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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立在云峰山顶，巍峨雄伟。

^公元一八二六年√重建。塔高四十米，

隆昌县城南郊云峰塔，系清造光七年

流经隆昌县城的隆昌河



隆舄高粱白酒．昧醇

舌冽。尤以前锋酒厂白酒

质量为佳。 (上图)

隆昌县美术陶瓷厂产

品质量不断提高．远销国

内外，曾荣获全国釉陶产

品质量第一名。图为产品

的一部分。 r—F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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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较大地发展

蚕。

隆吕县’捧蚕事

图为农民家

隆吕县城的石雕牌坊共计l 3座

造型雄伟．雕工精细。图为牌坊群的

一部分。

隆昌县城东门口文化馆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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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县生产的藤椅．品种多

样．精致美观。图为藤椅市场的

一角。

陶器．是隆昌县传统手工

产品之一，精致美观，釉色鲜裁

图为一部分产品。

隆昌有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产量高．质量好。图为隆昌县白水滩

煤矿的矸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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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昌县兴建的石盘滩水轮泵站，是沱江干流上第一

座拦河筑坝提灌工程(简称沱灌工程)。年提水量一亿

立方米。图为水轮泵站全貌。

古字庙水库位于隆昌县城

西3公里．蓄水5600立方米。

图为水库的一部份

与沱灌工程配套的总．分

干渠长108公里，其中渡槽18．6

公里。高大壮观。图为横跨隆

昌河付家桥渡槽。



饲养生猪．是隆昌县农民明一项主要副业。崮为农民把出槽肥猪

交售给国家食品站。

葬鸭是隆昌县的一项重要副业。图为农民放养的鸭群。



隆昌县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毛泽东同志曾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登上圣灯山视察隆昌气矿碳黑生产。圣灯山f-圣灯夜明_I是隆昌八景

之一。图为圣灯山夜景。

隆昌县氮肥厂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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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的地名，长期以来，因受各时期各种原因的影响，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含意不

好，有的生僻难认，有的重名；甚至地图上的地名与实际地名错位、错字；大队有以序数命

名等，均不符合国家的要求。并且给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们昀社会交往带来了许多不

便，乃至造成损失。因此，彻底清理、整顿地名，实属拨乱反正，势在必行的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四川省<1980>89号文件精神，我县从1980年8月至

1981年12月，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总计普查了图上地名1197条，删去57r条，纠正错误之

处359条，对大队新命名291个，更名5个，公社更名9个，镇更名i个。从而基本达到了地

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普查的四个成果(图、文、表，卡)业经上级验收。并在此基础

上编纂了《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的编写完成，标志着我县地名

混乱现象的结束和今后使用标准、规范化地名的开始。今后各单位和个人使用隆昌县地名

时，一律以《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为准。

《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包括县地名图；地名文字概况65篇；文后按镇、区，社辑录了

全县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共1913条。

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备注栏内简要地说明了含意。但《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只是

摘要辑录，并不包括全县全部地名。所列地名的隶属关系和地名图上的行政区戈Ⅱ界，也不能

作为严格的划界依据。文中所引数据绝大部分为1980年县统计局年报数，(其中区、乡农业生

产和分配数据系集体部分。)但也有少数为1981年各专业单位提供。

编辑《四川省隆昌县地名录》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验。虽经反复校核、修改，

但必然仍有一些问题，望各使用单位和广大群众提出意见。

隆昌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_=年六月



隆昌‘县概况

隆昌县位子四川省内江地区最南端。地跨东经105。027-'--105。26’，北纬29。117----29。32’，

总面积760平方公里①。北接内江县，东邻荣昌县，东南部与泸县，西南部与富顺县接壤。

1980年底总户数为147893p，总人口为648483人，比1950年增长60％。其中：男333850人，

女314633人，非农业人口80535人。大部分为汉族；有少数回族，计1910人。我县人口稠

密，约853人／平方公里，为全省人口平均密度的5倍多。现辖1个镇(包括7个居委会)，

8个区，43个公社，17个街大队，371个生产大队，3903个生产队。

县人民政府驻地金鹅镇。海拨363．6米。在成都东南254公里处，距内江市44公里。

隆昌地理位置重要，为川南陆路交通必经之路，《县志》谓之“以弹丸而当六路之

冲④”。历代以来，四川凡有兵战，大都波及本县。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明末张献忠、孙可

望，清末李永和、兰朝鼎，均曾在县境内鏖战。辛亥革命后，蔡锷护国讨袁也曾在此作

战@。

(一)建置 沿革

据本县光绪《乡土志》记载： “本境未置以前唐虞夏商周时属梁州地”④，春秋战国时

期属于巴国(诸侯国)，为巴族人住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今境属巴郡管辖。西汉(公

元前206年一一公元23年)属犍为郡，东汉以后隶益州刺史部北部犍为郡⑤。三国时为蜀汉

江阳郡管辖(郡治江阳，今泸州)。西晋(公元265年一一316年)属益州江阳郡；至南北朝时

期，属南朝梁(公元502年)东江阳郡；隋文帝曾一度罢天下诸郡。但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年)以后仍推行郡、县二级制，县隶泸川郡。

唐时隶剑南道@。其中唐高祖武德4年(公元621年)曾析富世县(今富顺)的双凤驿(今隆

昌县双凤驿)置来凤县隶于泸州(泸州郡)都督府。武德9年(公元626年)仍省入富世县。唐太

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在今金鹅镇置隆越县，隶于荣州(州治荣县)，公元634年废县①。五

代十国时期属十国的后蜀(成都府)管辖。北宋(公元690年一1127年)县境属于梓州路富
顺监，南宋属于潼川府路富顺监。元朝推行行省制，今境属于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今金鹅镇

及其以东属重庆路、泸州管辖，今金鹅镇以西属叙州路富顺州⑧。

明初(公元1368年)在今金鹅镇置隆桥驿，属荣昌县(隶于重庆府@)。嘉靖45年(公元

1566年)改属富顺。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巡抚谭纶以“驿界泸州、富顺、荣昌诸

境，四野寥旷”，奏请“割三州县绣错地”置县，定名隆昌，隶叙州府。隆庆三年知县王宠

始建城地。光绪21年《叙州府志》称： “隆昌古昌州地，隆庆改之，理隆桥驿，因兼二义而

取斯名。”又《方舆纪要》『日志云： “县址故属荣昌，而为隆桥驿之地。故以隆昌为名@”

当时所辖地域已与今境大体相同，惟李市属泸州。清代，仍属叙府，但今油房公社属荣昌，

1、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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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市属泸州。清嘉庆7年(公元1802年)隆昌隶川南永宁道叙州府。光绪34年(公元1908

年)永宁道改称下川南道。辛亥革命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下南道仍复名永宁道。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起归属第七行政督察区，直到解放。

1949年12月解放后，建立隆昌县人民政府，属于泸县专区。1951年至1952年，县城曾作

过专署驻地，称隆昌专区，195’3年后属泸州专区。1954年县府改称人民委员会。1959年撤销

泸州专区，划入宜宾地区。1968年4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改称隆昌县革命委员会。1978

年由宜宾地区划入内江地区。1981年仍复名隆昌县人民政府。

县内行政区划：据清光绪32年(公元1906年)《乡土志》记载：当时曾分城厢及东、

南、西，北等四乡，乡、里数为23个。据《叙州府志》卷三称： “乡分二十有五”。解放前

按民国35年(1946年)地图分3区、3镇(中城镇、西南镇、东北镇)、26乡@。解放后分

8区，90个小乡、6个镇。1952年曾划为9个区。1956年撤区并乡，并为29个大乡，6个

镇。1958年成立29个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并且镇和公社合一，除城关镇外，取消镇的建

制。1959年恢复8个区。此后为了便于管理，部分大公社先后划小，形成目前8区t镇43个

公社的建制。

(二)自 然条件

隆昌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腹地(川南)。地势大体上北高南低。全县最高海拔665．8米，

最低海拔291．8米。绝大部分为浅丘，有少量山地(约占lo％)，沿东南县界有油房山(最

高处海拔600米)和云顶山(最高处海拔530米)起伏绵亘约32公里，山势陡峭，为本县东

南部天然屏障。境内还有圣灯l血，主峰银顶，海拔563米，但以上山地相对高程均在200米以

下。山上植被较好，主要是马尾松和油茶混交林。

本县地质年代都属中生代。地质构造属于川南台华莹山复式背斜的西南延伸余脉，地质

构造较为发育。油房、云顶两山是螺观山背斜中段，西翼较缓，东翼较陡，圣灯山背斜位于

水口、圣灯、乐只公社境内，长10．5公里，西段倾角20。，东端宽坦倾角10。。此外西部有黄

家场不对称的短轴背斜，从工农，文星、桂花井公社延伸至富顺何家场，长轴20公里，短轴

5．6公里。据中科院地震目录载，县境地震烈度小于Ⅵ度。

以上山地，地层主要是三叠系须家河组(即原香溪群)，侏罗系自流井组。侏罗系重庆统

和侏罗系中统沙溪庙下亚组@。因而大都蕴藏丰富煤层，下、中三叠统并有储气(天然气)

构造，及少量黄卤盐@，岩石主要为沉积的沙岩，页岩、石灰岩(为县水泥，石灰生产的资

源)。其它大部地区(龙市、胡家、界市等⋯⋯)地层属沙溪庙上亚组，岩性主要是紫红色

的泥岩，青灰色砂岩等(如隆昌火车站附近所产优质建筑百料即是)，由此风化而成的土壤

次部地区都是中性紫色土，PH值为5．4N6．8，其中楼峰、圣灯、水口一线为钙质紫色土，

含碳酸钙盐类物质，PH值为7．9"--8．5，但在县城附近由于多年施肥、改土，以及沿河冲积物

参入等原因，土类已有改善，总的来看较为肥沃，宜于农耕@。‘

本县没有外地江河流过，县内溪河主要有隆昌河、渔箭河、龙市河，大都发源于本县或

县界附近。延伸短小，都蜿蜒曲折流向南部边界，汇总后由白水滩峡口穿山而过，，流向泸县嘉

明镇，以下称嘉明河，再往南注入沱江(详见河流概况)。上叙河道只有隆昌河从付家桥以下

至双河口段和渔箭河下流水量较为丰富，常年流量3．81立方米／秒，最大洪水流量1080立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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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秒(测站双河口)，总的看来水源较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1972年开始修建中型水

利工程一一沱江石盘滩水轮泵站，连接古宇庙、柏林寺、严家滩等水库，主、分千渠遍布全

县，对改善全县水利状况起了重要作用(详见沱灌概况)，目前续建工程正在进行中。

隆昌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全县气候差异不大，年平

均气温17．5"C，一月份平均气温7，．8℃，七月份平均气温26．3℃，≥10℃活动积温5571．5℃，

无霜期达324天。年降雨量1057毫米左右，多集中在7、8、9月，高星、天华等公社部分

深丘，阴冷湿，农事季节稍迟。全县灾害性天气主要是干旱，偶有冰雹。

本县森林资源较差，现有林地4．8万亩，其中国有林地1．8万亩。树种主要为松、茶，新

营造的主要树种为美国松(万亩左右)，其它经济林木有油桐、棕，水果(以桔柑为主)，

经济效益正稳步上升。

(三)经济概况

本县自然条件较好，但解放前经济落后，基本无工业，农业长期受干旱威胁，人民生活

水平低下。建国32年来，经济建设虽几经挫折，但各方面仍取得了旧社会儿百年没有过的巨

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分述如下：

农业：本县虽然讲地少、人口多，但矿产丰富，交通方便，解放后水利条件逐步得到改

善，是发展农业，工业、副业的有利条件，宜于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道路。全县总面积

760平方公里，耕地总面积为471509亩，占总面积的41．3％，人平占有耕地0．72亩(其中

自营地68410亩；土116393亩，占耕地24．7％)；林地面积共6．8万亩(包括宜林荒山)，占

总面积6％；塘库溪河57170亩，占5叻；道路、房屋占地166100商，占14．5％；其它岩石裸

露荒山草坡等不可耕地377221亩，占33．2％。

解放前由于干旱严重，历代反动政府从不进行切实昀水利建设，一遇旱灾，百姓取食白

泥、芭蕉头，特别是在1936年，全县连绵数十里内，满田龟裂，不见滴水，饿殍载道。1947

年还发生过“抢米”风潮，反动政府竟开枪屠杀饥民。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特别重视农田

水利工程建设，从1955年合作化到1980年共建成水库52座(其中较大的有；古宇庙、柏林

寺、红旗、严家滩，黄土桥、元嘴等水库)，石河堰294处，水塘4403口；沿河电灌站共185

处，机组196台，柴油抽水机1664台，机井10R；加上1972年兴建的隆昌沱灌工程，全县有

效灌溉面积已达326400亩，基本解除了干旱威胁。

农作物以粮食生产为主，主产水稻@、小麦、红薯、玉米。经济作物主要是油菜、甘蔗、

灯草、花生。畜牧业重点是自猪、白兔@。1980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695669亩，粮食总产量

为37663万斤，比1949年的19800万斤增长90．2％，平均亩产已达到541斤，复种指数为148％。

全县农业总产值10799万元(其中：农业7321万元、林业18l万元，牧业2497万元、副业718万

元、渔业82万元)。水稻播种328237亩，亩产661斤，小麦173509亩，亩产311斤；红薯90648

亩，亩产528斤(折原粮)7；玉米43341亩，亩产666斤；高粱24738亩，亩产605斤；油菜

23803亩，亩产1 7，2斤；甘蔗9753亩，亩产3240斤；灯草9603亩，亩产774斤；花生9200亩，

亩产301斤；蔬菜21564亩；水果35298担；产鱼120万斤；生猪圈存246300头，也槽数161800

头，牛16900头，羊5032支。另有果园2000亩，茶叶2000亩。近年来养蚕、种草织席、水果、

畜产品等副业有较大发展。1980年全县养蚕产茧28400担，收入447万元；种草织席收入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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