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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名，多系两千多年以来人民群众中的创造和积累。经过各个历史时期的

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写；有的以讹传讹，改变了

的用字不健康甚至有侮辱劳动人民或带有较浓厚的封建反动色彩；有的用字

记；还有一些臆造字或方言字；有的或错音，或错字，或错位，实际地名与

不上号。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由予“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破坏，改

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很多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为“革

替。全县529个生产大队中，重名的有345个，占大队总数的65．2％，其中以

光取名的大队就有34个之多，占大队总数的6％以上。其它如和平、团结、

在一个区就有很多重名的大队。这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

很多不便，增加了许多部门工作上的困难。彬魄

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四川省、绵阳地区地名领导小组的指

导下，我们于1981年4月至12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全县在地区内重名

的区，镇各1个，公社7个，县内重名的大队345个，经过自上而下的调查核实，广泛征求

干部、群众意见，自下而上反复协商、讨论。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各稳定，反映地理特征

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按照审批程序，分别报呈四川省人民政府，绵阳地区行

署，剑阁县人民政府批准，进行了重新命名，更名。同时根据l：5万地形图(1958年一一

1965年版)和l；5000．鱼j阁县城区地形图(1962年四川省地质局第六队测绘)为基础，普查

了县境内的地名5，498条，删去已经消失和名存实亡的地965条；纠正错名，错音，错字、

错位的地名1，224条；两项共1，289条，占图上地名总数的23．5％。新增加大队以上行政区

划，自然村等地名725条，基本上达到了正音、正字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

的四项成果资料(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绵阳地区地名办公室验

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它的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关系到许多

l



部门的工作，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这次地名普查是开展全县范围内的

群众性的普查，也是历史的创举。由于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材料比较系统，全部成

果资料都经过各业务部门和有关单位反复校核审定。因此，它是一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

础资料。为了系统地介绍我县各类地名，准确，全面地反映地名状况，使地名普查成果更好

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在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将全县地名普

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剑阁县地名录》，以满足各机关单位和广泛的社会需要。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22万剑阁县地图，标

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农村集市、部分自然村、主要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名；收

集了地名普查的各种地名概况资料92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自然村、自然

地理实体、主要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等地名6，158条。并对每条地名都加注了汉语拼音，

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源、含义、沿革等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地各录中引用的数字大多系剑阁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的数据；林地、荒山系剑阁县林

业局1975年林木普查估测数字；主要企事业单位和水利建设的有关数字为各业务领导部

门所提供。公路交通起讫点以行政区划名称为起点和终点。

本地名录是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一部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它以较简明的形

式，为“四化”建设和有关部门提供了较完整，准确的地名资料。因此，今后各机关单位或

个人在使用剑阁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 ． 剑阁县地名领导小组-●●1●叫叠哨_’，’’J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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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阁县概况

剑阁县位子四川省绵阳地区东北部，在东经105’10'N105‘49·，北纬31。31’一32。17-之

‘ 问。东以广元县，苍溪县，阆中县交界；南以南部县，梓潼县接壤；西以江油县、梓潼县毗

连；北以广元县相邻。全县幅员面积3，071．3平方公里。1980年底总户数126，174户，总人口

。 572，657人，比1949年增长70．7l叻(其中男289，817人，女282，840人)。总人口中，农业人

口为550，441人，主要系汉族，只有15人是回、满，彝，拉祜族等少数民族。现行政区辖lo

区，I镇、60个公社，529个大队、3，568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普安镇，位于川陕公路

与闻溪河相交处。地理靡标在东经_105’28’，北纬32‘02’，海拔高程475米。县城人口II，835

人。距绵阳地区驻地——绵阳市94公里。

一，历史沿革

剑阁县具有悠久的历史，夏禹王分天下为九州，夏商时期，此地属梁州之域。欧阳詹《栈

道铭》记载：剑阁“阴溪穷谷，万仞直下。莽崖峭壁，千里无土’。 “麋鹿无蹊，猿猱相

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故此地因水恶山雄而未尝耕垦。《华阳国志·蜀志》记

载：古巴国“东至鱼腹，西至楚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而剑阁当为巴国之土。延及蜀

王开明氏，徒治成都。拓展渐进，于艇国时融合东川之巴族，终至雄据剑南。王杜字教民稼

稽，以农为主，是为剑阁之先民。相传：秦惠王欲伐蜀而诡称赠蜀王以金牛美女，王遣五丁

凿栈道以迎，遂有金牛蜀道。据《华阳国志》记载：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即秦惠

文王九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及都尉墨，从石牛道进军，蜀王自于葭萌(今广元县昭

化)拒之，败绩。王为秦军所害，蜀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封建郡县制，分天下为三

十六郡，剑阁属巴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此地尚无建置，为梓潼县地，归广汉

郡。三国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为嘉霍峻之功，置梓潼郡，分广汉郡属益州，此地属

梓潼郡。并在今汉阳场梁门垭立汉德县，始有县建置。诸葛亮相蜀，见大剑山峭壁中断，两

崖倚天如剑蜂，遂命凿石，架空作飞梁阁道，以通行旅。且在山断处立门据守，故称Nf-J。

又在其下构造阁道30里，设阁尉将兵把守，因此又名剑阁。当时，剑门，剑阁，名殊而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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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这就是李白<蜀道难》诗中所说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西晋时曾置剑阁县，

属梁州梓潼郡。(治所当在小剑故城，即大，小剑溪与清水汇合处之大仓坝)，不久即废。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大司马桓温领兵入蜀，灭李氏“成，汉’政权后，废汉

德县，复置剑阁县(治所在今县北剑门镇)j。仍属梁州梓潼郡。孝武帝时，罢剑阁县。宁康

初，秦王苻坚据有今境。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复入晋。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

年)，就梓潼郡东北一部分立晋寿郡，此时今境属晋寿。宋文帝元摹十二年(公元435年)，

立剑南之新巴郡，领新巴，普成、晋安等六县，剑境在辖中。宋孝武帝大明中，在前废县治，

置南安郡，领南安．华阳．白水等县。据《剑阁志·疆域》记载：华阳县(治所在今王河公社)

肖齐复置自水县，属南安郡，至西魏，改白水为永归县(县治在今店子公社)．肖梁武帝天监二

年(公元503年)，在此立南梁州，后梁武陵王改安州。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汉中太守

夏侯道降北魏，剑地归北魏。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北魏益州刺史傅敬和诣晋寿附肖

梁，安州复入梁。斯土前后陷于北魏凡三十年，其间西魏废帝二年，改安州为始州。梁元帝

二年(公元553年)，武陵王称帝于蜀，始州属焉(注一)。至隋，一统海内，行州县，悉罢

天下诸郡，始州归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废州，改始川为普安郡(治所在剑门县南

二十里)。领普安、永归、黄安、阴平，梓潼、武连，临津七县。唐高祖李渊废隋祀兴唐，

复州县。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普安郡为始州，领属不变。唐武后圣历二年(公元699

‘

年)，置剑门县，(治今县东北剑门镇)。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改始州为剑J¨，

属剑南道遂州都督府。领县八：普安、普成，武连，阴平，樟潼，剑门、临津、永归。自此始

有剑州之称(州治即今县治)。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废州称郡，又改普安郡，属遂宁

郡都督府(注二)。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废郡存州，复改剑州，属遂州都督府。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叛将段子璋自称梁王，据金4州，旋被擒斩。宪宗元和元年(公元

806年)，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反，据剑州，帝令神策军讨平之。五代时(公元907年)，

王建主蜀，剑境归蜀。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公元925年)败蜀王衍，剑州归唐。后唐明宗长

兴元年(公元930年)，董璋，孟知祥叛，据剑州i是年，天雄军节度使石敬塘夺而

复弃。后蜀高祖孟知祥两世据有剑阁凡二十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伐蜀，破剑

门，直下剑南诸郡；改剑州为普安军，不久改为剑州，领普安、梓泣、阴平，武连、普成、

剑门、永归七县，属利州路。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省永归县入剑门县。太宗淳化四年(公

元993年)，青城县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农民政权，北闭剑门，次年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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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被俘，铷阁复陷于赵宋。光宗绍熙元年(1 190年)，因剑州是光宗之父孝宗之“潜邸≯，

故升称隆庆府。但领属不增(注三)。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元太子阔端战阳平关，利

州统治曹友闻败死，元军自剑阁长驱入蜀，次年复为宋有。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

据隆庆府。元世主入主中国，初仍称隆庆府，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府为州。仅领普

安，梓潼二县，属广元路保宁府(注四)。元末政衰，明玉珍称帝于蜀，国号夏，传二世。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明氏归附，天下一统，太祖以刽阁地入梓潼县，属广元州。洪

武六年(1373年)复设N,J+I，改属保宁府，领梓潼，江油二县。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江

油划归龙安府，省普安县，剑州仅领梓潼一县。明末，群英崛起，李自成，混天星，过天星

及张献忠，罗汝才几度破NI'-J，得而复失。其时，剑州统属沿旧。清人入主中国，至顺治二

年(1645年)，剑州归属四川行省保宁府，梓潼县后入绵州，不再领县。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以绵州之梓潼县属武连驿，且以是驿实剑州，继后则不复统属。宣统三年(1911年)，

州境各城镇、乡成立自治会，中华民国成立。二年舂，改州为剑阁县，属嘉陵道，称谓至

今：民国期间封建军阀割据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三、四

月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血战N(-J关，连克昭化，剑阁，江油，平武，

北川等县，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剑阁境内建立了三县苏维埃政权。普安县，县治普

安，辖五区(普安，西庙，北庙、抄手、武连)。金仙县，县治金仙，辖三区(金仙，罐
，

铺，元山)。赤化县，县治鹤龄，辖四区(鹤龄，店子，木马，石城)。是年，红军北移后，

蒋介石为了“剿共’，严密监视和镇压地方的革命活动，将四川省划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和

西康行政督察区，每区设置专员，分领所辖各县，进行统治。剑阁县系第十四行政督察区署
^●

治，驻所普安镇南禅寺。领九县：剑阁，昭化，广元，苍溪，阆中、平武，江油，彰明，

．．-II：N，隶辖至解放。1950年，党中央决定将四川省划分为川西，川东，JII：lV．，川南四个行署

区时，剑阁县属川北行署区，剑阁专区。领县十：剑阁、昭化，广元、苍溪，闽中、平武，

青川，：l匕JII，江油，旺苍，专区治广元。1953年，中央决定撤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川

北，川南，川东四个行署区，成立四JIl省建制，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剑阁专区，剑阁县

划属绵阳专区辖至今。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剑阁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陷于瘫

痪，曾以生产指挥部代行职权，后来为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取代。196每年五月成立剑阁县

革命委员会。1976年粉碎。四人帮’，县的领导机构名称仍旧。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通过县，社两级直接选举，选出县，社人民代表，于1981年3月召开第九届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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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选举建立了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常委，同时成立了政协。
’

县内行政区戈Ij沿革；清时分普成，剑门，广义三乡j每乡各分四甲。同治时分十三保：‘

普安，云平、体仁，剑义，广安，太和，隆礼、讲信，剑安，广诚，修睦，明德，普合，而

三乡之名仍f日贯光绪末。宣统三年各地城、镇、乡自治，县内分区，以十三保为一城，二

镇，四乡。民国三年(：1914年)废城镇乡，改十三保为十三团。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废团设区，全县分为6区，辖26联保，335保。’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经变动调整，

全县共为5区，l镇，25乡，375保，3，821甲。

第一区辖一镇四乡：

普安镇辖普安镇，凉山辅、抄手辅。

柳沟乡辖柳沟、毛坝子、龙孔垭。

西庙乡辖西庙、大路河、秀钟山。

北庙乡辖北庙，盐店。

武连乡辖武连，垂泉。

第：区辖七乡：

元山乡辖元山场、王家河。

开封乡辖开封场、高池寺，碗泉山。

柘坝乡辖柘坝场、双龙场，迎水庙。

仁和乡辖仁和场，土门寺，观龙场。

宝石乡辖宝石场、文兴场。

演圣乡辖演圣寺，时古寺。

马迎乡辖马迎寺，四方坝。

第三区辖五乡：

自龙乡辖白龙场，水观音、石门场。

木马乡辖木马寺、田家庙，马盘庙、柏垭子。

龙源乡辖龙源寺、义兴场，甘水井、江石垭。

江口乡辖江口场、高观场、白图观。

杨村乡辖杨村垭、官店垭、店子口，佛祖山。

第四区辖五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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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乡辖剑门关、志公寺。 ，．．，

·

汉阳乡辖汉阳辅、沙坝河。 ． 【二

下寺乡辖下寺场、上寺场。
’

三郎乡辖三郎庙、马鹿坝。
”

张王乡辖张王庙，红岩寺、福星场。 、， ：．

一，第五区辖四乡； ．

．，7

●

金仙乡辖金仙场，吼狮垭、厚子辅、店子坪． ’，

鹤龄乡辖鹤龄寺、樵店垭，羊子岭。 ’． ，

香沉乡辖香沉寺、罐儿辅、水磨坝、金盔垭。

碑垭乡辖碑垭场，圈龙庙，广坪场、土主庙。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行政区划有较大的

调整和变化。1951年2月，剑阁县辖4区(普安，元山，白龙，剑门，亦称一、二，三，四

区)，28乡；1952年调整，领区8(城关，武连、开封、元山，金仙，自龙，江l：l，下

寺)，71乡；是年八月复调整，领区II(城关，武连，开封，元山，仁和，金仙，白龙、鹤

龄，江口，下寺，柳沟)75乡；1952年9月划入昭化县的府君、石城，化林、鸯溪4乡，划

出下寺区包括下寺，三郎，马鹿，沙坝，拐枣5乡，江口区的福星乡，张壬乡二个村归昭化

县辖。剑阁仍辖11区(城关、武连、开封，元山，柳沟，仁和，金仙，白龙，鹤龄、江口，

汉阳)，75乡；i953年6月划出仁和区的5个乡，12月又划出开封区的马迎乡归梓潼县辖。至

此．全县辖区10(城关、武连，柳沟，开封，元山，金仙，自龙，鹤龄，江口，汉阳)69乡。

I 954年4月划入江油县的五福，东兴二乡，领区仍旧，乡增至71个·1955年先后撤销汉阳，

城关，柳沟、武连、江1：3 5区，其所属各乡，(镇)直隶县。同时，划出元山区的黑土乡入

盐亭县，开封区的建新乡入梓潼县，县辖区5(开封、元山，金仙，鹤龄、自龙)并乡为

38、镇l。1958年4月，公社化时，增设城郊乡，9月石板乡入自龙乡，县辖9区(城关，

武连，开封，元山、金仙、白龙、鹤龄、江口，汉阳)38乡，以乡建立38个人民公社。1961

年复置柳沟区，1962年8月置城关、武连、柳沟、江口’『汉阳5个区公所，至此，县所辖lo

区均设立区公所。1961年3月和lo月，全县分置19个公社(姚家、江口、闻溪，垂泉、土

门，公店，涂山、樵店、两河、石板，高观、小剑，吼狮，时古、柏垭、毛坝，广坪、圈

龙、水詹)口1962年3月又分置柳垭，马灯，鹤鸣3个公社。之后，全县辖lo区、1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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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社，一直沿袭至今。1978年和1980年，因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将鹤龄公社的水池、：双

丰两个大队划入苍溪县，王河公社的先锋大队划入梓潼县辖。 一．

=，自然条件艨述 ．。 。

剑阁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山地和盆地交接地带，或低山丘陵之渐次过渡地带。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西北受龙门山脉褶断山的影响为单斜低山，中部受梓潼向斜的控制， 山体宽

厚，台地展阔。谷岭方向杂乱，为鸡爪状，台梁，羽状低山丘陵地形，地势较盆地中部巍峨

雄伟。单斜低山顺倾向坡缓，逆倾向坡陡峻，分水岭标高900—1，280米。山脊顺岩层走向平

行排列，尖峰林立，雄伟壮观，以剑门七十二峰为最。美女山、马耳山，轿顶山和五子山，

都系龙门山脉，平面山地势显著。西河以东，嘉陵江以西之间，谷岭多平行排列，沟谷发育

方向北西lo一30。。平面上呈羽状，枝状和鸡爪状，乃兴修水利工程的良好条件。南边山岗

多为互层“泡砂岩。形成宽度不等的平台，常有数米厚的堆积层，适宜耕种。山顶标高800一

900米，切割深度200—250米，谷坡陡峻为“Y’形。

在地质构造上为四川盆地北缘弧形褶皱带。东为巴中莲花状构造，西南为绵阳帚状构

造。地质基层主要为白垩系，tJJr-J关以北为上侏罗系莲花口组地层。岩性为巨厚层状石英质

砾岩，含砾沙岩、沙岩与泥岩互层。矿产主要有；天然气、膨润土。柘坝石油探井表明有相

当储量的天然气资源，很有开采价值。县内最高峰为五子山中的东蛉崖，海拔高程l，280米。

海拔在I，000米左右的山，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剑门、小剑，姚家和盐店公社。
●

地震裂度为VI度。据史料记载：从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公元505年)到现在的I，479

年间，剑阁地区曾发生过九次地震，系地震波及区，1976年地震，仍属波及区。 -

土壤属盆周丘陵黄壤与紫色土区，碱性紫色土为主要土种。耕作层为轻粘士及砂壤土，‘’

微碱性，无盐化现象，适宜于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棉花，烟麻等农作物的生长，以及

柏，桤、松，青桐和猕猴桃等林木的生长。

地下水以风化带裂隙水为主。水的化学特征和水质为重碳酸钙型水，一般物理性质较

好。矿化度在0．3一o．4克／升，个别高于0．5克／升，硬度均小于25度，PH值6．8—8．I之

间，为中硬水或硬水化学性质，均符合饮用水和农用水的水质标准。微咸水埋深大于100米，

地表水污染不大。

全县气候温和湿润，雨量较多，历年降雨量在I，oOo一1，200毫米之间，通常6—9月为

雨季，约占年降雨量的75％。特征是冬干、春旱、夏旱或暴雨，秋天阴雨连绵。据奄，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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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气温14．9’C，最高月7月为28．3’C，最低月1月为1．4‘C。 t ；

剑阁的河流属嘉陵江水系。除流经张壬，江口，鸯溪三个公社边沿的嘉陵江外，境内的

：河流都发源于本县。主要有西河，闻溪河、店子河(又名汞河)、白龙河(又名炭口河，下

游叫东河)，柳沟河等。可供开发的水利资源有2，200砝。干流由西北向东南斜穿全县，均

注入嘉陵江。流域两岸，台面平坦，一般高出水面5—7米，是农作物的主要产区。目前，

全县已建成水利工程23，500多处，蓄水量达16，000万方；建小水电站28座，装机2，300鞋，

建电力提灌站122处，装机6，500跹，共计灌溉面积达32万亩。全县电源除鹤龄、汉阳两个区

．用自有小水电外，多数区社均用国家电网电源。据史书记载；在1，700年间曾发生大水灾7次，

建国32年来以1981年7月的大水为最，县城洪水位为101．76米(假设高程)。 一

剑阁县总的地貌形态与成因，突出表现在软硬相间的红色碎岩层，在平缓的构造骨架

上，经过漫长的浸蚀剥蚀作用，塑造成沟谷发育，山体切割零碎的现今地貌。我县充分利用

鸡爪，枝状的沟谷地势，修建水库较多，成为全省之冠。全县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良好。森

林面积有426万亩，覆盖率达31．3％。但森林分布明显地表现出，从西北到东南顺着山势

坡度的逐渐减缓，森林也渐减少，荒地大量增加，植被遭到破坏，水土保持较差，成林成材

发展缓慢。tqf-J山区的4个公社覆盖率为49．6％；中部深丘区的龙源等50个公社(镇)覆盖

率为28．7％；南部浅丘地区的王河等7个公社覆盖率只有15．7％。由于大量砍伐；有近40

万亩森林变成了疏林地、残次林地、甚至荒山。目前，总的趋势是森林资源消耗量，大于林

木生长量。西北山区，宜大力发展林业，实行多种经营，结合经营农牧业，扩大用材林和经

济林，生产木耳，生添、核桃、板栗，猕猴桃以及木本药材等。中部有30个公社属升钟水库

上游的西河流域，可营造水土保持林20万亩。同时发展桑，桐、果，药，茶等经济林木。老

旱区的金仙、白龙、鹤龄等13个公社造林lo万亩，大力栽植多种经济林木。同时积极发展速

生树种和珍贵树种。

三，经济发展状况
‘

剑阁系农业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地方性工业有较大的发

展。1980年全县国民经济总产值为11，454万元，人平200元。其中，农业总产值9，523万元，

占83．14％；工业总产值l，93l万元，占16．86％。

衣业；全县现有耕地825；505亩?其中冬水m52，800亩，旱田324，800亩，地447，926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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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占耕地面积的6．4呖，39．3％和54．sqo．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占粮食总产量的

57％)；其次是玉米，黄豆，红苕等。经济作物有油菜，土烟．棉花，花生，桑，桐，茶，

水果、木耳、麻类、药材等。

解放前，剑阁县是缺水的老旱区。在自然灾害中旱灾约占十之八，九。曾出现清顺治五

年(1649年)“剑州大饥，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加之，农业耕作粗放(山地区乃

刀耕火种)，农业生产科学技术落后，单一粮食、经济，多为广种薄收，因而农业生产水平相当

低下．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剑阁的实际出发，利

用有利的地形地貌，大力兴修农田水利，改田改士，植树造林。在农业基本建设上搞综合治理，

实行精耕细作，推广农业技术，大力改良种籽，合理使用推广农业机械，发展乡村交通运输，科

学使用农药化肥，使农业生产得到有效的提高。三十二年来，全县兴修水库达260座，平均每个

公社达4．3座，大队平均0．5座，这对老早区的水源和灌溉得以初步解决。农机事业发展较快，

全县农机总动力达62，924马力，其中中拖212台，手拖1，193台。农用化肥施用量达19，569吨。

仅管在建国以来，全县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起伏，但总的情况是好的。1980年全县粮食创历

史最高水平，总产量为44，842万斤，比1949年增长2．46倍，每一农业入口平均产粮815斤。全

年农业总产值9，523万元，(其中，农业产值6，66l万元；林业产值235万元；牧业产值l，655

万元；副业产值971万元，渔业产值1万元)。1980年种水稻270，353亩，单产746斤，总产20，115

万斤；小麦400，669亩，单产219斤，总产8，762万斤，玉米220，535亩，单产454斤，总产10，005万

斤l大豆613万斤。油菜57，445亩，单产159斤，总产915万斤；棉花62，193亩，单产50斤，总产

311万斤；烟叶3，892亩，单产249斤，总产96．5万斤。蚕茧总产11，552担，油桐子总产24，586

担，茶叶总产303担，花生总产12，875担。毛猪1980年底存栏数275，522头，户平2．18头，出

肥176，326头，户平1．4头。粮食征购5，93'1万斤，超购3,22万斤。社员入平分粮562斤，人平

分配收入82元。社队企业总产值950．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0％。
。

。

我县农业生产潜力很大，前景广阔．农村实行多种生产责任制和林业落实林权所有制、责

任制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将会较快的发展，社员的收入将逐步

增加，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将进一步得到提高。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手杖，土碗、铸铧，酿酒等零星分散的小手工业生产。解放

后，工业发展较快，国家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的一、三，四所，省管的506广播转播台，剑阁

变电站在县境兴办。全县现有冶铁、水泥及其制品、农机修造、印刷、机砖、汽车配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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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石灰，粮油加工，木材加工，缫丝、服装，制鞋、食品加工、酒类酿造，针织，建筑i

业，手杖艺术等工业企业24个。社，镇还兴办了造纸、制糖、机砖、酿酒，印刷，木器加

工、缝纫，农具修配、玻纤瓦、粮油加工，建筑工程，工艺美术等集体企业176个。主要工

业品有50多种，猪肉加工食品，畅销国内各大城市。服装，布鞋、剑江白酒享有盛誉。剑阁

手杖自清代以来就成为剑阁之特产。以体态优美，风格奇特，匠心独具，木质细韧而著称。

自五十年代以来，曾三次参加国外展出，多次参加广交会展出，深得各界好评，载誉国内外。

1980年剑杖生产达25，025根，其中创具传统工艺特色的“双龙抱柱’，“二龙戏珠”、。龙

飞凤舞”和云，猴，虫，蝉等，以及选用现代题材的花卉竹木产品共4，300根，畅销国内外，

誉为工艺珍品。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1，930万元，比1949年增长213．4倍，工业固定资产

总额达1，190万元。主要工业产品：生铁3千吨，水泥1万吨，机砖500万块，黄金22两，机

制纸119吨，发电量142万度，饮料酒1，054吨，以及打米，磨面、切面，粉碎、脱粒等批量

成套机械。

交通：解放前，仅有过境川陕公路9l公里．解放后，共兴建公路755公里，为解放前的8．3

倍。县城通往绵阳，沙溪坝，小溪坝的三条公路，和宝成铁路衔接。剑阁至江口、鸯溪，张

王三条公路与嘉陵江航运相通。客旅畅行相邻的苍溪，阆中、南部，盐亭、广元，梓潼等

县。县内60个公社，社社通汽车，百分之89．7的大队都有公路干线通过，机耕道路遍布乡，
j

村，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和机耕道路网。当前县城日客运量达2，000多人次，货运量达110吨。

全县有汽车192辆，县专业车队2个，有汽车48辆(其中客车20辆，农村人民公社，拥有汽

车67辆，有车公社占公社总数的T3．3％)。沿嘉陵江边的四个公社有机动船和木船航运于广

元与重庆之间，似郭老在剑门诗中所写“Nf-J天失险，如砥坦途通’矣。

商业：剑阁地处川陕咽喉，历史上一直是沟通西南和中原商路的枢纽，古来有“梯航百
●

货通邦L之说，四方商贾“纷纷而来宾’。旧时各类物资在此集散，商务活动较为频繁。

·

但由于解放前，剑阁之地工，农业生产落后，城乡交通阻塞，商业除县城外，主要分布在

农村48个乡场，商品的流通主要靠“脚夫’肩负，个体经营。除少数地方土特产品外，日用

工业品极少，贸易额很小。

建国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

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措施，在商品流转中实行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渠道并

行，多种经营形式并用，减少流通环节的管理体制。并举办各种物资交流会或展销会，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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