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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以独特的形式记载着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

标志之一，每一地名都赋有风土人情，历史事件、族姓聚居，地貌象形等方面的意义。

地名的重要性和运用广泛性在于它涉及人民生产，生活，社会交流等各个方面。地名随

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变化。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使其用字混乱，含义

不明。就我县历史而言：从出土文物和民间传说可上溯至西汉年间，但由于地处山区，

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的兵燹，外徙内迁等因素，所以文字记载很少，有些沿革悠久，含义

丰富的地名却很少为群众了解．讹传、误称普遍，知其名不知其义，或知其音不书其字。

特别是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的十年内乱期间大搞“一片红，，，地名更替频繁，造成新

的混乱，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

不便。

为改变这种状况，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我县从一九八一年三月至一九八

三年十一月，历时两年零八个月，以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为基础，对图上原有的四千五百

五十九条地名逐一反复核实，纠正了错字，错音，错位共四百七十六条，删去消失地名

二十条，新增地名六百三十条。对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均按规定进行了命名，更名，

并布告全县，基本达到了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结束了我县地名长期混乱的状

况。
’

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在各方面大力协助下，外

业工作深入扎实，资料收集齐全丰富。内业整理过程中，又经有关专业部门、单位校核

审定，形成了一套以地名为提挈，罗织诸面，具有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使地名普查

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服务，现将

地名资料汇编成《万源县地名录》印行，以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本地名录收集了各类地名概况七十一份，辑录了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及驻地、自

然村．街道、自然地理实体，大型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名称共五千一百六

十九条，并加注了拼音，作了扼要的注释，在标注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基础上、缩制成

二十万分之一地图，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有方位意义的、重要的各类地名，

为便于检索地名和管理地名，每条地名按首字笔画顺序编了索引．为尽可能以地名为轴

线，直观地介绍我县的自然风貌、特点，特产、工农业生产及名胜古迹等方面的情况。

Ⅸ万源县地名录》是这次地名普查的结晶，并经过各级政府核定批准，具有法定意

义。今后，凡使用万源县地名时，均应按本地名录为准。

本地名录所引用的数据，除注明时间的，均为县统计局一九八。年底的统计数。

万源县地名领导小组

～九八四年七月



万源县概况

万源县位于四川省东北边境，大巴山腹心地带。东连城口，南接宣汉，西与平昌，

通江毗邻，北与陕西省的镇巴，紫阳交界，为联结川陕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索有“秦

川锁钥黟之称。全县范围在东经107。281—108。317和北纬31。387—32。21"之间。总面积

3660平方公里。共辖九个区，一个区级镇、五十个公社，三百六十八个大队、一千九百

九十六个生产队。一九八O年年终人口为三十九万一千零五十人，其中农业人口三十五

万二千九百零八人，非农业人口三万八千一百四十二人。除极少数回、蒙、满，京，

壮、彝、朝鲜族外，其余均为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太平镇，位于县中部偏北，地理坐标

为东经108。02t，北纬32。047，海拔647米。

i历史沿革

万源县地域，在秦朝时属巴郡，西汉时属巴郡宕渠县。东汉和帝时分巴郡之东置

宣汉县，今县西部之巴河流域(河口，草坝、黄钟，竹峪四区)属汉昌县，东部中河、

后河、任河一带属宣汉县。晋永和中，析宣汉东北境置东关县，属晋昌郡。东晋时归属

梁州宕渠郡宣汉县。南朝刘宋时，于境内固军坝设东关县，属巴渠郡。南齐仍沿袭为巴

渠郡东关县。梁时为并州南晋郡东关县，州、郡、县治均驻固军坝。隋初为并州宣汉

县，旋改属通川郡宣汉县。唐初为南并州东关县，不久改属达州通川郡宣汉县。北宋时

置达州通川郡，省宣汉入东乡县，并于现旧院坝设通明院。南宋时置达州通川郡，今县

境东部一部分属东乡县，一部分属新设通明县。通明县治驻旧院坝。元朝初年，置四川

南道宣慰司重庆路，东乡县与通明县为其属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一二八五

年)撤销通明县，东乡县，置夔州路达州通川县。明初置四川省夔州府东乡县。明武宗

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分东乡县的太平里设置太平县，县治驻今太平镇，隶属达

州。清朝初年，太平县属夔于I'1府。雍正六年归属绥定府。嘉庆七年(公元--／、,0二年)

升为太平直隶厅、直隶川东道。道光二年(公元一八二二年)移厅同知驻城口，太平又

降为县，并将巴州所属之锅团园，秋坡梁等处，通江县属之竹峪关，黄钟堡等处，划规

太平县管辖，大略成现今之地域。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因原太平县名与外省重

复而定名较安徽太平县为后，即以县东北有万顷池(在今白沙工农区石塘公社境内)邻

邑之水多源于此，更名为万源县，属东川道。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红军解放万

源，于境内设万源、红胜、城口三县，县苏维埃分别驻今太平镇，罗文坝、大竹河。一

九三五年划属四川省十五行政督察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一九五。年划属川北行

署达县专区。一九五三年川北行署撤销，属四川省达县专区。一九七八年四月，原县属

白沙区的白沙，沙滩、水田，石塘，八台，花萼、曹家七公社划出，置县级行政区

一一白沙工农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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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大巴山南折皱地带。大巴山主脉自西北向东南绵亘于县境北部。境内峰峦

起伏，地势由北向南倾斜，背斜山脊与向斜谷地平行排列。南流水系的各主干河流，都

横切构造线，形成许多V形山谷。相对高差在千米以上，长坝以北，山岭海拔1500——

2000米。著名的花萼山主峰高达2380．4米，东北部石灰岩广泛出露，山坡陡峭，地面崎

岖。长坝以南海拔在600——1500米之间。西南部山势较缓，为县内主要农作区。境内

山溪河流纵横，确实堪称“万水之源秒。县东北有任河自城口县入境，向北经陕南紫阳

入汉水。发源于境内的中河，后河和澌滩河，分属州河与巴河的上源。中河流经东南，

后河纵贯中部，均南流入宣汉，澌滩河西流入平昌县境。境内土壤多为紫色土和黄壤，

紫色土成土母质较年轻，肥力较高，适合各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生长。

本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月平均气温3．5。C，七月平均气温

25"C，年平均气温14．7℃，全年无霜期平均236天，年降水量平均1170毫米，雨量大多集

中在夏、秋两季。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O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9781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254．3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7195万元，占73．6％，工业总产值2586万元，占26．4％。

全县耕地45．7YY亩，占总面积的8％，其中水田18．6万亩，占3．4％，林地175万亩，

占31％，宜林荒山180万亩，占34％，草坡牧地94万亩，占18％，河流、住宅、道路、岩、石

约50万亩，占g％。广阔的山林草场为发展林牧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九八O年全

县森林复盖率为30．5％，木材总积蓄量约为222万立方米，可采蓄积量约为40万立方米，森

林大多集中在东林山、黑宝山等处。用材林以松、柏、杉、枞为主，杨、枫、樟、椅次之，亦有

银杏、红豆、水杉、柳杉，马挂树等珍贵树木。经济林木，全县青桐林20多万亩，漆林3

万多亩，核桃60万株，油桐300万株，茶园5．4万亩，各种果树300万株(其中苹果70万株)，

棕树100万株。一九八。年产茶叶8036担，木耳127担，核桃4335担，油桐7454担，苹果

10187担，棕片1296．6担。其它如中华猕猴桃，银、木耳，香菇、蚕茧等都是重要产品。

县内出产中药材1000余种，其品种、产量均为川北之冠，萼贝、皮桔为万源所独有，此外

还出产黄连、天麻、杜仲、麝香等名贵药材。

畜牧业以饲养生猪、黄牛、山羊为主。生猪一九八O年饲养量29．4万头，年末圈存

18．7万头，当年出槽10．8万头。大牲畜一九八。年终存栏5．5万头，出售商品牛7322

头。山羊年饲养量为g万只，出售商品羊2．3万只。板角山羊，旧院黑鸡为省内著名的

禽畜优良品种，已列入《省地分志》。在林牧业生产项目中，茶叶、速生丰产林、肉

牛、生漆由中央列为基地生产县，木耳、棕片，核桃，药材，猕猴桃由省列为基地生产

县，苹果由地区列为基地生产县。故有“十大商品基地黟之称。

农业生产，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红苕，洋芋为大宗。一九八。年全县人

平产粮800斤，人平集体分粮630斤，粮食总产28030万斤，为一九四九年的3．3倍。其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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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10158万斤，玉米5082．2万斤，小麦2819．97Y斤，红苕2483．3万斤，洋芋6484．2万斤。

经济作物以晒烟、油菜、苎麻为主，一九八O年产毛烟12900担，白肋烟3050担，油菜

籽38470担，苎麻2450担。社队企业总产值一九八。年达到i559万元。农村人口人平集

体收入138元，人平从集体分配102元。解放以来，全县兴建水库小乙二型14座，堰塘

2602口，蓄水量4492万立方米，电灌站35处，有效灌溉面积10．3YY亩。建设稳产高产农

田8．5万亩。农村水电站46座，装机容量2857]毪。

万源境内蕴藏多种矿产资源，煤、铁、铝、锰、钡、硫磺、石膏，石灰石，钾长石等储

量均甚丰富。但解放前县内仅有手工操作的小铁厂和锅罐厂。解放以后，丰富的自然资源

才得到开发利用，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县境内除省、地所属的大型铁厂、电厂外，

县里兴办了采煤、炼铁、水泥、氮肥、电力、陶瓷，农机、胶鞋、饮料等多种工业企业。

一九八O年县属企业产原煤12．1万吨，生铁6199吨(万新铁厂)，水泥3．3万吨，碳铵1．3

万吨，发电311．5万度，陶瓷257．36万件，锅罐17．4万件，胶鞋20万双，酒类1705吨(其

中：万源酒厂i211吨，社队企业494吨)。工业总产值为一九四九年(228万元)的10多倍。

万源地势，山高路险，坡陡谷深，交通十分不便，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肩挑背磨。解

放前唯有一条过境的汉渝公路，但未通车。解放后，党彳Ⅱ政府大力发展山区交通事业。

现在，境内铁路有纵贯南北的襄渝铁路和万(源)自(沙)支线，公路有省道汉渝线及

县道魏(家)罗(文)、万(源)白(沙)、官(渡)大(竹)等干线，九区一镇，

48个公社都通了公路，通车里程641公里。全县一九八O年底有汽车210台，其它机动车

辆500台，年货运量17．6万吨，客运49．9万人次。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工农

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一九八O年国内纯购进总值达2480

万元，国内纯销售总值达4965万元，社会购买力达4896万元。

四，文教卫生

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仅有学生90余人，有小学190所，学生3330人。一

九八。年已发展到有中学10所，在校学生13384人，小学780所，在校学生68073人，师范

学校一所，在校学生327人。另有党校、农民技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卫校、幼儿园各一

所。县城内有文化馆、工会俱乐部，驮山公园，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广播站，川剧团

、县业余文艺队等单位。还有影剧院两处、区，公社有电影院14处，露天电影场11处，

公社电影放映队32个。有公社文化站25个，公社广播站43个，电视差转台4处。

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八O年县、区、社医院巳发展到60所，

共有病床864张，医务人员905人，大队合作医疗站364处，赤脚医生703人。县有防疫站

一个，妇幼保健站一个。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一九八

O年为5．19‰。

五、古迹和文物

城郊天马山顶有文星塔，一八八五年建。

新店公社驻址前立着的一对刻有“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对联的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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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九三三年红军时期魏传统同志所书，现列为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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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源县太平镇概况

太平镇(即万源城)位于大巴山南麓，川陕边陲，距行署驻地达县市150公里。据旧((万

源县志))载，自明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始建太平县起，该镇一直为县治所在地。

解放前夕，该镇辖16个保。一九四九年十--yj解放，一九五二年土改建政，将其在

农村的10个保分别组建为庙沟、坪溪，茶垭、长石等乡。原城内6个保仍为城守镇，属

城守区辖。一九七二年并城守区长青公社入该镇，升为区级镇，更名为城关镇。一九八

一年地名普查，复划长青公社归城守区辖。因镇重名，溯其原县名“太平’，之故，经地区

行署达署发(1981]137号文件批准更名为太平镇。

该镇地处山间平坝，背枕“驮山挣，前望“翠屏’’，左依“天马’’，右靠“马鞍"，

四山环抱，后河南流。海拔647米。年最高气温39oc，最低气温一9℃，年平均降水量

1170毫米，面积1．57方公里。主要街道14条，6个居委会，52个居民小组，20247人，除

极少数回，蒙．壮、朝鲜族外，均为汉族。

工业：解放前仅有私营太平锅厂一家和火炮业、铁匠铺等个体小手工业。解放后、

工业迅速发展，镇内的县属厂矿主要有万新铁厂、锅罐厂，氮肥厂，水泥厂，陶瓷厂、

农机厂、饮料厂、建筑公司⋯⋯。镇办合作工业一九五八年开始兴建，现已发展到二轻

系统和镇办电石厂，五金厂、二农机广、胶鞋厂、木器社、棉织厂，服装厂等30多家，

有职3=1393个，一九八O年总产值达489．56万元。

财贸：解放前该镇仅有零星的几家摊贩。现已发展到百货、五金，农产、外贸，食

品、粮油⋯⋯直到大小餐旅馆，近百个营业单位。市场繁荣，购销两旺，是川陕边境物资

集散的贸易中心。另有县人行、农行、建行和四个街道营业所。

交通：解放前只有唯一通往达县的一条公路和一台破旧货车。解放后，陆续建成贯

穿该镇的“汉渝"公路，“襄渝"铁路干线，又修建了从该镇通往白沙的“万白一公路和

“万白，，铁路，以该镇为中心点的公路交通网和全县48个公社相通，每天从该镇出入驶向

全县各地机动车辆达2000余车次。火车，汽车南来北往，该镇已成为川陕交通咽喉之地。

文教：解放前仅有县立初级中学和镇办完小各l所，两校学生不N300人，现巳发

展到完中、初中、中师各1所，小学两所，学生达4499人，另有幼儿园2所，入学儿童

530人。机关职工托儿所l所，还有教师进修学校l所，文化设施有县属电影院1座，川

剧场l座、文化馆、广播站、新华书店，还有镇办文化站和业余剧团。

卫生：解放前除有几家私立中药铺外无正规专业医所。现已发展到县、区、镇三家医

院和四个街道医疗站。大型厂矿和重点学校均有医务室。还有县属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

站各一所，全镇共有医护人员262名，病床205张。一九八。年人口计划生育率96．5％，

人口自然增长率2．8‰。

镇内纪念地4处：李家俊烈士纪念碑，川陕革命根据地万源县苏维埃政府住址，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万源保卫战军事会议会址，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旧址。



现 名

万源县

太平镇

城守区

。太平

东街

翻身街

南街

铁匠街

红卫街

跃进街

裕丰街

后街

河街

火炮街

红星路

红旗路

新华路

和平路

汉语拼音

Withyu／tn XiAn

TAiping Zhen

Ch6ngsh6tt Qd

Taiplng

Dong j ie

Fanshen Ji邑

NAn Jie

Ti邑jiang J ie

H6ngwei Jie

Yuejlll Jie

Yftfeng Jie

H6u Jie

H6 Jie

Hu6pgo Jie

H6ng Xi ng L讧

H6ngqI La

XInhtta Ln

Heptng Lft

备 注

公元一五一五年设置太平县．一九一四年由于县名与外
省重复．即以县东北有万嘎池．邻邑之书多源于此．吏
名“万潭”至令．

一九五。年连镇．名“城守”．后寿“城关”一九八一
年Ⅸ原署名“太平”更名太平镇．

一九五一年建区为一区．一九五七年以斌区范围环绕县
治“太平”得名城守区．

从设置太平县开始．一直为县，缜治地、t名为城守．
城关．一九八一年随镇名更两“太平”．

此街一九六五年剐为l工卫路东段．一九八一年议所缝方
位命名痔“东街”

原是荒地．解放初政府为贫民建住宅．故石．

位于老县府南面．故名．

解放前膏有几家蚨匠铺．
^

一九六六年为虹卫路中段。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时．沿
用原名称． ，

原是荒地，解放初政府建贫氏住宅．名幸福街．一九六
五年曼命跃进街．

i

解放前。此街是万源县最有名望的商号，敞名．一九六
六年划为红卫路北段，一九八一年恢复屎名称．

位于河街后面．{眭名．

此街旁沿后河而建．故名．

解放前有几享史炮业。故名．

原名关庙坝．解放后更用此名．

原名八五路．一九五一年改名为虹祺路至今．

因新华书店谩在此路．敬名．

朦名内井滞路．一九五0卑改名两和平路．

6 太平镇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