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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江畔一古镇一南

安镇，今名木城镇。

夹江县县城街道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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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水泥厂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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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青农江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

左图：歇马公社石涧漕铁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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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I四)rl省文物保护单位一徂代双杨府

君阀，在甘露公社境内，这是解放后修建的阙

亭。右上角为阙上浮雕。

右图：夹江县文物保护单位一汉代古迹学

霄洞(又名仙掌)同)，在iti安公社璋内。



左图：茶

叶生产是夹江

县骨干项目。

全县二十五个

公社，目前有

二十三个发展

茶叶，兴办茶

场。图为三洞

公社齐心大队

茶场。



上图：著名特产一夹江豆腐乳，荣获一九

八一年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圈为酿造厂职工

正在包装待运。

右图：柑桔小果园遍及青衣江两岸，产量

巴由调迸改变为大量外销。图为社员经营的小
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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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秦汉古栈遭

旁的万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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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夹江县文物保护单

位一明代垒像寺摩崖造像：图

为干手千眼观音造像。

下图：青衣江畔铁石关下

的秦汉古桂道，现存路面是经

过明清各代改建的。

下图：天然奇石丈人蜂，在甘江公社境内



下图：土门公社红星水库。

左图：青衣江沿

岸为第四纪冲积层所

形成的河漫雄和谷地．

是夹江县主要粮食产

区。



右囤：古关隘一虎峡关，在华共公社境内。

夹iI县文物保护单位一古佛寺犀?兰造像，

在7焉江公社境内。上图为表代释迦阜尼造德。

右囤为宋代布袋罗汉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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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变

化。若干世纪以来，随着历史朝代的更迭，我县的地名也受到影响，出现了一些混乱状

况。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积乱更深，有的重名或以序数为名，有的含意不好，用

字不当，有的生辟难写难记，有的实地地名与地图标位不一，错字，错位，错名。这对

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至十

二月底止，以八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全县3个镇、25个公社

中，需更名的5个，报经乐山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已公布更名。241个生产大队中，重

名和定名不当的156个(包括以序数命名的21个)，40条街，路、巷中，重名和定名不

当的31条。对这些重名和定名不当的生产大队、街，路、巷，本着尊重历史，保持：眈名

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县人民政府重新进行了命

名和更名。同时，以l：5万地形图(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七年版)为基础，普查了
县境内地名919条，其中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1l条，纠正了错位、错字，

错音、错名174条，共计185条，占总条数的19．3％。新增加大队等地名463条，基本上

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即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

名卡片和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

的第一次。由于各级政府重视，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整个成

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了使地

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

《夹江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要求。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l：5万地形图，缩制成l：10万的全县

行政区划图，标注了农村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概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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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

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名共1382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注备栏内

对每条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

为公安部门一九八0年统计年报，其余数据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夹江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I·

夹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ik'-年五月

古关隘——铰石

关旁的万象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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