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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日

地名，是客观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由于长时期的更替变迁，给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

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用字生僻，有的是地图上名称与实地的地名错

位，错字、错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更造成了地名

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需要给予改变。

我们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中国地名委员会的《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

及省、市有关地名普查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从试点到实地普查，资料整

理等共历时15个月，对全县3个公社，341个重名和5个新命名的大队，14个居民区，本

着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照顾历史，地理特征，易写易读，简明确切的原则，

重新命名和更名。同时对1：5万航测图上(1951--1960年版)2，276条地名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其中消失的地名77条，错位、错字，错名、错音的地名585条，含义不当的地名

2条，共664条，占图上地名29．2％。新增大队等地名1，158条，都基本上达到了规范

化，标准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图、地名概

况)，经省，市地名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已如数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我们在整个普查过程

中，切实地遵循国务院和中地办的两个《规定》进行工作。因此获得的材料对地名考证

比较准确、含义注释比较贴切，资料整理比较系统，并反复研究，多次校核审定，是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更好地发挥地名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和使用地名普查

成果，使广大干部、群众了饵我县情况，特汇编成《长寿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航测图，以原长寿县地图为基础缩

制成1：10万的全县地图，标注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单位的名称，收集了地名普查中

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共64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名称、自然村，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地名共3，359条，还

给各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称的来源含义等作了说明。但

由于这是一项新而细的专业性技术性工作，加之时间紧，任务重，难免有缺点和错漏，

待今后日常工作中不断完善。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根据县计委一九八O年统计年报、～九八。年农村人民公社

决算分配表和县计划生育办公室统计年报，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区，公社、生产大

队，生产队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凡单位和个人使用长寿县地名时，均以此为准。

4长寿县地名领导小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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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县概况

长寿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为重庆市辖县。地理座标介于东经106。497--107027
7

与北纬29。437--30。127之间。东北邻垫江县，东南接涪陵县，西南与江北、巴县接壤，

西北靠邻水县。东西最宽处57．5公里，南北最长处56．56公里，面积1，443平方公里。县

境地形宛如一只展翅俯冲的银鸽。全县共辖9个区，2个区级镇，41个公社，580个大

队，4，629个生产队。1980年底有人口810，549人，比1949年增长59％。其中农业入口

722，285人，比1949年增长50．5％，农业劳动力300，246个，占农业人I：1的41．7％。全县

主要为汉族，另有回、满、，瑶，苗．蒙，白等10个少数民族共107人散居城乡。县人民

政府驻长寿。此地位于重庆市治东北76公里的长江北岸。

一、历史沿革

《长寿县志>云：元末至正时，明玉珍以县东北有长寿山(今罗围公社境内)居其

下者，人多寿考为由而得县名。

长寿县所辖地域，古属巴国。据《禹贡》、《华阳国志》载，长寿在唐虞夏时属梁

州，殷周时属雍州，周武王灭殷后，将其宗族之子封为巴侯，在川东南北一带建立巴

国，设治于重庆。并在西至今之巴县、江北，东至车都，北至梁平，垫江，南至南Jtl一

带设邑，称为枳邑。邑址设在洛碛。今之长寿县地属枳邑所辖。战国时，楚侵巴国，枳

邑为楚之辖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将天下设三十六郡县，枳邑为巴郡的枳县，长寿仍属枳

县辖区。汉朝建立，沿袭秦制，设置巴郡，辖十一县，隶属益州。枳县亦属益州。据《元和

郡县志》，三国蜀汉时，枳县属益州之巴郡，县址在今涪陵县城关镇。刘璋以涪陵县立

涪陵郡，与枳接壤。枳原为巴郡所辖之地。晋桓温平蜀后移涪陵郡治枳，枳县由巴郡隶属

涪陵郡。南北朝时期，北周明帝武成三年废枳县入于巴县。唐高宗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分出渝州巴县的一部分，即现在长寿县的全部置乐温县。县城在今乐温公社境内灌滩

寺(1957年长寿湖建成蓄水，灌滩寺没入湖中)，隶属江南西道南磷州。武德九年(公

元626年)改属涪州。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乐温县隶属江陵。唐宪宗元和二年(公

元807年)乐温县隶属黔州总管府。宋时乐温县隶属夔州路之涪州。元初乐温县隶属中

书行省重庆路之涪州。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乐温县改属涪陵巡司。元至正二十二

年(公元1362年)明玉珍占据四川建立大夏国，称帝重庆，将乐温县更名长寿县，隶属重庆

路，县址仍驻灌滩寺。明朝建立后，长寿县隶属四川省涪州。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

长寿县由涪州划属重庆府。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起，始将县城移置到铜鼓山

下(4-之河街)。清嘉庆年间，省以下增设“道”，长寿县属四JII东道重庆府所辖。1799年

县址改置于凤山(今之县城)。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废除清制，以府、州，。厅直属省

府，长寿县隶属四川省重庆府。1912年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废省、府、州、厅建置，

复用清制，长寿县属川东道。1914年改称东川道。1929年撤道，复用省建置。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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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以下划督察区，设专员公署，长寿县为第十督察区所辖。全县下设4个区，2个镇、

32个乡。1949年全省解放。1950年长寿县隶属川东行署涪陵专区。全县划为10个区，仍

为2个镇，32个乡。1952年恢复省建制，属四川省人民政府涪陵区专员公署。1952年至

1953年，涪陵县的云集，华中、飞龙、石回、回龙等5个乡先后划入县内。1959年长寿

县划为重庆市辖，至今。

二、自然条件

长寿县属四川东部地台区，处于川东平行褶皱带。地貌类型以低山、丘陵为主，沿

长江两岸有河漫滩，其支流河谷有新老冲积台地。地层为古生代二迭系、中生代侏锣系

和新生代新四系等。主要岩层有灰岩，厚沙薄页岩，泥岩等。矿产有天然气，煤，盐，

赤铁矿、硫铁矿、铝土矿，钾矿、石灰石、白泡石、方解石等。特别是煤的藏量较丰

富，质量好，可作炼焦用，天然气蕴藏量亦较大，已开采用作工业燃料、原料和民用燃

料。

县内山脉属大巴山脉的支系，分为东山(即黄草山)、西山两大山脉。西山耸于县

西北，东山峙于县东南，北东走向，纵贯全境，南以五堡山为屏障。最高峰是白云山，

海拔1034米，最低处为长江水面，海拔152米。山区为明月峡背斜(西山)、苟家场背斜

(黄草山)和铜锣峡背斜(铜锣山)，构成三山二槽，呈岗岭状尖山深谷和尖山宽谷地貌。

其土质是石灰岩和砂岩风化而成的黄壤及冷沙黄泥，为本县林经区。面积276平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19％。植被为松、柏、杉，并有部分粮食作物和经济林木。中部长垫向

斜和西部洪湖向斜区，以海拔300米和400米两级浅丘宽谷地为主，是紫色砂页岩发育的

中性和微碱性紫色土。土壤胶体品质较好，自然肥力高，是全县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产

区。面积1，16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81％。

本县属长江水系，计有一江、两湖、三河，十三溪。共有水面109．4平方公里。长

江从县境西南角横贯，流经20．9公里。长寿湖和大洪湖是国家拦河截流建成的两大人工

湖，源远流长、落差大的龙溪河、大洪河、御临河由北向南汇入长江，十三条溪分别流

入江河，构成我县完整的水系，为本县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水资源，有利于工农业

和渔业的发展。

辖区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大陆性季

风气候显著。据县气象站21年观察记载是：年平均气温17．6℃，1月份平均气温6．7℃，

8月份平均气温28．4℃。县气象站大于零度以上的年总积温平均为6，423．7℃，历年极端

最高温度40．5℃。极端最低温度一2．3℃。无霜期平均331天。历年平均日照为1，245．1小

时。年平均降雨量1，152．4毫米，雨量在时空上的分布为：东、西部多，南部少，66％

集中在5—9月，有利于大春作物的生长。春、秋季低温阴雨，少日照，盛夏伏早重，偶

有大风、暴雨和冰雹，冬末春初，南北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常出现倒春寒等不利天气。

只要遵循自然规律，扬长避短，仍能夺得农业全面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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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柽济概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8，883万元(不包括省，市企业)，人均233元。 ．

农业：本县系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县。现有总耕地73万亩(农业人口平均】．01亩>，

其中集体耕地69．5万亩(水田42．8万亩，土26．7万亩，分别占集体耕地面积的60％、

40％)。粮食作物以水稻产量最高，占粮食总产量的46％，其次为玉米、小麦、红苕，

只有大坝、义和，大售、飞龙等低山和深丘公社以玉米，薯类比例为大。经济作物以油

菜、榨菜为主。

解放后，我县农业基本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水电事业发展迅猛，到1980年

底全县建成各类水利工程4，447处，其中主要的有长寿湖和大洪湖。另有小(一)型水

库18座，小(二)型水库88座，I工J塘3，807口，石河堰249处，地下水175处，千渠873．27

公里，支渠215．5公里。江河湖有固定电灌站103站，装机177台。塘库堰工程内共有固

定提灌站464站，装机525台，共为21，290千瓦。总计蓄、引、提总水量10，667．44万立方

米，有效灌溉面积28．7万亩。占耕地的39．47％。县内已建成大小发电站24处，装机46

台，144，156千瓦，有电动机，汽油机、柴油机和中小型拖拉机等农业动力机械7，378

台，共计109，471马力。这不仅使大面积的农田得到灌溉，而且使大坝，义和，黄葛、

太平、合兴等公社改变了缺水低产的面貌。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良种的推广、科学种

田的普及和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达N53，460万斤，比解放初期

增长93％。平均每年递增2．1％，农业人口每人产粮740．2斤，每个劳动力平均产粮1，780．5

斤。全年农业总产值达到11，965万元(其中农业8，008万元，林业118万元，牧业2，853

万元，副业945万元，渔业4lYi元)，比解放初期增加162．73％。1980年粮食生产中，水

稻44．2万亩，单产528斤；玉米21．9万亩，单产619斤；小麦32．6万亩，单产254斤，红

苕21．3J7亩，单产(折原粮)235斤。多种经营；油菜3．3万亩，单产133斤，榨菜3．4万

亩，总产7，723万斤，生猪饲养数62．8万头，出槽肥猪28．6万头；存栏牛26，917头，每

百亩田有耕牛6．06头。对国家贡献；粮食征购10，544万斤，议购993万斤。社员分配：

人均分粮498斤(最高队1，045斤)，农业人口平均收入124元，人均分配80．25元(最高

队311元)。社队三级企业总收入2，100万元，占人民公社农副业总收入的20％。总之，

我县各项作物的生产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比解放初期有大幅度增长。

本县经济作物主要是榨菜、果、桑、茶、竹、蜡等。1980年产成品榨菜1，050万斤，

比1952年增长339％，色香味俱佳，畅销全国，水果以柑桔为主，在土82万多株，年产柑

桔柚等约330万斤。本县名特产品沙田柚，“源于沙田，而优于沙田”，质细味美，驰名中

外。七十年代又先后引入了锦橙、夏橙3脐橙等优良柑桔类品种23万余株，1980年产果

3j 768担。长寿湖区种植的夏橙，品质优良，可与美国夏橙样果媲美，现已在此建立夏橙

生产基地；蚕桑事业历史悠久，惜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发展迅速，现有投

产桑树484万株，1980年养蚕7，668张，产茧4，120担，茶叶生产已有200余年历史，解放

后发展较快，以JiI茶和云南大叶茶为主，占茶园面积99％以上，现已达8，700亩，1980年

产茶叶5，411担，竹席生产以付何公社为主，素有“竹席之乡’’之称，1980年产席5万

一8一

0IL■■■l●r■■■●■■■I『-rL■●rIr『



l——一
．

余张，我县从八十年代开始还发展了女贞树生产自蜡，自1974年自育蜡虫成功后，女贞

树已发展到160万株，1979年虫种和白蜡产量均超过100担，并调出虫种5，000斤，支援

友邻地区。1980年度主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81，844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4％，比1957

年增长3．6％。总产值373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13％，占种植业产值的4．66％，分别

比1957年增长I．09％和2％。渔业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由捕捞为主，转为以人工养

殖为主的时期。现有国营重庆市长寿湖和大洪湖两大渔场及县属各溪河塘堰，年产鲜鱼

165万余斤(其中县属产鱼45万斤)。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名特产品长寿薄脆和血豆腐，

现已恢复生产，重登市场。

工业：解放前本县只有城区的26兵工厂、长寿电厂、秦安和新友纱厂、中原冶炼

厂，裕民面粉厂等10余个工厂，以及印刷、陶器、砖瓦等小手工业生产。解放以来，本

县工业发展较快，从私到公，从小到大。现有电力、煤炭、化工、冶炼、建材、食品、

纺织、制革、造纸等12个行业，385个企业，职Z3，713人。其中水电工业发展最快，实

现了龙溪河梯级发电，狮子滩水电站闻名全国。其他溪河小型水电站遍及全县农村，

97．6％的公社，75％的生产大队都用上了电，农产品加工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川东气

矿产的天然气为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燃料，还部分用于城市人民的生活燃料。

1980年全县发电量1，028万度，化fIE55．8万吨，煤炭1 4．9万吨，砖瓦8，846万块，水泥

10，306吨，酿酒1，535吨，工业总产值完成4，818万元，利润总额为138．2万元。县、社

工业的发展对本县农业生产在资金积累和劳动力的安排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

至今，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4．860．73万元，竣工房屋面积29．7337r万平方米，人民物质

生活得到进一步改善。县境内还有中央和省、市属长寿化工厂、：四川染料厂、长风化工

厂、四jlI石油管理局川东矿区、四JlI维尼纶厂、重庆铁合金厂、安定纸厂等16个厂矿企

业单位。
’

交通；本县地处长江两岸，水陆交通较为方便。解放前仅有26兵工厂和长寿电厂修

的两节专用公路，全长约30公里}水上交通运输，除长江航运设有囤船运载客货外，县

内只有通往重庆、涪陵的大小木船30只，主要运输力靠人挑马驮。解放以来，全县的交

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1953年建成了全县人民盼望多年的长寿到垫江的公路，到1980年

底全县建起了长垫(江)和长渝(重庆)两条柏油公路，长涪(陵)和长邻(水)两条

碎石公路。这四大干线和县、社公路43条，通车里程达514．12公里，比解放前增加了

17．14倍。全县已有95％的公社通汽车，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交通网。县境内有

重庆市公共交通公司第五总站长寿车站、四川省运输公司长寿车站和长寿县汽车运输公

司等单位，拥有客货运汽车430辆，年客运量149．24万人次，客运周转量2，631．02万

人／公里，货运量55万吨，周转量1，764．33万吨／公里，装卸量182．01万吨，解除了肩挑

背负之苦。水上运输也有了很大发展，县境设有重庆港务局长寿中心港务站和长寿县水

上运输公司。1980年货运吞吐量85万吨，客运141万人次，每El有船只连渝通涪，往返

十分方便。

商业：本县为梁平、垫江货物的集散枢纽地。县城的河街地处长江边，素有“水码

头’’之称，是全县商业的中心。商务较繁荣，服务项目齐全，县内较大的公司都在此设

有网点。截至1980年底，仅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全县就有大小网点1，273个，职_T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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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体工商户81户。销售总额10，698万元，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1，231．66万元，工商

业税收达2，636万元，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市政建设：长寿县城系1799年县址迁驻凤山后而陆续修建的。房屋矮小，街道狭

窄，交通不便。解放后建起了环绕县城而去的长垫、长狮公路，六十年代在西岩上修好

了282．4米长的缆车道，七十年代又在桃花溪和龙溪河的出口处各架设了钢筋混凝士公

路大桥，使整个县城融为一体。居民点、住宅群鳞次栉比巍峨耸立。新建和改建的街道

宽敞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楼房林立，不断向前延伸，人们熙来攘往，变化很大。

四、文教卫生

文化事业：解放前，我县文化设施甚少。现在县内设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

院、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川剧院等，还架设了县至公社的有线广播线路153公里杆，

公社至各大队的线路1，057．5公里杆，社社有广播站，自办广播节目，开展业余文艺活

动。全县城乡计有电影放映单位76个，巡回放映电影。并有17个公社建立了文化站，丰

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另新建有体育场一处，建筑宏伟，内有容量为八千人的室内球

场，为我县开展体育运动奠定了基础。

教育事业：1949年全县有小学218所，学生13，499人，中学5所，学生930人，师范

1所，学生300人，共有教职员1699人。1980年已发展到小学503所，在校学生137，652

人，比1949年增长了9．2倍，小学入学率为98．5％。中学发展到58所，在校学生49，440

人，增长了52．16倍。本县还有中等专业学校2所：一为解放前的长寿简易师范发展而

来的长寿师范学校，现有中师班4个，小学教师短训班2个，学生300余人，一为长寿

县卫生学校，有学生288人。全县现有中小学教师6，510人，比1949年增长了8．3倍。托

儿所、幼儿园在城乡和厂矿企业兴起，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卫生事业：解放时仅有县卫生院1所，医护人员8人。1980年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94

个，卫生事业工作人员1，286人，病床I，128张，大队合作医疗站5il个，赤脚医生1，127

人。还有县属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定所、麻疯病医院等。随着防疫工作和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已基本控制了地方病和传染病流行，根除了4,JI,麻痹症和疟疾

病。计划生育工作也有了显著成效，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3．I％o，计划生育率

达到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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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县城一角

七十年代辟岭开发而成的新兴街道
——向阳街



缆车连城河道长冠西南
訇为长寿缆车j苴，全长284米，坡度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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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街心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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