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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氍鬻·
大竹县人民政府办公大倭

竹阳镇地处汉渝，川鄂公路交汇处，与区乡公路相连，

乡乡通汽≯，图为北门转盘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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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美术陶瓷厂生产的工艺美术陶瓷和低压电瓷器等八十

箩个产品，畅销国内外。图为女工正在精心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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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竹I_东柳醪糟-久负盛名，畅销省内外，其年生产能力

迭六十多万斤，是大竹县的传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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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在不断

地形成和演变J解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地名变化更大，并出现重名、
_ t
一 ’

错字、一地多名，含义模糊和不健康等现象，特别是文革期间，大搞地名“一片红’’给地名

造成严重混乱，给四化建设和人民交往带来了困难。
‘

．

，
●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

们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对地名普查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指示，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始，在
。

t

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这是一项“一代人做，百代人用’’的一件大事。三年以

’

来，我们对全县重名或以序数命名的两个区，一个镇、十四个公社，二百二十二个大队，五
‘

千七百八十六个生产队，作了更名和重新命名o'同时，以l：5万地图为基础，对属于这次
’ ，

普查范围的地名进行逐条核调，原来地名中的错位，错字及遗漏，都进行了增删和纠正，基

4

本上达到了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经地、省地名办公室验收后，巳
。 ‘

。。 j
’

按规定上交。
‘

’

●‘

．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名普查成果的作用，我们根据上级规定，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汇编成《大竹县地名录》，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名称和重要村名，自

。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主要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的概况材料，各类地名录称简表和首字

参 笔画检索表，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索引表。此外，还拍摄了能反映我县经济建设、城乡新
●

貌、风土人情等彩色，黑自照片。t．，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均根据一九八O年末统计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年报。

今后，所有单位和个人，使用我县地名时，均应以此《地名录))为准。
，

·． 大竹县地名领导小组

～九八三年十一月

I



竹 县 概。况

．大竹县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地处华蓥山北段东侧。东与梁平、垫江县交界，南接邻水

县，西邻广安、渠县，北与达县接壤。地理座标，东径107。127，北纬30。447。总面积二千零

七十四点六二平方公里。一九八O年辖十三个区、一个镇，六十二个公社，五百七十八个大

队、五千七百八十六个生产队。入口九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人(男四十七万三千二百四十

人、女四十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人)，其中农业人口八十六万四千五百六十四人，占总人口的

百分之九十三点八，非农业人口五万七千零八十六人。除极少数杂居的回，藏、彝、啥尼族

外，均系汉族。县人民政府驻竹阳镇。县城距达县七十四公里，距成都四百六十四公里(系

川鄂公路里程)。

(一)历 史 沿 革

大竹县古为费子国地。周朝(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221年)属巴国地。周慎靓王五年

惠文王命司马错．张仪灭蜀国后，．今大竹县地属巴郡地。秦至南梁(公元前206年——公元

537年)，虽行政区划管辖屡有变动，但均属宕渠县地。南朝(梁武帝)至元朝二十年(1283年)

为邻山县(治今四合场)属渠洲。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分渠之宕渠县东界，设置大竹县，

邑境多产大竹为名，属蓬州治地，在今渠县北部的凤来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割’属

州。北宋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省入流江县。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复置大竹县，

属渠州，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曾划入颓庆府。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邻山并

入大竹，县城迁至邻山境内的木门镇(今竹阳镇)属渠州。明朝顺庆府广安州管辖。清朝嘉

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属绥定府管辖。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隶属川东道。民国二．

十四年(公元1935年)为第十行政督察区所辖，专员公署设在大竹县。解放后，大竹专区仍

设在大竹县。一九五三年二月大竹专区撤销，大竹县划归达县专区管辖。 一

大竹县入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孝义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李绍伊

(大竹县大寨坪付家沟人)，高举武装起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发起猛烈冲击，为摧毁清王

朝在川东北十余县的地方政权，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一九一一年夏，李绍伊在大寨坪激

战中不幸被捕。他在临刑途中，大义凛然，威武不屈，高呼“苍天l苍天l我李绍伊为万民

计l"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大竹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怀着救国救民的

宏愿，决心把革命种子播在故乡，纷纷返回。在县城、杨通、文星、石子，神合一带建立了

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大竹县特别支部。一九四四年，川东游击队指挥员徐相应(本县杨通

公社人)，陈尧楷(本县张家公社人)，政治指导员徐永培(本县杨通公社人)等同志组织

了“同学会"与厶青年学习研究会’’，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他们先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竹(大竹)，垫(垫江)，邻(邻水)革命根据地。他们出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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