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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多

定地域的

而，地名

地多名用

还有错字

“文化大

便。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和省府川府发(1980)89号文件精神，我县地名普查

工作，从一九八O年八月开始，至一九八三年九月全部结束。地名普查四项成果资料，

经省、地区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已按规定上交。
。

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我们汇编成((邻水县地名录》，书中有一比二十万全县地

图一幅，概况文字材料七十四份，各级行政区划和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等

地名3206条。

本书引用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八O年县统计局年报，其余为有关专

业部门提供。公社、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邻水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邻永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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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邻水县概况

邻水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东以东山山脉分水岭与垫江、．长寿县为界，西以华蓥山

脉分水岭与广安、岳池县，华蓥工农区接壤，北接大竹县，南衔江北县及长寿县洪湖区·

地理座标为东经1060 417至[07。187，北纬30。017至30。337。县境内地形由三山两槽构

成。东西宽五十九公里，南北长五十七点五公里。总面积一千九百三十四点八八平方公

里，有山区、丘陵，平坝区。山区面积共五百一十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七

点九。全县共辖十个区，一个区级镇，五十四个公社，三个街道．四百八十一个大队，

四千四百三十七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底人口七十六万四千九百七十三人，比一九四九

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三百九十五人(其中山区一百七十五人·

平坝区七亩二十一人)。除散居二十一人的回族，满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外．均系汉族。

县人民政府驻地鼎屏．位于重庆以北九十四公里处，地理座标为东经106。557，北纬30’

207，海拔高度三百五十七米。

一、历史沿革

邻水县历史悠久。夏属梁州．周为雍州地。《华阳国志》云：周武王克殷，封姬姓

于巴，爵之以子，属巴子国。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巴后，属巴郡。汉武

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改属宕渠县。西晋属巴西郡。

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始置邻水县，属同年所置之邻州，邻山郡所辖，县治寄

理于州城。据Ⅸ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称：邻州城在今大竹县牌坊场。

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省邻州入渠州，仍属渠州邻山郡。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隋初，尽废郡为州领县)，又并邻山县入邻水，’

仍属渠州，邑自邻州城移治岳池溪。《舆地纪胜》称岳池溪为昆楼镇。《太平寰宇记》

云l隋开皇元年自州城移于岳池溪，今县北九里故城是也。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

效法秦制，又改州为郡。罢渠州，改置宕渠郡。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分邻水复置邻山县，并置邻州。武德三年(公元620年)，

邑还属渠州，自故城移于今治。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邻州废。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以渠州为邻山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郡复为渠州。宝历元年(公元825年)，

邻水及大竹县俱省入邻山县。(大清一统志：“隋志，寰宇记、九域志皆作‘邻山’．

新旧唐志皆作·漭山’。一又据《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当时t邻水县’作‘浇水

县。)。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复置邻水县。

五代初，王建复置邻州，并复置大竹县，与邻水俱隶州属。后蜀省邻州入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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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宋初．邑仍属渠州。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将邻水移至昆楼镇，即岳池溪。

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省入大竹县，改邑治为邻水镇。并省邻山县亦属大竹。

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复置，移自故城西，即今县治也。县隶顺庆府。清朝属

顺庆府。 ‘：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川北道为嘉陵道，邻水县属嘉陵道顺庆府。民国二十四

年(公元1935年)，废嘉陵道置第十行政督察区，仍辖邻水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邻水县人民获得解放。一九五O年建立人民政权时，废第十

行政督察区，改置西南军政委员会川东行署大竹专员公署．邻水县属之，一九五三年撤

销行署合省，恢复四川省建制后并入达县专员公署至今‘j

邻水县名的由来：《寰宇记》：县在渠州东南一百三十里，汉宕渠县地，梁大同三

年置邻州，因山水以名之，寄理州城。 (按。邻山在邻山县西四十里，以山重叠，邻比

相次为名。邻水源出邻水县东北邻山一一据大清一统志摘自寰宇记)。

邻水县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徐天德领导的白莲教曾在境

内广泛活动，开展农民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中国共产党邻水县委成立后，领导全县人

民进行过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虽经国民党反动派多次疯狂镇压，残酷围剿，地下党组

织几经改组，以华蓥山和东山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仍然方兴未艾，直至配合中国人民解

放军解放全境。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形属川东平行褶皱岭谷区，地面高差较大，地貌形态多样。既有丘陵又有山

脉，丘陵中岗峦起伏，山脉中河谷深切。连绵群峰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主要干流顺山而

行，溪沟深谷东西横列。这些地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境内的水热状态，从

而使土壤、植被等自然因子，也相应地产生了垂直变化，形成了典型的川东地区自然环

境。
‘

在全县范围内，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使

全县形成三山夹两槽的特殊地形。东山与中山之间谓之东槽，宽约十五公里，地形以浅

丘、平坝为主。向斜轴部有一宽三到五公里，长约四十公里的构造台地。一般海拔二酉

九十米至四百二十米，最低海拔御临河一百八十五米。华蓥山与中山之间谓之西槽，地

势狭窄．槽底宽约七公里。其间各种形状的剥蚀山连绵起伏，居高俯瞰，丘堡星罗棋

布，沟谷纵横交错。华莹山为大巴山系向南延伸的余脉．山原辽阔，群峰竟雄，沟谷深

切，悬崖相峙。主峰高登山海拔一千七百零四点一米，为我县最高峰。终年云雾围绕峰

顶，融结不敞。中山由大竹县大安槽入境，高度由北向南递减，坡度亦随之平缓。主峰

万峰山，海拔一千零五十四米。东山由大竹县贺家寨入境，主峰海拔一千一百七十九点

七米。溪流众多而湍急，沟谷狭长而深邃，岭谷相间，断岩矗立，但山顶浑圆，少有奇

峰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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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地域性地质构造为新华夏川东平行褶皱带。地层出露比较齐全．除古生代之寒

武系、奥陶系、志留系和二迭系仅出露于华蓥山背斜的核部外，其余三迭系下统之飞仙关

组页岩，嘉陵江组灰岩和中统雷口坡组灰页岩在三个背斜山区翼部和轴部均有出露。两

个向斜普遍出露侏罗纪中、下统自流井组砂页岩和中统沙溪庙上下亚组红色地层。土类

分为紫色土类、黄壤土类、水稻土类，冲积土类四大类。 ．

大洪河源出大竹县，纵贯东槽五区。经邻水，长寿、江北县注入长江。在邻水县境

内流域面积六百九十七点)k／k平方公里，长约六十四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一十八点

四九四立方。可分段通行木船．长滩以下可行汽艇。芭蕉河源于大竹县，流经西槽五

区．在邻水县境内全长一百零一公里，水浅滩多．．部分河段通航。

境内自然资源丰富，全县森林总面积四十三万亩，蓄积量六十一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百分之一十四点四，以松、杉为主的人工林占有绝对优势。猕猴眺多分布在山的

中、上部。半山区以油桐、茶叶，山苍子和柑桔为主的经济林分布较广。在风洞公社的

深谷中，有自然界的孑遗植物树蕨三百余株，有重要的科研价值。煤、铁、钾、硫铁矿，

天然气藏量丰富。原煤、生铁远销重庆、南充、湖北等地。著名的华蓥山矿泉，正在

大力开发。辽阔的丘陵和平坝区，是全县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桑、麻的集中产

地。

本县的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在东南季风和北方寒流的交替作用下，形成

伏旱，秋淋的特点。全县历年平均气温为摄氏一十七点一度，一月平均气温六度，七月

平均气温二十八度，八月极高温可达四十点五度，年积温六千三百度。无霜期二百九十

天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一千一百七十一毫米。冬春少雨．夏季降雨集中，历年有程度不

等的伏旱．秋雨连绵，有时持续半月之久。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O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二亿零六百零九万元(按一九八O年不变价计算。不

包括省，地企业)。人平二百六十九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一亿六千零一万元．占百分之

七十七点六，工农总产值四千六百零八万元，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

农业：现有耕地总面积七十八万三千四百亩，其中田三十九万八千亩，占百分之五

十一。在耕地总面积中，社员自留地八万四千亩，国营耕地四百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

主，占粮食总产的百分之四十四，玉米，红苕、小麦的产量比重亦较大。经济作物以油

菜，青麻、土烟、榨菜为主。木本经济植物有柑桔，蚕桑，茶叶、油桐。药材有丹皮、

黄栀子、天冬。畜牧业以饲养生猪、耕牛、家禽为主。

解放以来，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改造自

然，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县现有水库七十四座，堰塘三千八百零五

口，渠道四百四十～条，总长二千六百公里。石河堰二百零三处。灌溉面积共三十万零

六千七百亩。小型水力发电站三十一座，装机容量五千二百二十六冠，机电提灌一百八

十一处，这对抗御自然灾害，促进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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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县农业生产出现了最好的形势，农业连年丰收。一九八O年全县粮食总产五亿

四千八百七十九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亿九千七百一十五万斤．净增二亿五千一百六

十四万斤。水稻种植面积四十一万三千五百四十六亩．亩产六百一十二斤。玉米种植面

积二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亩。亩产四百五十三斤。小麦种植面积三十二万三千九百五

十九亩，亩产二百五十六斤。复种指数达百分之二百一十四点九。生猪圈存四十万零五

千头，耕牛四万头．产鲜鱼六十三万斤。农业总产值一亿六千零一万元，其中农业产值

一亿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元。林业收入六百七十万元．牧业收入二千七百七十八万元，副

业收入一千三百一十七万元，渔业收入三十九万元。粮食征购六千六百一十一万斤，超

购七百四十万斤，议购一千五百七十二万斤。社员人平产粮七百四十九斤，人平分粮四

百九十五斤，人平分配现金七十九元。社队企业总产值一千零八十万元。

工业；解放前只有一家私营铁厂，煤厂极少，小手工业相当分散，工业基础薄弱。

解放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现拥有电机、农机制造、生铁，原煤，陶瓷、化肥、印刷、．

造纸、粮油加工和食品酿造等行业。有地属煤矿一个，县属厂矿十八个。主要厂矿有地

属邻水煤矿，县属东方红煤矿，电机厂、铁厂、氮肥厂、邻水纸厂、大塘纸厂，磷肥

厂、水泥厂、酒厂等。一九八。年产原煤三十九万吨，生铁一万二千吨，碳酸氢铵一万

六千吨，水泥一万三千吨，机制纸一千四百Ⅱ电，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四千六百零八万元。

此外．街道企业，社队企业也有很大发展。

交通：解放前仅有汉渝公路邻水段．全长八十公里。广大农村交通闭塞，城乡货物

交流极不方便。解放后，交通事业大发展，汉渝公路加宽铺设黑色路面，新修由县城至

九龙，丰禾、兴仁的交通干线，将东槽与西槽的交通连为一体，在中山的崇山峻岭中，

有沿山脉走向新筑全长三十一公里的邻九公路，国防干二号公路横越华蓥山，与襄渝铁

路的前锋火车站相接，大量工业品，矿石由此入县，达一、达二、达三三条公路深入华

蓥山腹地。至一九八O年止，各级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四百二十公里。全县现有各种专业

和社会运输汽车二百四十三辆，年货运量达二十一万九千零八十吨，货运周转量达六百

三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吨公里，客运量达一十五万四千三百人次，客运周转量达四百

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人公里。大洪河，御临河下游可以通行木船。交通运输方便，有

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的繁荣。

商业：本县地处重庆、达县之间的咽喉要道，与外地的商务活动往来频繁，历史上

一直是粮食、生猪、山货的集散地。全县商业机构健全，网点甚多，改变了经营作风，

增加了营业收入，一九八O年全县社会商业零售总额为七千七百五十七万元。县级各部

门还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培训兽防、水果，茶叶、白肋烟、酿造等技术人员，发展多种经

营，增加商品生产。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规模很小的五所中学，在校学生五百九十六人．小学一

百九十六所，在校学生八千一百七十六人。一九八O年已发展到中学十一所，中师一所，

教师进修校一所、社办中学四十五所，在校学生四万四千四百五十八人，为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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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人数的七十四倍，小学已发展到五百零八所，在校学生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人，

为一九四九年的十八倍。

文化事业。县城有电影公司，电影院，川剧团、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目前，

全县境内有国家电影队三个，公社电影队三十一个，大队电影队一个，厂矿电影队三个，

共计三十八个。公社文化站五十四个，街道文化站三个。有线广播遍及广大乡村，形

成完整的有线广播网，华蓥山上建有省属禾麻坨电视差转台，负责川东地区的电视转

播。

科研事业：全县有各种学会十一个．研究会三个，协会四个．涉及的内容广泛，研

究的课题集中。各公社都成立了科普协会，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全县共有中级科技

人员三十二人，初级科技人员九百四十五人。广大科技人员刻苦钻研，通力协作，取得

了较好成绩。在旱地改制， “两杂彦制种，高温大屋窖，温室两段育秧，网箱养鱼，消

灭猪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邻水纸厂以麦杆为原料的强韧瓦楞原纸，邻水铁厂的

抽压煤气炼焦新技术已用于生产。全县共建沼气池3899个，有34个生产队基本实现沼气

化。

卫生事业：解放前卫生事业十分落后，仅有简陋的医院两所，病床十张，医务人员

二十八人。解放后，发展很快，一九八O年县，区、镇、社医院已发展到七十三所，厂矿

医务室九个，共有医务人员一千一百一十八人，病床八百八十四张。大队合作医疗站四百

七十五个，赤脚医生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计戈Ⅱ生育，由于认真贯彻了计戈Ⅱ生育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九八O年人

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九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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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屏‘』镇’概况

鼎屏镇(邻水县城)位于华蓥山麓，地处丘陵，海拔三百五十七米。市区北起双河

口，南至邻水中学，东达县农场，西止银鼎山，面积二点二平方公里。为重庆北面的重

镇之一，汉渝公路绕城而过。镇西银鼎山，以山形似鼎，冬季积雪其色如银得名。相连

有玉屏山，城在两山之下，故名鼎屏镇，镇人民政府驻鼎屏。

鼎屏镇建于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城周四里，计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

崇祯十七年毁于兵燹。清康熙元年重建，十三年毁于吴三桂之乱。二十四年修复四门，

东日发育门，南日通阳门，西日金马门，北日星拱门。嘉庆二年白莲教义军占据玉屏山，

围攻县城七昼夜，因乡勇包顺之等救援乃解。咸丰二年扩建县城，将玉屏山围入城内。

此后逐年维修，不断加固城墙，并增设四城门炮楼，城益坚固。民国十五年建公园于银

鼎山。解放前，镇属第一区。解放后属鼎屏区，一九五三年改为城关区，一九八五年改

为城关镇。一九八一年经达县地区行署达署发(1981)13 7号文件批准，更名为鼎屏

镇。

．全镇有四条街道，十条巷子，三个居民委员会．二十四个居民小组，一九八O年总

人口一万六千六百二十六人，除散居十余人的回、满、壮等少数民族外，均为汉族。大

部街道建在山下平地上，小西河绕城流过，古代城墙紧抱街区，东、南，西三个城门高

耸河畔，颇有古城风光。近年邻山公园恢复后，园内古木森森，百花争艳。古建筑八角

亭巳修葺一新。亭与玉屏山顶为全城制高点。银鼎远眺、玉屏朝暾，自古为鼎屏胜景。

每日游人不绝。 、．

镇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七点一度，一月平均气温六度，七月

平均气温二十八度，冬季极端低温零下三点八度，五至七月常有暴雨。一九八。年洪水

三次入城。东门城上尚存石刻：“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夜十二时大雨，山洪暴发．

水淹至此"。淹没街道四尺以上。北门有宋代洪水位石刻，为全国罕见的石刻之一。

解放前鼎屏镇仅有小农具、铁锅等小手工业生产，解放后变化很大，现已拥有机器

制造、印制，纺织、化肥、造纸、化工，五金、服装、粮油加工、食品酿造等工业。邻

水电机厂的电机，邻水造纸厂的打字纸，邻水洒厂的曲酒大量远销外地。街道工业不断

发展，现有街道工业二十余个，--3u]l,0年总产值四十五万元。商业、供销、二轻等系

统所属十多个公司全部驻镇上．构成全县的商业中心。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只有中学四所，规模极小，学生仅有四百余人。现已发

展到高完中两所，师范学校，教师进修校各一所，共有学生二千五百六十五人。小学三

所，共有学生二千三百三十五人。幼儿园一所。入托幼儿六十八人。此外，街道还办有

三个幼儿班。镇上有电影院、川剧团、灯光球场、图书馆、新华书店各一个．街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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