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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和更替。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

的地位，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更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兼之，历史悠久，地名内容丰富，但由

于长期以来未作过系统的规范化的整理，地名存在不少问题t有的行政区名重复，有的一地

多名；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I有的用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地图上与实地上的地名对

不上号或错字，错位、错名和消失地名未销以及新增地名未标，这种混乱状况，给国家建设

和人民生活带来不便。

为适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在绵阳地区地名办的直接领

领下，于一九八。年八月三日至九月二十五日进行了地名普查试点工作；一九八一年五月又根

据上级的新精神进行复查，一九八二年十月，在地名普查四项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地名录的

编撰。在工作中，我们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点、注意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成就的原则，采取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按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对全

市地名进行了全面两细致的调查、整理和确认。在定名时，大部份沿用历史lFl名，为消灭现

有地名的混乱现象，纠正了错名四百零五条和错位十八条，删去消失地名十四条，新增地名

九百四十一条，最后确认标准地名三千一百九十九条。在((地名录努中，对生产大队以上的

行政区地名和重要的机关，企业、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和名胜古迹，都按要求作了一定

的介绍，其中对公社，镇，区、市和重要的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都按一求

写了概况材料，对所有地名，都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源，沿革和

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地名变革情况资料的采集截止于一九八O年底，各种数据以一九七九

年底的统计年报为准．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绵阳市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绵阳市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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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JII省绵阳地区概况

绵阳地区位子四川省北部．介子东经103。457—106。45’，北纬309 127—33’037之

间。东邻达县、南充地区，南接江津、内江地区和成都市，西连温江地区和阿坝藏族自治

州，北介陕西，甘肃省。面积四万三千六百六十八平方公里。一九八一年人口一千二百一十

七万余人，主要是汉族，还有藏、回，羌等少数民族。全区辖绵阳市和德阳，绵竹、安县、

江油，北JII、平武，广元，青川、旺苍，剑阁，梓潼、三台，射洪，遂宁、蓬溪，中江，盐

亭等十八个市，县。一百五十八个区。三十二个镇。一千零二十五个人民公社。绵阳地区行

政公署驻绵阳。据《绵阳县志》记载：“治北二里，有绵山、山南为阳，故名绵阳。” ．

一，历史沿草

绵阳地区秦属蜀郡。汉属广汉郡．唐代分属剑南道的绵州、汉州，梓州，遂州，剑

州，龙州及山南道的利州。宋升遂州为遂宁府，升梓州为潼川府，升剑州为隆庆府。各府

州分属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和利州路。元改成都府路为成都路、改利州路为广元路，废潼川

府路，降遂宁府为遂宁州，降隆庆府为剑州，新置安州。明分属成都府、潼川府，龙安府，

保宁府。清沿明制，从成都府划出绵州为直隶州。民国初废府，降绵州为绵阳县。降剑州为剑

阁县，以后分广元、南江二县地置旺苍县，各县分属绵阳、剑阁、遂宁三个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一九四九年建国后设绵阳专员公署，辖绵阳，德阳，安县、梓潼、罗江、绵竹，彰明，

广汉、什邡、金堂等十县。一九五三年，剑阁专署撤销，剑阁、广元、昭化、江油，青川，

平武，北川，旺苍等八县划入本区，划出广汉、什邡、金堂三县属温江专区。一九五八年，

遂宁专区撤销，遂宁，潼南，蓬溪，射洪，盐亭、三台，中江等七县划入本区。安岳、乐至

两县划入内江专区。将彰明县并入江油县，昭化县并入广元县。一九五九年并罗江县并入德

阳县。一九六八年成立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划潼南县归江津地区·一九七八

年撤销绵阳县建制，将绵阳县全部划为绵阳市．一九七九年成立绵阳地区行政公署。

=、自然条件

本地区北部属四川盆地西北边缘，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大致以广元一一江油一一绵

竹连线为界，西北为山地，东南为丘陵，平原，山地约占全区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丘陵约

占百分之五十，平原约占百分之八。山地主要由岷山山脉，龙门山脉和米仓山脉构成。地层出

露完整(从元古代到第四纪均有出露)，地质构造复杂，盆地边缘山区地带断裂发育，龙门

山断裂带是地震活动区域。在青川I，平武、北川一带有少数高山，海拔一般在三千五百米以

上，平武西北与松潘的界山雪宝顶海拔五千五百八十八米，为全区最高峰。西北山地连绵，

山顶多呈尖削状。山峦重叠，高峻雄伟。森林密布，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中山主要分布在旺

h、、§



苍，广元以北及广元，江油西北一带，一艘海拔一千至三千五百米。低山分布在广元、盒曩

阁、旺苍、梓潼、安县、德阳间和中江的西北部，海拔七百米以上，相对高度二百至七百

米。在山谷间，砾岩出露处，每形成挺拔险峻的隘谷，历为重要驿道和军事要地，以剑门关

最为有名。丘陵分布面积最大，是本区的主要农耕地带。其中深丘交错分布于上述低山地

区，海拔五百至七百米。相对高度一百至二百米。岗岭绵延。岭脊多呈马鞍形、长岗状，沟

深谷窄，坡寰较大。中丘形成于略近水平的紫色砂岩和泥页岩相间地区，相对高度五十至一

百米，绵阳以南三台，射洪、盐亭多属此种地形。浅丘相对高度在二十至五十米之间，主要

分布在紫色砂岩、泥页胄出露地段和涪江、凯江两岸的老冲积台地，经长期切割侵蚀、多呈条

状，顶部多浑圆，沟谷较宽，坡度平缓。平原面积较小，主要分布在德阳西南部和绵竹、安

县南部，属成都平原的东北边缘，地势平坦开阔，水网密布，农业发达。此外在涪江及其支

流沿岸，还有大小不等呈串珠状的冲积平坝，也是重要的粮油产地。

本区河流绝大部分属嘉陵江水系。嘉陵江千流从陕西入境流经广元，剑阁边缘出境流入

苍溪。区内汇入嘉陵江干流的主要支流有白龙江和东河。涪江是全区的主要河流，又是嘉陵

江右岸最大支流，发源于岷山南麓松潘县黄龙寺，流入本区平武，由西北向东南纵贯拿区在

遂宁出境，经潼南至合川汇入嘉陵江。涪江全长六百七十公里，支流呈树枝状，分布于本区

平武、北川、江油、梓潼、绵阳、安县、中江、三台、盐亭、射洪、蓬溪、遂宁等十二个

县、市以及德阳的一部份。涪江在江油武都以上属上游，两岸群峰耸立，河谷深邃狭窄，滩多

水急，洪枯水位变化大，不宜航运，适宜修建引水工程和蓄洪水库。涪江出武都后，进入江

彰平坝和丘陵地带，经绵阳、三台、射洪、篷溪、至遂宁南北堰，为涪江的中游。中游河道

显著增宽，平均比降千分之。点六至一点四，河网发达，左岸有芙蓉溪、梓江、青榈河(沈

水)，右岸有平通河、通口河、安昌河．凯江、邦江等较大支流流入。水量丰富，洪枯水位

变幅也较小，利于灌溉、发电和航运，沿河引水渠堰较多。遂宁以下为涪江的下游，不在本

区的范围内。此外，在绵竹、德阳境内还有绵远河和石亭江，流经本区西南部，属沱江水系。

本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暖夏热，四零分明。由于地形的影响，东南部与西北部

的气候差异较大，夏秋之交，西涝东旱，中部旱涝交错。全区年平均气温。南部(遂宁)

16．7。C一18。C。中部(绵阳)】5．4。C—16．9。C。北部(平武)13．9。C一15．1oC。(广元)

15．2。C一16．9。C。一月平均气温l遂宁(海拔二百七十八点二米)6．40C。绵阳(海拔四百
七十点八米)5．2。C。广元(海拔四百八十七米)4。9。C。七月平均气温，遂宁27．4。C。绵阳

26。C。广元26．1。C。平武24．2。C。极端最高气温39．3。C(遂宁)。极端最低气温一8．2。C广

元。无霜期二百五十三天(平武)至三百天f遂宁)。年降雨量八百六十六点五毫米(V-武)至

九百九十三点三毫米(遂宁)。但季节分配不均匀，夏秋两季降雨量占全年的百分之八十一

(遂宁)至百分之八十八(绵阳)。日照l南部三至九月每月平均在一百小时以上，中部大部

地区四至八月每月也在一百小时以上。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对农业

生产极为有利，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冰雹，多发生在四至八月，多出现在北部山区和涪江沿

岸一带。中部、北部夏季多暴雨，形成洪涝，最大日降雨量达五百毫米(安县秀水，一九六

四年)，日降雨量≥五十毫米的暴雨日数，西北部(北J11)年平均达六点七次，是本省暴雨

较多的地区之一。南部夏季常有连晴高温天气出现，形成伏旱，冬干舂旱是我区气候特征之

一，夏旱频繁，对我区农业生产危害极大。≥七级大风，东北部(广元)年平均为十一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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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本区土壤复杂多样，山地以黄泥，死黄泥、自鳝泥为主，但不及南部各县页岩形成的黄

泥粘重。其次，是部份紫色及杂色细砂页岩发育成的油黄泥、夹沙黄泥、红黄泥，还有少量

石灰土，石砾土等。丘陵区丘顶多为石骨子土，响沙土、紫色土，谷中槽沟地多紫色大土

泥，黄泥、死黄泥，谷地螃田(土)，多夹沙土，夹沙泥土，谷底常有冷浸田，下湿田，尤以

深、中丘地区分布较多。平坝土壤，江河上游近岸地带多为石砾土，中、下游近岸地带多为

灰沙土，坝中多有油沙土，夹泥土、夹沙泥土。

本区森林、矿产资源丰富，森林面积约九百多万亩，原始森林分布在龙门山脉的平武，

北川、青川等县，在绵竹，安县、剑阁和米仓山区的旺苍，广元等县有零星疏木林。高，

中山地带树种为云杉，冷杉，落叶松，桦木、杨树等。低山和深丘树种，多为马尾松，杉、

柏，桤木、青桐等。在原始森林区里，栖息着珍贵动物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苏门羚、

小熊猫、毛冠鹿、麝、雪豹、血雉等二十余种。世界稀有珍贵动物大熊猫的故乡一一王朗自

然保护区，就在平武县境内。此外，还有品种繁多的名贵中药材如虫草、贝母、三七、。天麻、

杜仲等。

矿产资源。主要有磷、煤，铝土，铁，硫铁，钾长、食盐、天然气、长石，石英，锰、

铅、铜，锌、银、金等。其中除食盐，天然气产于地区南部外，其余均集中分布在地区北部和

西北部的龙门山和米仓山一带。磷矿产于绵竹、安县，煤产于广元，旺苍、绵竹、安县、北

JII。铝土，铁，硫铁以江油，广元，旺苍，绵竹的储量较丰富。钾长主要产于旺苍。

三，农 业

一九八一年全区有耕地一千三百一十一万亩。其中：田，五百二十四万亩，土，七百八

十七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大宗，小麦、玉米、薯类次之，还有高梁、大麦、养子，豌

豆、葫豆等杂粮。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还有油菜、花生、芝麻、甘蔗，烟草、麻类等。建

国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生产十分落后。一九四九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仅三十二亿二千七百万

斤，平均亩产二百多斤。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事业发展很快，建成中型水库十六座，小(一)

型水库一百七十一座，小(二)型水库一千五百四十七座，山平塘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一十九

口，渠堰三千五百二十条，抽水机站五千三百四十七处，总蓄水量达到三十亿。一千。六十

六万立方米，保灌面积四百七十万。八千五百亩，防涝抗旱能力大为加强。特别是兴建了人

民渠四、五，六、七期工程。把都江堰的水引至绵竹、德阳、安县，绵阳，中江，三台，

射洪等县，使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四百亩±地得到自流灌溉。农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到一九

八一年农机总动力达一百六十八万八千马力，其中拖拉机达到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三台，三十

九万二千马力。一九八O年机耕面积达到二百七十三万七千六百二十五亩，占耕地面积的百

分之二十点九。实行科学种田，改进耕作栽培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合理施肥，使农业生产

不断增长。一九七九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以来，农村不断推广和完善各种形式的

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更出现全面发展的大好形势，一九八一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八

亿七千五百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十六亿七千二百万斤，粮食亩产四百四十四斤。社员

人平粮食产量七百一十八斤。人平总收入一百二十九元。

零



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多种经济发展也快。一九八一年束全区生猪饲养量达到六百四

十五万四千七百七十九头。出槽肥猪三百七十八万一千二百三十三头。经济林木有油桐，核

桃、乌桕，油茶、橄榄，楠竹，花椒、生漆，柑桔，茶、桑等树种。全区沼气发展也较迅

速，一九八一年已建成沼气池三十八万四千口· 。

四、工 业

本区建国前工业极端落后，除少数分散的手工业作坊外，只有设备简陋，频子倒闭的一个 一

棉纺厂和一个煤矿。建国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扩

建、新建了一批企业，全区工业有了很快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全区丁．业企业达四千七百八十九

个。其中地属企业四十七个，县属企业四百四十八个。地县企业一九，＼一年产值为八亿五千四

百七十三万元。主要有煤炭，生铁、石油，棉纺、棉织，针织、缫丝、丝织，机纸，罐头、

硫酸，合成氨、溶剂、磷矿石、硫精矿、碳酸氢铵、过磷酸钙，日用陶瓷，火柴、建材、

水泥等。机械工业有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特别是直接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氮肥、磷肥、

农药等产品，有了迅速的发展。工业产品达二百多种。一九八一年，集体所有制工业达四千

二百二十三个。总产值达四亿八千九百六十三万元。其中社办工业有三千四百一十八个，总

产值为二亿二千五百六十八万元。一九八一年全区工业总产值(按一九八。年不变价计算)

为一十七亿一千八百六十二万元。

五、±特产

土4．’j产品主要有绵阳、三台的麦冬，遂宁、莲溪的自芷，江油的附子，中江的白芍，丹

参享有盛名。青川、平武，广元，旺苍，剑阁的核桃、木耳、银耳、生漆、桐油，江油、北

川、安县、剑阁的棕片，：tLJIl，平武、旺苍的绿茶，边茶，蓬溪柚子，射洪、遂宁的青苹，

广柑，绵竹的叶烟等，都是我区著名的土特产。除满足国内需要外，有的产品还供外贸出

口。手工艺品主要有剑阁的手杖，简称“剑杖"，取材野生藤木，木质坚硬、刻花精细、别

致，形状奇特，畅销国外。广元的百花石刻，德阳的潮岛，都是外贸出口物资。付食品主要

有t绵竹大曲酒，剑南春，射洪沱牌曲酒，三台的潼川豆豉，德阳的味精豆油、可鸡．邈宁

的五香豆腐千，广元的核桃饼，蓬溪的姜糕，芳香味美，均较有名。德阳县罗江的“天府花

生”还远销国外。

六、交通，邮电

建国前，本区交通闭塞。唐代李白诗。“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来形容

“蜀港之难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劈开f LI除，修建了宝成铁路，由北向南贯穿我区，接着又

修建了德天，广旺铁路，从此蜀道变坦途。公路建设突飞猛进，到一九八一年，全区公路通

车早程达一万零二十三公里，比建国初的九百四十八点五公早增长十点五倍。全区基本上实

现了社社通公路。主要公路干线已基本上实现了渡口桥袒化和略面黑色化。一九八一年，全

区有客货汽车一万二干四百二十一辆，有五个省属汽车队。每个县有县汽车队，有些介业还；

有专业车队，多数公社有了汽车。水运以烹陵江，涪江为主。其较大支流白龙江、梓江、妻$：

江等也可通航，全区水运通航里程一千零九十七公里。全区铁路、公路、水运互相配合，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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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以绵阳、广元，遂宁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

本区邮电事业发展迅速，邮电服务机构遍及全区，电报、电话通到公社和部分生产大

队。县至区开通了载波电话，报刊发行到生产队。同时开辟了绵阳至剑阁、平武、．．-IL JII、射

洪、遂宁，广元至旺苍，南江，宝轮院至青川、碧口等汽车邮路九条，一千一百二十四公

里．德阳至汉旺火车邮路一条，四十一公里。除青川外，各县县城都能看到当天省报．一九

／k---年报刊、杂志期发数量达一百三十三万份。

七，文教，卫生
‘

建国后，本区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一九八一年区内有小学一万零六百五十四所，在校学生

一百九十五万五千零五十四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三点四I普通中学三百二十一

所，在校学生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四人I中等师范学校十一所，奋校学生六千二百五十人·

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共十万零四千八百七十五入。另外，地，县还办有教师进修学校十九所，

中学教师进修的二干七百余人，其中函授一千九卣余人，小学教师进修的二万四千二百余

人，其中函授二万三千一百二十八人，使中、小学校教师不断得到堵讥和提高。地，县有专

业剧团二十八个，演职员一千七卣一十七入，影剧院三十七个，文化馆十九个，图书馆十四

个，新华书店五十个，县广播站十八个，通有线广播的生产队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大活

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医疗卫生。建国前，地、县仅有医院二十二所，病床一百八十四张，医院设备十分简陋，

人民群众治病非常困难。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卫生事业大大发展·

一九八一年，全区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站I农村卫生院有一千一百一十所，病床一

万四千三自六十四张，地、县(市)医院八十五所，医务人员二万二千四百五十三人，病床

一万耷六臼九十二张．地、县(市)还设有卫生防疫站十九个，妇幼保健站十九个，地区还斟

卫生学校和中医学校各一所。地、县(市)医疗、防疫、妇幼、卫生机构的不断健全，初步

形成了防治结合、平战结合的农村医疗卫生网。讲卫生，除疾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新

风尚大为发扬。全区已治总血吸虫病人二十万九千人。在血吸虫病流行的一百三十六个公社

中，已有十二个公社消火了血吸虫病，江油县全县消火了血吸虫病。计划生育工作，近几年

来成绩显著。一九八一年人口出生率J?惮至千分之十四点七三，人口净增率下降到千分之七

点二，死亡率减少到干分之七点五三。

八，革命文物、名胜古迹

本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壬苍、广元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至一

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先后在旺苍、剑阁，广元，青川，江油、梓潼，绵阳，平武，．itJlI，

安县等十县，建立县，区，乡，村苏维埃红色政权多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留下的革命文

物十分丰富。列入省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三处·江油县城内“红军胜利纪念碑"。广元县

境内红军“标语碑林”。剑阁县城墙上的巨幅石刻《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中江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士的故乡，中江县城设有“黄继光纪念

馆”．

本区的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也很多，列入国家和省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有一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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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皇泽寺摩崖造像。皇泽寺距广元县城二华里，位于嘉陵江西岸，鸟龙山脚下，倚山

抱水，瑰丽如屏，相传唐代以前就有了这座古庙，旧名乌奴寺，亦名川主庙，后因唐女皇武

则天出生在广元，人们为了纪念她，改名为皇泽寺。寺内的摩崖造像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位于广元县城北，沿川陕公路约行四公里处，造像规模宏伟，雕

刻精湛，从南到北长达三百二十余米，现存佛龛长约一百五十米，大小佛龛四百多个，佛像

七千余躯，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绵阳市汉平阳府君阙。位于绵阳城北面，沿川陕公路行四公里，荚蓉溪畔的仙人桥旁·

突兀屹立，玲珑多彩，端庄壮丽，因建于汉代，故简称汉阙，是全国现存二十多处汉阙中较

为完整的一个。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梓潼卧龙山千佛崖。在梓潼县城西三十余里的卧龙山顶。有三窟四十余龛，大小佛像三

百六十八躯，除一龛为明末重刻外，其余均系唐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所凿造。魇省文

物保护单位。

。广元观音崖．在广元城西南三十里嘉陵江东岸的断崖上，造像龛窟坐西向东，南北约长

一里，现存五十龛一窟。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

剑阁鹤鸣山石刻及其道教造像。鹤鸣山，又名东山，在剑阁县城东一里，一峰峙立，众

山环绕，山顶有石塔，十分壮观。相传山上曾有黄鹤栖鸣，因而得名。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绵阳市玉女泉石刻道教造像。玉女泉在绵阳火车站西侧的西山山麓，与子云亭毗连，泉

边有唐代石刻道教造像。玉女泉水自石隙中流出，石罅集水一泓，清沏如镜。属省文物保护

单位。 。

梓潼县李业阙。原在梓潼县南门外李节士祠内，六四年移祠外建亭保护，现存阙身一

块，高二点五米，宽约一米，上刻隶字“汉侍御史李公之阙，，。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德阳县上庸长阙。位于德阳县黄许镇西一里的蒋家坪，阙早巳残损，现存碑石和碑帽，

嵌砌在砖龛中，石上尚存“上庸长"三字。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江油县窦圃山。位于江彰平原边陲的涪江河畔，距武都镇十五里，相传为唐代彰明主簿

窦圈隐居的地方。他于此开山修路，建筑宫观庙宇，因而得名。圈山三峰矗立如圈(圈是上

小下大的圆形米仓)，形若画屏，登上顶峰，俯瞰涪江，水天一色，江油全景，尽收眼底，

顶峰景色，四时变化宜人。春光鲜艳灿烂，夏日苍翠葱绿，金秋明媚爽朗，冬时银装素裹，

为我区一著名游览胜地。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

平武县报恩寺。在群山环抱、一江曲绕的古城平武东北山脚下，“金碧交辉，琉璃争

耀"，建筑雄伟，它是我省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式建筑群之一。报恩寺创建于明正统五年

(公元一四四。年)，建成于天顺四年(公元一四六。年)。占地二万四千平方米。一派宫殿

式设计，一色楠木结构，以大雄殿为中心，前有天王殿，后有万佛阁，左有大悲殿，右有华

严藏，并辅以二幢，二狮、三桥、山门，钟楼，南北碑亭等，相互陪衬，布局严谨，气势雄

伟．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梓潼县七曲山。七曲山距梓潼城北二十里，川陕公路横穿其中，双峰突起，古柏森森，

行至林中，如入绿色海洋，殿字楼阁，隐约出现于林扉之间，时起时伏，真有“路从古柏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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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楼向云峰缺处开"之感，因山路从古柏中盘转七曲而上，故名。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江油县李白故里。属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江油县城南三十里的青莲场，位于涪江与盘江

合流处。李白故里，除陇西院外，还有太自祠衣冠墓，粉竹楼、月圆墓，洗墨池等处遗迹。

一九六二年当李白逝世一千二百周年时，省文化局决定筹建李白纪念馆，但是，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筹建工作一度中断。粉粹“四人帮”后，省，地，县宣传文化主管部

门又继续筹建。现已在江油县城风景秀丽的西郊正式建成“李白纪念馆”，一九／k-年十月

正式开放。

t 射洪县金华山。金华山在射洪古城一一金华镇北。据县志记载，“金华山、其山贵重而华

美，故名’’。梁天监年间(公元五O二年至五一九年)建金华山观。唐代名九华观。玄宗时

(公元七一三年至七五六年)重修。宋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改名玉京观。以后元，

明，清三代都屡有培修。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蓬溪县宝梵寺。宝梵寺在蓬溪县西二十五里的跃进公社。始建于北宋，初名罗汉院。宋

治平元年(公元一。六四年)敕改名宝梵寺，南宋淳熙十一年(公元一一八四年)冬，又进

行过培修和改建，后因战乱，寺遭焚毁。明正统二年(公元一四三七年)建大雄殿，成化二

年(公元一四六六年)在大雄殿彩绘壁画。壁画内容为罗汉，菩萨、天王、护法等形象及佛

教故事，至今保存得较完整的十一幅，共一百五十平方米左右。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剑阁县觉苑寺。觉苑寺在剑阁县武连驿西!#里，规模宏丽。现有楼殿三重和两廊厢房数

十间，合围成两个大院，台阶整齐，由前面遗遥楼至大雄殿、后殿，层层升高，石级井然，

颇为壮观。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

德阳县庞统墓、祠。庞统墓、祠在德阳县白马关川陕公路旁，为庞统落马之处，曾立

“落风坡”碑。属省文物保护单位。

男外，我区还有多处名胜，概述为下：

剑阁县翠云廊。自剑阁东到阅中，西至梓潼，三百余里的大道两旁，有很多古柏，为明

代剑州知州李壁倡植，大可数人合抱，高拂云天，如苍龙蜿蜒，炎夏行路，凉爽宜人，故清

人乔钵题为“翠云廊”。剑阁县境内的古柏，现尚存八千一百多株，已由国家挂牌编号，进

行管理保护。

剑门关。剑门关位于剑阁县城北偏东六十华里的大剑山。大剑山峰峦起伏，万仞倚天，

婉蜒如城，至此峭壁中断，两崖相对如门，故名“盒Ui'-J"。因其山势巍峨，道路险峻，索以

“天下雄关"著称，今日剑f-j，气势更加磅礴。正如郭沫若同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游剑

门关时题诗所云：

金,lJI-J天失险，

秦道栈无迹，

群峰齿尽黑，

主席思潮壮，

如砥坦途通，

汉砖土欲融，

万砾色皆红，

人民天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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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概况

绵阳市位子四JlI盆地西北部。界于东经104。337至105。07’和北纬31916’至31．43’之间。

东靠梓潼县，南邻三台，中江县，西南与德阳县、安县交界，北与江油县相连。川陕公路纵

穿市区，宝成铁路通过市区西北部的新皂、普明、城郊，石马，东林等公社。涪江于绵阳南

山山麓纳安昌河经三台、射洪，遂宁至合川县汇入嘉陵江。市中区三面临水，一面靠山，是

川西北水陆交通要道的新兴卫业城市。地区行署和市人民政府驻市中区，是全地区和全市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市共辖十个区。其中，市中区下设三个街道办事处，十九个居民委员会，农村有九个

区，四十四个人民公社，三个镇，四百四十五个生产大队。市区面积一千五百一十五平方公

里。东西长六十三公里，南北宽五十一公里。人口七十六万多人，其中城市人口十六万一千

多人，绝大多数是汉族，有极少数的回族·

(一)历史沿革

绵阳在秦统一中国后属蜀郡。汉高祖时，绵阳即名涪县。王莽时，改涪县为统睦。汉光

武帝时，复名涪县。到西晋怀帝永嘉元年时(公元三。七年)，又将涪县改名为涪城县。东晋

孝武帝移郡至绵，称之为梓潼郡。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公元五一四年)，升涪县为潼州，西魏

废帝元年(公元五五二年)，改潼州为巴西县，并为巴西郡治。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五八

五年)，升县为州，以绵水而更名为绵州。隋炀帝大业初，改绵州为金山郡。唐武德元年

(公元六一八年)，又恢复为绵州。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又复名为巴西郡。唐乾元

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复称为绵州，属剑南东道。五代时期，绵州属蜀郡，后又改为巴西

县治。宋代为绵州巴西郡，属成都路，州治设此。元代绵州初属成都路管辖，元代后期绵州又

改属潼川路。明、清两代皆称绵州。明时改属成都府，清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升

为直隶州，历代名称改易，疆域有广为狭。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三年三月，始改绵州为绵阳

县，因城北有绵山，山南为阳，故称绵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称绵阳县。一九七六年

二月，经国务院批准，将绵阳城关镇及城郊、开元，园艺、石塘等四个公社从绵阳县划出，

建立绵阳市。一九七八年四月，撤销绵阳县建制，将绵阳县全部划为绵阳市．

(：)自然条件

绵阳市属浅丘。其中河谷平原约占十分之一。境内平均海拔五百七十八米，最高山是市

北柏林公社蓥华山，北接孟津寺，东望五德观，西靠马鞍山，南连圆包梁，海拔七百二十八

米。较大的河流有涪江，源出松潘县黄龙寺，经平武、江油两县出北向南，流经市境内龙门，

石马，青义，城郊，石塘、塘汛、小枧沟、松垭、丰谷九个公社，向南出境入三台县，市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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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区商业街道——《大现园商场》西口．

图为市区交通要道——临园口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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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人民公园人工湖一角。



图为精神文明单位——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校园一角

图为省精神文明单位II四川省绵阳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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