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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对全区地名的统一管理，解决好各地存在的重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地图

与实地地名不相符合或错位、错字，错音、错名以及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随意改变地名等问

题，为四化建设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我们遵照国发(1979]3 05号文《国务院发

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和省、地关于开展地名普查的安排意见，从1980

年12月开始，至1981年9月止，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一年多来，我们对17个

公社(镇)和I 76个生产大队行政区划地名、重要自然村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大型人

工建筑名称，重要企事业单位名称和台，站、场名称等共8 51条进行了普查。经过深入调查

研究，在反复查证核实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纠正了错名，错字，错音、错位地名9 6

条，新增地名344条，删去已消失的地名53条。同时，对3个重名公社，报经南充地区行署批

准进行了更名J对97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和67个以革命口号命名的大队，本着尊重历史，尊

重实际情况、反映地理特征和建设成就的原则，报经区人民政府批准，命了新名，基本上达

到i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以1：5X地形图为基础，缩制成l：10万的全区地图，

标注了全区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驻地名称，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概况材料26

篇；辑录了全区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驻地名称及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

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803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内，对每条地名名称的

来历含义作了简要的说明，各生产大队还注明了人1：3和耕地面积。地名录上所引用的工农业

生产和商业，人口方匾的数字，均为1980年底区统计局国民经济资料，其余为各专业部门提供。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较强的工作，它与各个方面的工作和人民生活

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名普查是解放30多年的第一次，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各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各项资料收集较为齐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更好地为

四化建设服务，根据省、地的指示，现编辑成《华云工农区地名录》，供各有关部门参考、使用。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华云工农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的地名为准。若有修改，则

以行文为准。

华云工农区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k--年八月



华云工农区概况

华云工农区位子四川省东部，华蓥山中段西麓，北纬30。23 7，东经_106。46 7，东与邻水县

接壤，南与江北县交界，西与岳池，合川县毗邻，北与广安县相连。区境狭长(南北长，东

西窄)，面积414．25平方公里。分山区，丘陵区和坝区，山区面积约占60％。全区共辖16个

人民公社和1个社级镇，176个生产大队，1484个生产队。1980年底有人口294，509人，其中

农业人口234，337人，非农业人口60，172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711人，有苗、白、满、

朝鲜各族共11 7人，余均系汉族。

区人民政府驻双河场，距省会成都27 0余公里。

历史沿革

华蓥山中段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南充地区的工业基地。为了把华鐾山中段

建设成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新型工矿区，省，地委决定建立一个

县级行政机构，因地处华蓥山，定名为“华云工农示范区”，由原广安县永兴区的永兴，回

龙，双河，明月、古桥、三圣、铜堡七个公社、代市区的禄市公社，桂兴区的天池公社和原岳

池县华云区的庆华、鸡心，溪口、新合，福兴五个公社及庆华镇、中和区的高兴，阳和公社

共17个社镇组成。1978年4月8日，省革委同意建立华云工农示范区。1979年10月5日，国务

院正式批准定名为“华云工农区力。1980年12月，成立华云工农区人民政府。

自然条件

全区大部为山地，其次是丘陵，平坝较少。呈东北——西南走向，北高南低，海拔7 00

——1000米，境内最高峰高登山(谐音高顶山，现用谐音名)，海拔1704-米，它与鸡冠山，李

子垭、老鸦山等系华蓥山脉。气候属中亚热带，年均温17。C，一月均温6．7。C，七月均温

32。C，年降水量1，218毫米，无霜期210天。境内大河有与广安交界的渠江流入嘉陵江，小河

．／0‘



有华萎河、清溪河、胡家河等流入渠江，在华蓥河中游建有火烧滩电站，年发电量560万度。

本区资源丰富，地下有煤、硫、磷、铁、铝、石灰石，大理石等矿藏。尤其煤炭储量较大，

是南充地区仅有之地。这些矿藏资源主要分布在沿山各公社。全区森林资源分布广，主要有松、

柏、杉和自夹竹、黄竹，还有少量的名贵树种，如水杉，柳杉，楠木、香樟等。森林面积达

65,0 0 O余亩，森林复盖率为20％左右。境内山区还生长有栀子、杜仲，黄柏、天麻、首乌、

百合等2 oo多种中药材和猕猴桃、广藤、山楂子，五倍子等野生经济植物。

经 济 概 况

境内有中央，省、地，县(区)属厂矿企事业56个，其中中央企业7个，省属企业8个，

地属企业7个，县(区)属企业34个，分布在11个公社和1个镇内，尤以双河、溪口，天池、

庆华公社较为集中。‘工业生产以光学仪器，采煤炼焦．水泥建材，农机修理、烧击IJ土陶等为

主。区属企业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l，421万元，比工农区成立前的1978年增长98．04％。主

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15．4万吨，耐火材料l，803Ⅱ@，水泥4，000Ⅱ@。农村有社队企业324

个，以建筑、造纸、制茶，酿酒、烧制石灰、砖瓦等为主，1980年总产值达1，244．35万元，

tL：I：农区成立前的1978年增长1．68倍。

本区现有耕地面积18．4万亩(农业人口平均0．78亩)，其中水田10．8092万亩，旱地7．6

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茶叶、蚕桑为主。1980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为

13，038万斤，亩产857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556斤。全年农业总产值达至1J3267万元(其

中：农业2，007万元，林业153万元，牧业589万元，副业517万元，渔业1万元)。1980年种水

稻10．5万亩，亩产517斤；小麦5．89万亩，亩产272斤；玉米3．98万亩，亩产555斤，红苕4．29

万亩，亩产263斤，茶叶(山区社队)1．14万亩，总产量为1550担，生猪1980年底存栏数为

17万头，出肥6．86万头，粮食征购(包括议购、超购)1，830万斤，社员人平分粮420斤。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发展较快。全区现有塘、库、堰等各种水利设施1，038处，其中小型水

库19座，蓄水百万方的有跃进水库、牛草弯水库等，水利设施总蓄水能力为1，333歹j"方，加

上工厂废水、龙洞水等，有效灌溉面积可达6万余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的34％。全区有10千

伏高压输电线路35条，总长达91公里。目前正在火烧滩兴建设计能力为1千瓦￡的水电站。农

业运输、农田机耕、机电提灌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很快，现有146个生产大队建立了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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