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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

省、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从1981年4月份开始，至同年11月底止，农村以1：5

万地形图(1960年版)为基础，城市以1：2000和1：10000地形图(1955，1957年版)为

基础，对本区全部地名进行了普查。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删去不复存在失去作用的地名11条，纠正错字，错

音，错名，错位，重名地名67条，重新命名地名8条，更名62条，合并24条，并在此

基础上，制成了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

和规范化的要求。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代人作，百代人用的

千秋大业。我们在省、市区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的关怀支持下，将全区普查主要成果汇

编成《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地名录》，以满足有关单位使用的需要，更有效地为四化

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参照1：5万地形图编制成1：5万全区地形图，汇集文字概况74篇，辑录

了16个街道办事处和4个乡(公社)23个村(大队)行政区划及其驻地、自然村，居民

区，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地名共700条，对每条地名

匀II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来历含义、概况等加了简要说明。

今后，单位和仑人使用沙坪坝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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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沙坪坝区概况

沙坪坝区位于重庆市西郊，东接市中区，南界九龙坡区，西邻巴县，北与江北区隔江

相望，并与北碚区相连。南北最长处约19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8公里，面积117．44

平方公里。人口490191人，住户123125户。其中城市414181人，101998户，农村

矿6010人，21127户。在人口中，99．68％是汉族，少数民族有回、满、蒙、苗等32个，

共1552人’主要是大学，中专在校学生。现有行政区划为十六个街道办事处(辖215个

居民段)，四个乡人民政府(辖23个村民委员会)。有路37条，街28条，巷36条，

居民区282个，区属以上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818个。区人民政府驻小龙坎，地理

位置北纬29。337，东径106。277。

沙坪坝一带系三百万年前嘉陵江古河床沉积形成的自然沙坝，故得名沙坪坝。清康

熙年间，曾设沙坪场于现在的中渡口。本区范围内大多数地区原属巴县管辖，1937年

后陆续殳I为重庆市郊区，多数区域属当时的重庆市第13、14区所辖，下设十一个镇，两
、

个乡，四十九个保。解放后，。1950年将原13、14区合并成立重庆市第三区，建立了人

民政府，设四个乡，17个公安派出所。1951年将四个乡调整为七个乡。1952年从重庆

市第四区划入黄泥乡、歇台乡、石桥乡和浮图关，化龙桥，石桥铺公安派出所。1953年，

通过普选召开了首届区人民代表大会，从重庆市第六区划入井口乡，全区调整为九个

乡。1955年，区政府改为区人民委员会，因地处沙坪坝，更名为沙坪坝区，成立十个

街道办事处，将九个乡调整为五个乡。1958年，先后建立红旗、歌乐山，石桥，井口

人民公社；北碚区同兴乡并入井口公社，撤销石井坡厂区办事处，建立石井坡镇人民委

员会。1'959年，撤销全部街道办事处，分别建立六个街道人民委员会。1960年，撤销

镇人委和街人委，建立七个城市人民公社。1962年7月撤销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十二

个街道办事处。1963年，原同兴乡地区殳IJ回北碚区。1965年，增设渝碚路街道办事

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千1968年成立沙坪坝区革命委员会，农村四个人民公社和

城市十三个街道办事处亦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三个街道民政室建立革命领导小组。
●

1978年，将歌乐山，山洞，井N----"个街道民政室改为街道办事处。1980年，经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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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公社选出了管理委员会，撤消街道革命委员会和

称。1984年5月将四个人民公社先后改建为乡人民

政府。
●

本区为山水环绕，丘陵起伏，间有平坝的地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东南西三面

有浮图关，虎头岩，平顶山，凉风垭，歌乐山等山岭绵亘至井口人民公社，嘉陵江沿井

I：1流经磁器口，沙坪坝、化龙桥等地。

歌乐山主峰云顶寺最高，海拔678米，化龙桥河边最低，海拔169米。浮图关，歌 ．

乐山均系全市制高点之一。浮图关环带两江，三面悬岩，乃古代重庆之门户，为兵家必

争之地。停足浮图关可俯瞰市中区、江北，南岸等地，登上歌乐山巅，极目远眺，郊区

景色可尽收眼底。 。

气候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冬季多雾，夏季酷热，雨水充沛，适宜农耕。年平均温

度18．4。C。一月最冷，最低温度零下2．5℃，七、八月最热，极端最高温度42．2。C，

积温6663．1℃。五至九月雨水最多，年降雨量1081毫米左右。年平均雾日93．6天，无

霜期平均350天。风向多为北风，风力一般为一至二级，八级以上大风，多数年份为

一至四次。

二十世纪初期的沙坪坝尚为村舍稀疏，人口不多的农村。1924年前后，由于成渝

公路及由小龙坎经沙坪坝至磁器口的支路相继修建，沙坪坝、小龙坎一带始有少量店铺出

现。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政机关、学校及部份工厂纷纷迁入，人口增多，形成街

道。1949年解放后，城乡发生了显著变化。三十多年来共修建房屋924万多平方米，
’

约为1949年房屋面积总和的7．6倍。随着渝碚、渝州、小石、石新、天陈、天星等公路

(注一)和襄渝铁路梨菜线(注二)的陆续建成，形成了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促进了本区经

济，文化的大发展。城市规划的逐步实施，使街道旧貌改观，市容焕然一新。小龙坎新

街，渝碚路，长江路，渝州路，等处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商店林立，行人如织，高楼

住宅鳞次栉比，街心花园景色宜人。双碑、上桥等处都是解放后新建的街道，亦已成为

繁华闹市。在这些街道的围围，工厂、学校环绕其间，与农村互相交织，构成了城乡繁

荣的郊区特色。

沙坪坝素以文化区著称。1949年前即有重庆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中央大学、

中央工校和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大公职业学校及南开、树人，重中、等著名的大学和中

等学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学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进步师生，展



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谱写了学生运动的光辉篇章。特别是

1946至1949年期间，这里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对全市学生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解放以来，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更快。除将原来的学校调整、充实、扩大外，。又新办

了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医学院、重庆师范学院，四Jli)b语学院、渝

州大学等高等院校。现在全区共有大专院校七所(不包括军事院校>，大学生15262人，

还有药剂、河运，石油、机械，工业，航务、幼师、外语、煤矿等中等专业学校十所，

学生7397人I普通中学34所，学生28607人，小学110所，学生42526人，幼儿园，托

儿所(班)244个，入托儿童14479人。许多单位普遍办有电大，职工大学、文化技术

班等，广泛地开展了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农村中多数学生都在公办学校读书，也自办了

少数中，小学。现在全区已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98％

以上，初中入学率已达到86．5％。中、小学教育的调整、改革已初见成效，学制改革已

基本完成。文化设施方面，全区共有影剧场(包括厂办)88个。观众平均每月达19．9万
■

人次。 ’

区文化馆设在繁华的双巷子街口，是群众娱乐，休憩的场所。1980年扩建了区体

育场，可容纳观众7千余人，为本区体育活动中心。

解放前卫生事业非常落后，仅有两个医院和少数私人诊所，有床位三百张左右。现

已有医院和卫生所214个，床位4522张，医务人员7865人，其中有大型综合性医院五

所，结核病、精神病、传染病等专业性医院四所。还有区属医院及各种医疗机构15

个，医务人员731人，床位400张。四个乡人民政府建立了合作医疗站23个。在城乡形

成了比较健全的医疗卫生防治网。计划生育取得了显著成绩，1983年全区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10．18％。一胎率，计划生育率，独生子女领证率，晚婚率都在97％以上，并在

全区首次实现了全年无多胎生育，被评为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地区。

交通方面：解放前区内仅有私营中胜汽车公司和巴县运输公司的公共汽车10余辆，

和由牛角沱至小龙坎，七星岗至歌乐山两条线路。公路狭窄，坎坷难行，晴则灰尘扑面，雨

则道路泥泞，加之车少费昂，人们多以徒步或兽力，人力车为交通工具。解放后交通事业

发生了巨大变化，公路都已建成为水泥，柏油路面，宽阔平整，电车、汽车日夜行驶。计

有14条市内电车、汽车线路与市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北碚区相连，还有长途

公共汽车分别通往达县，南充等地区的17个县市。各条线路客运量日平均达77万余

一8。



人次。襄渝铁路在区内有沙坪坝，梨树湾、上桥三个火车站，年平均货运量160万吨，

客运量24万人。嘉陵江流经本区井13至化龙桥河段长19．3公里，昔年多险滩顽石，曾多

次发生较大沉船事故。解放后，疏浚了航道，炸掉了险滩暗礁，并在化龙桥、中渡口、

磁器口、南溪口设置了过江轮渡，与江北区，江北县相通，更加促进了经济繁荣。

工业：抗日战争时期，小龙坎、双碑，化龙桥、新桥一带曾划为迁建区，已有豫

丰、豫新及24厂、25厂等千人以上的工厂五、六个，有新民、大来、合作等百人左右的私

茸IF-"十余个，职工约1．5万人左右。解放后，经过接管和社会主义改造，旧厂不断扩 ，．

、

-

大，小厂逐步合并更新，加上许多新建工厂，形成了一个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1980年

有中央，省、市属国营大、中型厂矿企业§6个，职工8万余人，固定资产73，200万

乖，产值114，400万元，利润15，000万元，市属集体企业39个，职工9938人，固定

资产1，269万元，产值7541万元，利润830万元，区属工业厂，组159个，多系集体

企业，职工14，448人，固定资产2315万元，产值12，620万元，利润1028万元，1982

年已全部归口市属各专业公司管理。区修缮公司有8个队，3563人，区交通局有运输

队，站21个，3923人’各街道办事处在1980年将街道工业全部上交后，街道劳动服

务分公司又建立了修缮、运输，生活服务等企事业单位158个，从业人员5692人。

商业。解放前只有少数小型商店和摊贩。现在全区已有商业公司34个，营业网点

1756个，共有职工1万余人，1983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二亿零六百万元。近年来，

恢复和发展了个体工商户3005户，设立城乡集市贸易市场31个，在积极发挥国营商业

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坚持实行多成分、多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开放式流通体制，逐
’

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新型市场。

农业。本区石桥铺，覃家岗，歌乐山、井口四个乡，在解放初期有耕地59，611亩，
。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工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占地较多，1980年仅有耕地

32071亩。按农业人口平均只有0．44亩，城郊地少人多的特点较为突出。全区有森林

面积(包括国有和集体)22827亩，覆盖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12％。农业主要是为城市

服务，以生产蔬菜为主，在现有耕地中，蔬菜地18009亩，占总耕地的56％，经济作物

地4044亩，粮食地5712亩，饲料地1432亩，自留地2878亩。蔬菜亩产量由解放初期

的5280斤，增长到1983年的9426斤，品种已发展到近百种，总产量达一亿七千万斤。

粮食以水稻为主，总产达779万斤，生猪发展到85320头，牛奶产量880万斤，鲜鱼

总产148万斤。经济作物有水果、西瓜，花木等。全区共有乡镇企业267个，务工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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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3人。1983年总产值达5635万元，主要是钟表、纺纵农机，建材等。金区四个

乡，拥有拖拉机、汽车等农业机械1503台(辆)。1983年全区农副工总收入。8685万

元。比1980年增长一倍多。人平分配413元，较1965年的60元增长5．88倍，比1980年

每人增长151元，增长57．6％。现在各乡、各村及多数生产队都能通汽车，并逐年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在平坝修建渠系，改造低产田，在山丘地区修建水库和电力提灌

站。现建有蓄水量20万立方米左右的水库七个，小型堰塘381处，引水渠堰87处，蓄

引提总水量576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23300亩，较1956年有效灌溉面积2417亩，．

增长8．6倍。提灌站110处，有21．3．5％的耕地实现了机械排灌。

随着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195z年全

区储蓄金额为176．5万元，1980年上升到6377．8万元，1983年又上升到12354万元-，

较1952年增长70倍。

现在，全区人民正在联系实际，认真贯彻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关于开发大西南和加

快重庆综合体制改革步伐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和创新，努力使各项

工作都能有更快更大的进步，为把全区建设成为城乡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文化教

育发达，市容优美整洁、社会风气良好的新型文化区而努力奋斗。

本区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和历史文物单位有两处。一是地处化龙桥的红岩村，在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敬爱的周恩来，叶剑英，

董必武，邓颖超，林伯渠，王若飞、吴玉章等同志长期战斗在这里，领导我党在国民党

统治区的工作。1945年毛泽东主席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亦住于此。1958年党和政府

在该处建立了“红岩革命纪念馆’’，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国内外

群众参观学习。另一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位于歌乐山下的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该处

原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国民党囚禁和屠杀革命志士的魔窟，有罪恶昭彰的

“渣滓洞”、“白公馆’’等二十多个牢房。叶挺将军曾被囚禁于此，罗世文，车耀先，江

竹筠、扬虎城等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此被杀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美蒋反动

派制造了灭绝人圆的“一一·二七一大屠杀惨案。为了悼念烈士永垂不朽的伟大革命业

绩，1950年修建了庄严肃穆的烈士墓和烈士纪念碑，1956年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1964年将中美合作所旧址开辟为美蒋罪行展览馆，国内外来此凭吊、参观的人络

绛不绝。

沙坪公园和歌乐山是本区主要风景区。沙坪公园地处本区中心。园内茂林修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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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幽。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的樱花树苗已茁壮成长。1981

，有宇宙飞船等20多项儿童游艺设施。林木森郁的歌乐山，

阳国志》记载：“其上松杉翳日，清风倏来，则万籁齐呜，胜

而得名。主峰云顶寺，飞檐翘角，悬有铜铃，山风吹拂，音韵

"之说，称为“巴渝十二景，，之一。现云顶寺虽已被毁，但山

，峰峦回抱，风景依然秀丽，已列入本市规划建设的三大风景

史载；夜半暮霭四起，烟雾缭绕，细雨蒙蒙，冷气逼人，称为

十二景之一。该处历史悠久，古迹甚多，惜毁于1921年军阀

稀可见。

)、渝州(大坪至石桥铺)，小石(小龙坎至石桥铺)，石新

(天星桥至陈家湾)，天星(天星桥至梨树湾)。

菜园坝)



街道办事处
jIE I)A O BAN SH I CHU

路、街、巷、居民区
LU．1iE XIANG JUI．MN qU



小龙坎街道办事处概况

小龙坎街道办事处辖区，地处沙坪坝区中心地带，东与土湾接壤，南和覃家岗乡相

邻；西界天星桥，北接渝碚路，因附近平顶山坎坷起伏，呈龙状而得名。据传：鼓楼寨

至虎头岩一带为大龙，至马家岩一带为小龙，明末即有大龙坎，小龙坎之称。东西最长

处约1400米，南北最宽处约1360米，面积约为0．96平方公里。街道办事处驻小龙坎新

街，辖区有5条路，街，巷，12个居委会，共5813户，21383人，其中有回、苗等少

数民族91人。

1951年在小龙坎公安派出所设民政干事，1953年建立街道办事处，1958年底与土湾

街道办事处和红糟房街道民政室会并，建立小龙坎街道人民委员会。1960年改为小龙坎

人民公社。1961年将原土湾街道办事处辖区划出。1962年城市人民公社撤销，分别成立

小龙坎、天星桥两个街道办事处。1968年改名为东方红街道革命委员会。1972年又更名

为小龙坎街道革命委员会。1978年仍恢复小龙坎街道办事处名称。

辖区地势东北为山坡地区，其余为平地。区绿化队苗场最高，海拔390米，沙坪坝

、火车站最低，海拔226米。东西长，南北短，形似桑叶。

清末，小龙坎地区只在观音庙下方有一小街，1925年修建成渝公路，小龙坎正街和新

街一带始有少数商店和居民户。抗日战争期间小型工厂，学校、居民住户虽有所增加，

但是解放时大部分地区仍是一派农村风光。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各方面都起了显著变

化。石小路，小龙坎正街和新街为辖区三大交通干线，乃沙坪坝区出入各地的枢纽。除

日夜通行的短途公共汽车和电车外，省汽车运输公司还在小龙坎新街设有长途客运售票

点，每天有定时班车开往川北，川南一带的17个县市。特别是1980年襄渝铁路建成，在

小龙坎设立火车站以来，交通更为发达。小龙坎新街路面宽阔，高楼耸立，绿树成荫，

商业网点齐全，．为繁华的闹市区，区政府及多数区级机关均设于本街。石小路以西新村

路一带，工厂林立，为主要的工业区。新民坡、后山坡，地势较高，住宅大多数是依坡建

筑。文化村、交机村，快乐里地势平坦，均为解放后新建的住宅区。小龙坎农贸市场规

模大，品种多，为本区农副产品集散地之一。辖区内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42个。其中文

教，卫生事业有幼儿园、托儿所八个，小学四所，中学两所，医院两所，影剧院两座。

街道办事处，兴办了劳动服务分公司，下设生活服务社、修缮队，运输社等企事

业，共有职工200余人。另有轴承，汽车配件、灯具三个街道工厂，职工500余人，已

于1980年交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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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坎正街

汉语攒音

Sha pingba Qn

Xi矗o 16ngkan：
T iedaoBAnshlchd

Xiao lOnokan

Xiao longkan

XIn“e

Shangtdwan Ld

Shtxi磊o Ln

XIncOn Ln

X iaolOngkAn

Zhen9j ie

满山红村 MAnshanhOn9 Cftn

康宁村

交机村

文化村

小铁村

新民坡

后 山坡

解放坡

后 山，堡

黄桷湾

红旗院

快乐里

马道子

小龙坎
菜市场

一8一

Kanfl 11 lnfl Ciln

TiaojI Con

W6nhua Con

Xi&ot ie CIln

XZnmIn pO

HOushenpO，

，i6fAnopO

HOushAnbAo

HuAngju邑wan

Hong pl yuAn

KuaIle LI

MadAozi

X i百6 16ngkAn

CMshlchAn9

备 洼

以境内沙坪垠地名命名。辖16个街道办事
处，四个乡，面积117平方公里，人口‘90，191
人．区政府驻小龙坎新街。

以驻地小龙坎得名。桔12个居委会，共
5J813户，21，383人。驻小龙坎新街。

●

据传，孩地平顶山山势迤遵似龙，东为大
龙，西为小龙，此处居西，故名。

原名小龙坎横街，解放后，因扩建拓宽，面
貌一新，故名。小龙坎街道管辖门牌1—40号，
余为瀹碚路街道管辖。

属成渝公路之一段。因历经嘉陵江水冲击，’
形成弯道，得名土湾。此处系土湾街上段，故
称。1—107号。

取石桥铺、小龙坎两地名首字得名。建于
z953年。1--60号。

建于1950年，路两侧系新建住宅，故名．
1--102号。

属成渝公路之一段，景通小龙坎地区，故
称。 1—260号。

位于局家岩顶端，为红旗纸箱厂住宅区．
1—6号。

冒名康宁路，1981S更现名。l一199号。

冒名团结村．系交通机械厂住宅区，1981年
更现名。1—132号。

因邻近原小龙坎文化储得名。l一159号．

位于小龙次附近，系铁路职工住宅区，故
名。l—15号。

原名上土湾路后山坡。1954年更现名．
1--93号。

位于小龙坎正街之后山坡上。1—175号。

原名观音庙，曾名跃进坡，1972年更用现
名。1一儿5号。

位于小龙坎正街后侧，形似山堡。
l一76号。

清初湾内有大黄桷树一株得名。1—210号。

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意命名．
1一14号。

原名白果湾。解放后因工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
活，更现名。1—40号．

清嘉庆年间此处为武生跑局射箭之地，故名。
1一108号。

位子小龙坎，1954年建。1—18号．



一
．

沙坪坝街道办事处辖区位于区政府以西嘉陵江畔。东北临嘉陵江，东南接渝碚路，

西北连磁器日‘0地势平坦，r面积约2．44平方公里，办事处驻建筑巷。辖26条路、街，巷

和居民区，14个居委会，共7248户，36318人。其中有回、藏、满等少数民族233人，

主要是大学在校学生。’ 。一

1951年在沙坪坝公安派出所设民政干事承办政府工作，1953年建立沙坪坝街道办事

处，，1959年建立沙坪坝街道人民委员会，1960年城市公社化时期，改为沙坪坝人民公

社。1962年公社撤销，恢复街道办事处，．1963年又改为抗大路街道革命委员会。1'972年

整顿街名时，：更名为沙坪坝街道革命委员会。1978年仍恢复沙坪坝街道办事处名称。

沙坪坝系三百万年前嘉陵江古河床沉积形成的自然沙坪，故得名。清康熙年间即设

沙坪场于今之中渡口。二十世纪初，该地仍为人烟稀疏的村舍农田。1929年重庆大学在

此建校，1937年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许多工厂学校亦相继迁此，人日，房屋增多，

形成街道，但均属简易平房，道路狭窄，市场清淡，经济萧条。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沙坪坝也日趋繁荣。辖区内重庆大学、重

庆建筑工程学院的校舍雄伟壮观，重庆七中、育英小学亦颇负盛名。沙坪坝正街，商业

网点齐全，农副贸易繁荣。蜿蜒曲折的劳动路，新建住宅毗连，间有农舍田土，具有乡

村景色。沿江一带为工厂区，西南制药厂，重庆缝纫机厂，红岩玻璃厂等掩映在绿树林

阴中。

街道设有劳动服务分公司和民政工业办公室，下设建筑修缮队，印刷厂等14个企

业。街道生产的发展，增辟了劳动就业门路，解决了部分居民家庭生活困难等问题。民

政工业为残废人开辟了生活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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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汉语拚音

沙坪坝
街道办事处

沙坪坝

建筑巷

劳动路

沙坪坝正街

沙坪坝北街

劳动支巷

沙坪坝
莱市后巷

沙坪坝
菜市前巷

木粉巷

沙坪坝后巷

汤家 湾

沙北村

沙坪坝
菜市场

劳动院

友谊村

一心村

饮水村

思源村

东林村

重大新华村

柏树林

松林村

--10一

Sha P Ing bA T ie

daoBanshichd

SM p!ngba

，ianzha Xiang

LaodOngLit

Shi plngbA

Zhen9j ie

ShaPinobA Beijie

L2todOn9 Zh Ix iAng

Sha PlrgbA
Caishl HOaxiAn9

Shap fnobA
Caishl QiAnxiano

Mdfen XiAnfl

Sha plngb／t

HOuxianfl

TanOj iawan

ShaBei Can

Sha pingbA Cai—

shtchang

LaodOnoyuAn

Y6uyl Cnn

YrxIn CQn

YInshut COn

SIyu／tn Can

D0ngIin Cnn

ChOngdA XInhuA

Cfin

Bai shalin

Song l In Can

备 注

以主要街道沙坪埙正街得名，信14个居委会，
共7248户，36318人。

当地系嘉陵江古河床沉积形成的沙埙，因而得
名。清康熙年间，合设沙坪场于今之中渡口。

因巷内驻有建筑工程队，故名。原名137巷，
198 1年更现名。沙坪埙街道办事处驻地。门牌
1--27号。

原名榻家坟。1950年因附近有劳动村得名．
1--107号。

孩处系沙坪埙地区的主要街道，故名。
1一174号。

位于沙坪埂正街北面。 1—156号。

处于凤凰山之南凤嘴下，曾名凤嘴。1972年因
靠近劳动路，更用现名。 1—26号。

位于沙坪埙菜市场之后。曾名菜市九巷。
1981年更现名。1—115号。

位于沙坪坝荣市场之前。冒名莓市19巷。
1981年更现名。1—76号。

因巷内原有塑料厂木粉车间得名。1--97号。

位于沙坪坝正街之后，曾名沙坪坝后街。
1981年改现名。1—53号。

清末有溻姓居此得名。l--66号。

位于沙坪坝正街北侧，故称。曾名七一巷。
1981年更现名。1—82号。

位于沙坪坝正街北侧，1940年形成菜市。
1--44号。

1950年以劳动光荣之意命名。 1--46号。

百年前此地因有红庙，曾名庙弯。1954年为
体现团结友蕴，更现名。1—195号。

冒名庙湾。解放初取一心建设社会主义之意改
现名。1—199号。

村内因设有水厂故称。冒名高家花园。1973年
更现名。 l一243号。

邻近饮水村，1973年取饮水思源之意命名。
1—49号。

．．处重庆本学校园内，冒名数且院。因毗邻东方
红广场，林木成蘑，故名。 1—175号。

．．曾冬四谷馆、孤儿院。现为重大住宅区，取新
中华之意命名。 1—240号。

1949年前，孩地翠柏挺拔，枝密林蘑，故名。
1—132号。

～誊缝蚕圊形山堡，蓍松覆盖，冒名松林坡，解
放后改松林村。1—3 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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