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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在进行生活、工作，交往中的一种工具，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

由于各个时期的变换更替，造成了地名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明，用字生僻，

有的是地图与实际不符，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加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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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必须对全县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

文件精神，在乐山地区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帮助下，我们从1981年4月始至1982年3月

止，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129个重名和以序数命名的大队及19

条街，路、巷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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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和建设成就的原则，作了重新命名。普查以i羔而地图为基础，共核调地名1388条，删
UVUVU

去不复存在的26条(转到外县的7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的166条，占图

上地名的15．57％，，基本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整理好的地名普查四项成

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巳按规定验收上交。

这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地名普查，在我县还是第一次。由于中央和省的规定明

确，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参加地名普查丁二作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

积累了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地名成果资料，经过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审查、核对，认

为符合规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使普查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现将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丹棱县地名录》以满足各单位的需

要，使之更好地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丐矗‰～地形图，缩制了1矗L．矿全县地
图，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重要的自然村地名。辑录了全县行政区划，自

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地名共1362条，收集了在

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地名及其他概况材料26篇，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地名的

含义，来历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在备注栏内作了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工农业生产和人口数为1980年县统计局的年报数，公社，大

队，生产队数为1981年地名普查实数，其余数据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凡使用丹棱县地名的单位和个人，一律以本地名录辑录的地名为准，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改动．

丹棱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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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棱县概况

丹棱县位于成都平原西南边沿，乐山地区北部，在东经103。157--103。357与北纬

29。527--30。087之间，东与眉山毗邻，南和夹江接壤，西南同洪雅相连，西北与雅安，名

山，蒲江以总岗山脉为自然分界线。面积454．63平方公里，1980年底总人口14．10万人。

全县系汉族，辖一个镇，12个公社，133+大巨A，911个生产队，3个居民委员会。

县治地丹棱镇，海拔．490米，北距成都124公里。
”

(一)历 史 沿 革

据《尚书·禹贡》载：丹梭属梁州之域，周时为蜀国之地，秦时隶属南安县。南朝

齐高帝时，将南安县分置齐乐郡，领一县齐乐县(即今丹棱县)，县治距丹棱镇东三华

里。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废齐乐郡(县)入齐通县，隶属青州。周明帝时(公

元557一公元560年)复置齐乐县，属齐通郡(县治在今丹棱镇)。武帝保定二年(公元

562年)，改齐乐县名为洪雅。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因邑西南有洪雅镇分

置县，而丹棱城北有赤崖山，其色赤，其石棱，故取名丹棱县，隶属嘉州。唐和五代隶

属剑南道西川之眉州。宋代属成都府路眉州通义郡。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废

丹棱县建制入眉州治，属嘉定府路。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复置丹棱县，属嘉

定州。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废丹棱县入眉山县。十三年(公元1380年)复置丹棱

县，属眉州。清代因盍。民国初，丹棱属上川南道后改建昌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

1935年)，属四川省第四行政督察区。1949年12月17日丹棱解放后，．属川西行政区眉山

专署。1953年改属乐山专署。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以议齐字第8号文撤销丹棱县建

制，并入洪雅县所属，置丹棱区。1962年10月20日国务院以议字第28号文批准恢复丹棱

县建制。1979年12YJ 3日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和乐山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通知，

改。後"为一棱黟，写作。丹棱弦。由丹棱县革命委员会以丹革办(1979)第3号文通

告全县。 ，

丹棱县建制较早，历史悠久，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名人，文物，古迹也较

多。南宋李文简公故里龙鸽山山名，为宋孝宗御笔亲书。山下建李焘墓，焘著有《续资

治通鉴长编》传世。山间有唐代摩岩造像群，唐隶松柏铭碑及历代名人题咏。丹棱著名

的八景有t雁湖渔火，自塔钟声、竹林烟月、龟山古桂，金峡桅崖、箐竹寒漱，济桥晚

照，沧浪钓雪，量年久潭没，仍依稀可寻，风韵尚在。县北有插旗山，明·崇贞十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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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元1644年)，大西农民政权抚南王刘文秀曾在此操练兵马，清·咸丰十一年(公

：元1861年)，农民起义军首领蓝朝鼎之弟蓝二顺在此兵败就义I城东枫落寺有丹棱县烈

士陵园，这里长眠着解放丹棱和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张田恩、张志政等30名英烈。

(二)自 然 条，件

丹棱县地处总岗山麓，地势从西北逐渐向东南低斜。西北多山地，以老峨山为最高

点，海拔1142米，多为紫色粘土和紫色沙壤土，东南多浅丘平坝，最低海拔464米，主璎

是黄壤土和冲积土壤。全县以丘陵为主，约占54％，平坝约占12％，山地约占33％，垦

作指数28．3％。

县境地处亚热带。显著的气候特征：是；冬暖、舂早、夏长而酷热期短，秋季雨水

多，夜雨尤多，四季温和，冬千，春旱，夏洪，秋涝，阴天多，日照少。年平均温度

16．5℃，一月平均气温6．3℃，七月平均气温25．5℃，极端最高温度36．3℃，极端最低温

度零下4．0℃。正积温多在6030℃以上。全年无霜期314天。年降水量1387．2毫米，大都

集中在5至7月，有利于水稻生长，风向多为东南风，最大风力八级，夏秋还不时有冰

雹发生。旱、涝、风、雹灾害对我县农业生产有一定影响．

水利条件。县内有山溪小河122条，总长340公里，年径流量近三亿立方米。主要河

流有二条。一是安溪河，发源于本县玉柱溪，李沟河，流经洪雅注入青衣江，二是丹棱

河，由龙鹄溪和石河(梅湾溪、黄金溪、宿山溪)汇成，绕县城西南往东流入岷江，是

我县天然水利资源。但这两条河的河床矮，河面窄，淤积大，流量小，灌溉不便。解放

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和完善配套设施，水

利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水利工程星罗棋布，灌溉渠道蛛网相连。现有中、小型水库61

座，山平塘916口，蓄水总量5737万立方米，渠道总长0．60万公里，渡槽长1362米。加上

82处机电提灌站引水上山，确效灌溉面积达11．27万亩，占总田面积的83．66％，比解放

初期增长4．7倍，基本保证有水灌溉和实现了自流灌溉。

全县巳勘测利用水利资源10处，兴办小水电站lo座，11个机组发电，装机容量818千

瓦，年发电量181．84万度。

森林资源近年来有所恢复和发展，共；舒森林面积8．27万亩，覆盖率为27％，活立木

总蓄量26．89万立方米。树种以马尾松居多，是四川省马尾松种籽基地之一。西北山地还

广出柏树，杉树以及品种繁多的乔、灌木树，还适应珍贵的楠木、香樟树的生长。

矿产资源；安溪河南岸一线冲积平坝中有芒硝矿，储量在200亿吨以上，现已年产芒

硝四万吨以上'县北顺龙山地有石油和天然气，已钻探成功，正待开采利用。
‘

(三)经济．状况 一。

1980年，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4311．85万元。
‘

农业。丹棱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之--t也是拿省烤烟的重点产区。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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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42万亩(农业人口平均1．45亩)．其中田13．47万亩，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油菜

籽，烤烟等，兼严红苕、黄豆、杂粮等作物。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农业

基本建设，逐步改变生产条件，改革耕作制度和方法，推广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

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全县拥有各型拖拉机526台，各种动力机1288台，共

．45万马力，各种农用机械2293台(部)，架设输电线路834．47公里，12个公社和94个

大队，213个生产队通了电，年用电量301．12万度。加之水利设施比较完备，为农业生产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粮食总产(集体)达到14482．71万斤，比1949年增长了1．6

倍。耕地亩平产粮819斤，人平产粮1097斤，油菜籽总产366．5万斤。林、牧、副、渔各

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生猪品种主要是雅河猪，1980年饲养量达20．5万头，烤烟种植

面积最多的是1977年，达1．11万亩，产烤烟叶3．13万担，茶叶，水果近年来也有较大

发展，新建茶园4998亩，现已部分投产，年产茶叶1740担，果园1．03万亩，大部份开

始投产，年产量已达200万斤以上，养蚕O．3万张，年产0．16万担。1980年农业总产值

3512．36万元，比1950年增长了4．9倍。其中林业57．84万元，牧业959．89万元，其它多种

经营收入588．41万元．社员人平分配收入86元(最高的260元)。全县社队企业376个

(其中公社办的52个)，产量值336．80万元，占人民公社农副业总产值的9．6％．

工业：解放前，丹梭只有一个土法生产的芒硝厂和几家粮油加工作坊。解放后，地

方工业不断发展。现有农业机械、水泥制品，机制纸、机制砖、粮油加工以及供电，印

刷、酿造、自来水厂等地方企业83个。县内生产的滚齿机、播扬机、钢筋切割机、各类

齿轮以及醉仙大曲、龙井小曲、丹棱白酒，阴辣香油豆瓣等产品远销省内外，深受用户

欢迎。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799．49万元。

交通：解放前交通不便，不通汽车，连兽力车也没有。运输工具只有人推的比较

原始的。鸡公车"，普遍是肩挑背磨。现在公路四通八达，总长334公里，全部公社和77

个大队、351个生产队通了汽车，其中9个公社通了定班客车，北往成都，南至乐山，都

有班车来往。夏秋旅游旺季，县交通企业还开设直达峨眉山报园寺的班车，为旅客，游

客服务．全县拥有各型汽车47辆，1980年货运量达5．28万吨，客运量达7．95万人，客运

周转量达166．23万人公里。

财贸：解放以来，本县商业发展很快，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0年，商业购进

总值为1623万元，销售总值达2061万元。收购的主要品种育：粮食2996万斤，油菜籽

212．49万斤，桐、椿籽70．36万斤，肥猪4．23万头，烤烟0．80万担。茶叶0．15万担，蚕茧

0．12万担。财政收入213．8万元。

(四)文 教 卫 生 事 业

教育事业t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200人的初中和十所中心小学，教育事业十分落

后。解放后有很大发展。1980年有申学13所(完中3所)，在校学生O．65了j'A，教职j￡

501人，小学125所，在饺学生2．52万人，教职：E962人。小学入学率达92．33％，县教师

进修校一所，教职．1=24人，幼儿教育也有镕大发展，B办城乡幼儿班111个班，入学幼儿



0．47万人。

文化事业：解放前仅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民教馆。解放后，县城先后建立了新华书

店、电影管理站、文化馆，广播站等文化单位，还建立了一座1225个座位的电影院。全

县12个公社都建起了广播站，安装喇叭2．53万只，11个公社有电影放映队，3个公社办

起了文化站。此外，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鬲，城乡电视机逐年增多。大部份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村一些大队、生产队和个人都购置了电视机，丰富了人民群众的

文化生活。

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一所县卫生院，医务人员8名，只有门诊，没有病床，治疗

一般小伤小病。现在，除县建：育防疫，血防、保健三站外，县、社、镇建有医院14所，

病床200张，医务人员281人，还有大队合作医疗站113个，赤脚医生284人。随着群众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解放前普遍流行的一些疾病已基本消灭，群众的

健康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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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的丹棱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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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湾水库之展

宏伟的乌龟顶渡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善采春茶

观音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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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烤烟。1977年全县种烤烟1．1】万亩，产烤烟叶3．1万担。



}棱县齿轮厂

丹棱县酿造厂生产的“丰乐牌”阴辣豆瓣荣获四)ll

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授予的“优秀产品”称号。上图

是该厂技术人员在检验产品质量。



丹棱中学教学大楼

县人民电．影院



丹棱白塔建于隋．迄今已一千三百多年。上图

是白塔全景，共十四层，高二十七米。／． ，



中观山

竹林寺系唐代诗僧可朋住锡处，现正辟为旅游风景区。
上图为清县令毛震寿手书“竹林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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