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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吉
日

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指出，口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际

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

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好嚣。为了加强对地名的

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我们遵照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在四川省人民政

府和乐山地区行政公署的统一部署下，于1981年5月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地名普查，

到1982年5月底结束。在此期间，我们以国家测绘总局1：5万地形图(hkJlI县部份)

为基础，实地核对，共普查了沐川县县境内的地名3117条。经过普查，纠正了原图的错

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579条，删去了不复存在和已失去作用的地名98条，新增

加了地名430条。对重名和以序数命名的公社、大队重新命名。地名普查四项成果(地

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上级检查验收，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的要求。

根据全国地名工作座谈会关于。已经结束地名普查的县(市)，应着手把普查的资

料编辑成册"的要求，我们将普查成果汇编成《沐川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

的要求，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中的((沐川县地图》，主要依据国家测绘总局1967年至1969年绘制的五万

分之一地形图，核对我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缩制成二十万分之一的沐川县地图，标注

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等

地名。

本地名录辑录了地名普查中整理的《沐川县概况》及其它地名概况共50篇，还收集

了全县地名3019条(其中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1606条，自然地理实体1312

条，人工建筑45条，企事业单位51条1名胜古迹及烈士陵园5条)。均加注了汉语拼

音，在备注栏内对地名的方位、名称来源及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所引用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户数、人口、面积、工农业、财贸等方面

的数字，均系县统计部门1980年的统计年报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沐川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沐川县地名领导小组



沐川县概况

沐川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余脉的五指山北麓，位于乐山地区东南部，东

接宜宾，南连屏山，西南与马边毗邻，西靠峨边，北和乐山，犍为接壤。地跨东经

103。33'——104。077，北纬28’467．一29。157之间。总面积1401．29平方公里。全县辖4
个区，1个镇、32个公社、196个大队，1575个生产队。1980年底总人数226，281人(男

118，687人、女107，594入)，比1949年人口增长82％，其中l农业人口208，823人，比

1949年增长80％，非农业人口17，458人，比1949年增长109．9％，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

公里166入。主要为汉族，有少数回，白，蒙、壮，羌、苗等民族。

县人民政府驻沐溪镇，在成都市以南268公里，地理座标东经103。547，北纬28。577。

海拔399米。

(一)历 史 沿 革

据《屏山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载：沐川县古为彝地，在夏，商，周各朝及春秋战国

时代均为部落。唐为沐源镇，属嘉州。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地图集》65——66

页。宋设沐川寨((马湖府志》及《犍为县志》。元置沐川长官司，先属马湖路，后属

马湖府《马湖府志》。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改府置县，沐川长官司属屏山县

《屏山县志》。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由屏山县分出置沐川设治局(据民国29年12

月12日内政部渝民字第3717号文批复：窜置沐JIl设治局一)。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

置沐川县，属第五行政督察区。1949年12月沐川解放，属乐山专区。

解放后沐川行政区划曾多次变动，1951年民主建政时划为4个区，48个乡、2个

镇，乐山县的映碧乡划归沐川。1952年底划分为6个区，2个镇，48个乡’1953年犍为

县的五星乡将三个村划归沐川。1955年并为4个区，32个乡，1个镇，将荣丁，石梁，

光荣、三和，群众、平等五乡一镇划给马边县，工农乡的芭蕉沟划归犍为县。1956年又

并为3个区，19个乡，1个镇。1958年合并为3个区、15个公社。1959年设3个区、19个

公社。1961年划为4个区、28个公社。1962年仍为4个区、32个公社。1963年恢复城关镇，

全县辖4个区、32个公社、1个镇直至现在。

沐川县名来源，其说有三· (一)因境内多山，木材资源丰富，顺溪河飘流而下，

演变为。沐源川静，唐、宋以来简称沐川。 (二)据《屏山县续志》载。沐川来龙日，。白

岩寨，上牛栏山，干板栗，下牛栏山，山势层层，发脉至黄葛堡，一水喷出瀑布千尺，



如人沐浴之状，故名沐川"。 (三)据《屏山县志))舆地之六页载： 。县城东南峰岩耸

立，如人沐浴之状打，沐川因此而得名。

(二)自 然 条 件

沐川地处五指山麓。属盆地边缘向盆周山地的过渡地带。地形是西南高，东北低。

五指山沿县界自南向西，绵亘265公里。西南面火谷公社境内的西密山，海拔1900．6米，

为群山之冠，山脊海拔高度在1，200米以上的尖包珥、猪圈门、老君山、黄莲棚，白马

山、宫碉上，鸡公岭、望乡台、鹅儿包等共十座山峰，形成了西南面的天然屏障。从西

南边界起，大小余脉支系纵横交错，密如蛛网，逐渐向东北部延伸，地势渐趋斜缓，海

拔高度逐渐降低，至东部的箭板公社，海拔仅306米。使全县形如一只展翅欲飞的蝶状。

由于地质构造复杂，大小褶皱纷呈，决定了地形起伏很大，加之多数都是由砂、页，泥

岩组成，极易受剥蚀、侵蚀，自然切割严重，总的海拔虽然不高，但相对高差较大。整

个地势的倾斜极不规则，山丘密布，山峰林立，沟壑纵横，峭壁悬岩，犬牙交错，形成

了一个复杂的地貌结构。从地质构造来看，我县处于雷波凸起，峨眉断块，威远凸起，

川中隆起几大构造单元的接合部，多褶皱、断层、自然切割严重。据统计全县海拔在

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85座，海拔在500至1000米的山丘有3435座，农耕地中早地坡度在

25。以上的达87，565亩，占旱地总数的54．7％。但土壤多为黄泥土，矿质黄泥土，卵石

黄泥土等，宜于林竹和粮食作物生长。

本县有大小溪河92条，均属岷江水系。主流有马边河、沐溪河，龙溪河三条。马边

河自我县火谷公社桥炉子沟入境，由南向北转东至高笋公社的板板桥流入犍为县境，县

境内流长73公里，沐溪河发源于县境内五指山麓，由南向西转东流至犍为县的大沐溪入

岷江，县境内流长64公里I龙溪河发源于屏山县境内，自干剑公社两河口入县境，由南而

东流至犍为县的龙溪口入岷江，县境内流长34公里。县内水力资源丰富，可供灌溉和发

展水电事业，巳建电站118座，装机109台，总容量为4，500珏，年发电量900万度，巳实

现社社通电，有73．5％的大队，51％生产队，52％的户用上电。交通、电力是山区经济

发展的先行条件，对我县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马边、沐溪、龙溪三条河洪枯

水位变化大，现仅部份河道可通航。

据县气象站二十二年气象资料记载。年平均气温为17．3℃。最冷月(一月份)平均

气温7．2℃，极端最低温度一3．9℃。最热月(-L月份)平均气温26．2℃，极端最高温度

37．9℃，年活动积温为5，530．5℃，全年无霜期323天。年平均降水量为1，332．1毫米，有

。湿沐川”之称，夏季降水量约占全年的56．7％。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春旱、冬干，大

风，洪涝，冰雹、垮山、滑坡等。全县森林复盖率14％，主要林木有松，杉、柏、桉

树、香樟、桢楠、川泡桐和茨竹，楠竹、水竹、苦竹等林竹，各类林地有28万余亩。矿

产资源主要有煤、铁、铜，钾(绿豆岩)、石膏，天然气、石油和沙金等。这些矿产资

源中以煤的储量最大，据测算我县煤储量达2亿吨。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黄丹，舟坝、海

云和南部的永福、建和等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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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概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047万元，人平223元，其中工业总产值980万元，占

19．4％I农业总产值4067万元，占80．6％o

农业l现有耕地293，758亩(每农业人口1．41亩)I其中田133，704亩，占45．5％，

土160，054亩，占54．5％。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其次是小麦、薯类和小杂粮。

经济作物有油菜、蚕桑、木材，楠竹，棕片等，土特产茶叶，白姜，桐椿为省主产县之

一。1980年产茶1．5万多担，以叶嫩清香，驰誉全国。白姜以块大，肥厚，粉质好，供

药用和调味。沐川草纸历史悠久，质量好，吸水力强，畅销省内外。盐渍笋以脆，嫩著

名，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境内溪河纵横，水草丰茂，猪，牛相应发展。生猪年底圈

存数12．8万头(出肥9．6X头)I养黄牛1117头，水牛19057头，羊18475只。

水利：解放后党和政府狠抓了水利建设，兴修塘680口，水库13座，蓄水量2，758万

立方米，堰渠776条，总长206公里。特别是幸福堰支，千渠长129公里，经9个公社，

可灌田1．2X亩。迄今全县水利工程保灌面积达5．7万多亩，占总田面积42．8％，初步改

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64亿万斤，￡L1949年增长1．4倍，平均每～农业入口生产

粮食786斤。其中水稻129，934亩，单产581斤，玉米120，436亩，单产393斤，小麦75，39矗

亩，单产166斤。

工业。有机械，水泥，电业，建筑材料、造纸，森林工业、榨油，食品酿造等各种

企业165个。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有原煤6．5万吨，发电量745．3万度，水泥7，402吨，

饮料酒804吨，草纸1092吨。

交通：有省，县，社三级公路13条，境内长312公里，五(通)新(市镇)、沐

(川)马(边)公路横贯县境，全县通汽车的公社(镇)28个。

商业：1980年商业购进总额1608万元，销售总额246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2504万

元。国营、集体商业遍布城乡，乡镇企业星罗棋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

(四)文教 卫 生 事 业

教育事业，全县有中学38所(高中5所，初中33所)，在校学生8337人，教职员

工502人，小学288所，在校学生34985人，教职员T1270人。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比

1949年分别增长44倍和9倍。1980年少年儿童入学率达87．5l％。县办幼儿园_所，入园

幼JL350人。

文化事业，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业余体校、青少年之家，影剧院。

23个公社有电影放映队，电视差转台。县广播事业局已在全县基本建成有线广播网。

卫生事业-1980年县，区、公社(镇)医院已发展到52所，病床310张，医务人员

557人。大队合作医疗站124个。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个。1980年人口自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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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在1979年基础上下降53．3％，计划生育率达49 oN。

(五)名 胜古述

古城堡。在县城西北茨竹公社境内，早年即有古城头，清代驻扎过_万全营"。营
房巳毁，仅存古城遗址。

永济桥；在沐溪镇西侧，建于清隆乾三十年(公元1765年)，清光绪三十年培修，
桥是石墩木面，建有凉亭，飞檐篆角，蔚为壮观。

沐溪，底堡、利店3个公社(镇)，建有革命烈士陵园(墓)各一座，共葬有解放

初期在征粮剿匪中牺牲的烈士57名(沐溪镇26名、底堡10名，利店21名)，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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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沐川县城人民礼堂

．『沐川县城中桥街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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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川县椒子坪茶场有茶园六百多亩，年产各

种精制细茶一千多担。

椒子坪茶场茶园一角



健全公社的竹海之一角

健全造纸厂厂房之一角



茨岩河下游洋溪铁索桥

舟坝大桥f于】978每琏成石拱大桥，娇长I 1 5米，转重／-车『5吨级



一幸福堰花生堤电站和倒虹管之一角

一幸福堰干渠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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