辖巷口，龙洞、杨家井、大

青柄树、中嘴，青裘坝六个场。民国元年(1912)属武隆分县。一九三。年划属涪陵县十九

区。一九三一年戈q属九区，场改为乡，镇，辖巷口镇(杨家井并入)，龙洞、青枫、中嘴、清

吉四个乡。一九三二年车盘乡并入龙洞乡，清吉乡并入中嘴乡。一九三六年划属五区，中嘴

乡并入青柄乡。一九三七年撤青桐乡，部分划入巷口镇，部分置中嘴乡。一九四一年划属武

隆设治局。一九四四年划为武隆县第一区，辖土坎，龙洞，中兴三个乡和巷口镇。解放初仍

按序数命名第一区，辖巷口、羊角两个镇和龙洞、中兴、土坎、长坡四个乡。一九五。年将长

坡乡、羊角镇划属第四区(羊角区)。一九五二年建政时，划大乡为小乡，将巷口镇分置青

桐、广杨、蒲板乡，龙洞乡分置黄莺乡，共七乡一镇，五十四村。一九五三年普选建政时，

又将中兴乡分置青吉、老盘、棉花乡，巷口镇分置芋荷、黄渡乡，蒲板分置万营乡，青栩分

置肖坝、荆竹乡，土坎分置清水乡，龙洞分置九重乡，共十七乡一镇，一百三十二村。一九

五四年并小乡，万营并蒲板乡，肖坝，荆竹并青桐乡，九重并龙洞乡，黄渡、芋荷并巷口

镇，棉花并中兴乡，老盘并青吉乡，并将土坎、请水戈lj属第四区，共七乡一镇，九十八村。

一九五五年将中兴乡划江口区属，共六乡一镇，八十三村，一九五七年划回。一九五八年建立

区级《卫星人民公社》，乡改为管理区，村为生产大队，将巷口镇茅坪，板仓，万营、四合

村划入蒲板，将蒲板划新建的白马(车盘)区属，共七个管理区，一个镇，八十八个生产大

队。一九五九年恢复一乡一社。一九七九年底撤车盘区，将车盘、蒲板公社划巷口区辖至

今。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中兴公社更名中嘴，黄因公社正名黄莺。

全区四周高，中间低，为白马山，仙女山，东山箐环抱。车盘、蒲板公社及龙洞、黄

莺，广杨、中嘴、青柄公社部分大队处于山巅。山的海拔在一千二百至一千八百米之间，龙

洞公社九重坪——自马山主峰为一千九百三十米，中嘴公社东山箐主峰为一千八百。五米，

山顶面积较大且较平缓，一般坡度二十度左右，相对高差五十至两百公尺。郁林葱葱，山峦

起伏，其间夹着许多大小不等，名称各异的“沱"“淌"“坝"“坪"“槽"土，其中以龙

洞公社黄白淌为最大，约三万亩。这些地方为主要农牧区。山缘多断岩峭壁，峡谷溶洞交

错。土壤多系黄棕壤、黄壤。白马山大沙河一带有次森林四万余亩，以亚热带偏湿性常绿阔叶林

与亚热带低山常绿针叶林为主，据省派人考察，山上有不少珍稀动植物一-银杉，珙桐、小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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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红腹角雉等，有关部门已建议划为自然保护区。

川湘公路自凉水公社逶迤而上入该区，至自马山东坡十八“之"字拐盘旋而下，与乌江

平行进入江口区，行程五十公里，为该区交通动脉；中桐公路从中嘴与川湘公路以轮渡把后山

的桐梓，火炉区连接起来，也是全县的主线之一。另外，区内还有通行能力较差的巷龙路和

巷广路，沟通龙洞、黄莺，广杨：芋荷公社。乌江流经区内二十公里。长头河，源于龙洞、

黄莺公社的自马山腰，流经广杨、芋荷、蒲板公社，巷口镇入乌江，流程约三十五公里。它

造福于龙洞，黄莺公社及附近人民，引水灌田五千多卣，是全区也是全县主产粮食地区之

一；近年来社办企业建成老龙洞电站，装机二台，容量八百酝，除供本地农村照明，加工

外，还供县城用电。但因水流湍急，航行价值不大，仅供放筏。老盘沟，由白果公社流经该

区青吉公社入乌江，引灌农田数百亩，也是该区水稻产地之一。

全区气侯温湿，四季分明，但由于多石灰溶岩和断头山，虽雨量充沛却水源缺乏，特别

是沿乌江部分社队，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旱灾侵袭；在高山的社队，时有秋风、冷露危害。自

然条件较差。共有耕地面积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八亩，田仅一万四千七百一十八亩，主产薯

类、玉米、水稻。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三千三百三十二万斤，其中玉米一千。三十万斤，占

百分之三十；薯类一千六百五十八万斤，占百分之四十九；水稻仅三百五十二万斤，占百分

之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出产较富，据一九八一年统计，青麻八百八十九担，占全县产量

(下同)的百分之二十二；甘蔗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担，占百分之八十三；油菜籽三百七十

五担，占百分之三十二；桐籽九千一百二十五担，占百分之一十四；椿子二千二百。五担，

占百分之二十一；生漆三十一担，占百分之二十。另外，有黄连、杜仲，黄柏等药材。畜牧

业较发达，一九八一年统计，生猪存栏户平三点。四头，羊户平一点九九头，大牲畜户平零

点七头。

社队企业近年有所发展。全区办起了发电，农副产品加工、砖瓦，食店，酿酒、缝纫以

及药，茶，渔种植、养殖业，社社都建立了农机站。一九八一年产值七十一万元。

文卫事业，解放后发展较快，境内有中，小学八十一所，学生一万三千一百O九人，中

师一所，学生一百四十五人；社社有医院，共十一所，每个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共医务人员

一百四十九人，赤脚医生七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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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口镇概况

巷口镇为县治所在地，面积一点六平方公里，有主要街道六条。共设两个居委会，十一

个居民小组和一个蔬菜场，三个生产队。共计人口七干零五十六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六千四

百四十八人。‘

巷口镇位于乌江及其交流长头河汇合处的河谷，海拔二百一十米左右，气候温和，年平

均气温18．5℃，降水量九百四十九点二毫米。川湘公路横贯其中，水陆交通方便。西南靠白马

山麓和冯家坡，北临乌江，南邻贵州省道真县，整个城镇横沿川湘公路、纵顺冯家坡，依山

傍岩而建，分散零乱，呈一不规则的十字形，与芋荷公社犬齿交错。解放前和解放初，曾是

附近川、黔农民山货和日用品的集散地。一九三一年设镇，一九四一年武隆设治局在此，一

九四四年改为武隆县亦驻此，解放后为县人民政府驻地至今。乌江关滩峡两山壁立，集镇建

在峡门口附近，故名巷口。

解放前后的巷口镇，辖区广，除街上外；农村包括现在的青桐、芋荷、广杨公社及蒲板公

社部分。一九五二年分设青桐、广杨乡。一九五三年又分设芋荷、黄渡、万营乡。一九五四

年复将黄渡、芋荷、巷口合并，至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又分置芋荷，并将茅坪，万营

等大队划为蒲板公社，镇社分置至今。

解放前的“巷口"为一破旧小场，只有正街、后街，中横街，下横街和包谷市、沙田，

油房沟等几条小巷。解放时被国民党溃军焚烧殆尽。解放后，陆续在废墟上修复，并新修了

复兴街、建设街、桐子园和红豆树村四条街道，现楼房鳞次栉比，气象一新。

该镇解放前虽为县治所在地，实为一小乡场，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小学一所，二名医

务人员的一个“医院"，两家私人药房和二个铁炉，一个小作房。现已成为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扭之一。工业计有印刷、酿造、农机修造、玻璃，食品加工，建筑材

料，造船、供电、缝纫、木制品加工等，一九八一年产值二百五十万元。日内有定期的班

车，客船通往全县大多数公社。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快，现有完中两所，完小一所，共学生

二千二百余人；中级师范一所，学生一百四十余人；县医院一所，区，镇卫生院各一所，病

床一百余张}有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幼儿园，广播站、新华书店、灯光球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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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武隆县

巷口区

巷口镇

巷 口

建设街

建设街居民

委员会

油房沟

”复兴街

复兴街居民

委员会

下横街

汉语拼音

Wal6ng Xlan

×15ngK6u Q0

备 注

唐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置武龙县，因武龙山

得名。明洪武十年(公元一三七七年)并入彭水
县，公元一三八。年复置，因与广西一县同名，更

名武隆县。历代废置更迭繁复。公元一九四四年再
置至今。

原以序数命名为第一区，一九五四年改名巷口区，
因区公所驻地巷口而得名。

XiSngKSu Zhgn 因镇人民政府驻地巷口而得名。

XiangKSu

． J15nsh荟 Ji百

乌江关滩峡两山壁立，形似巷道，集镇建在峡门日

上一开敞地，故名。武隆县，巷口区，巷口镇驻地。

解放后新建之街道，故称。

J1ansh每jl百 J0min一 原名二居委。

w否lyu石nhuT

Y6uf6ng G6u

FQxTng Ji百

FOxTngjl百J0mTn—

w否iyu6nhuT

Xiahgn JI百

中堆坝蔬菜场 ZhSngduTba Shocai—

ch6ng

中堆坝

董家沟

ZhsngduTba

D(6ngjiagsu

解放前此小溪旁曾开办过油榨房，故名。建设街居

委会驻地。

解放时被国民党部队烧毁，后修复，故名。

原名一居委。

与上横街对称得名。复兴街居委会驻地。

此菜场为大队级。因巾堆坝得名。有耕地532卣，
558人。

地处乌江与长头河交汇处，因冲积而形成土坝，故

名中堆坝。中堆坝蔬菜场驻地。

此小沟因董姓居住沟旁而得名。

(8)巷口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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