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奄妒一淼

案座娘池磊

四川I省豢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矿吖前。。
1'

孝压奶，池名蹂
SICHUANSHENG

CHONGQINGXIANDIMINGLU

崇庆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一九八七年五月j



日 ．录

一·前言 ，‘

=·祟庆县地图．．．⋯⋯⋯⋯⋯一．．．⋯⋯⋯⋯⋯⋯⋯⋯⋯⋯⋯⋯⋯⋯⋯⋯⋯⋯⋯⋯⋯⋯⋯⋯(1)

兰．●妥县概况 ／
四．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崇阳镇BOOtl008⋯”⋯·⋯⋯⋯⋯⋯⋯⋯⋯⋯⋯⋯⋯⋯⋯⋯⋯⋯”⋯⋯一⋯⋯⋯⋯⋯⋯⋯”⋯⋯”·(9)
怀远镇··⋯⋯”⋯⋯⋯⋯⋯⋯⋯·⋯⋯··⋯⋯··“··⋯⋯⋯⋯⋯⋯·⋯⋯⋯⋯⋯⋯⋯⋯⋯⋯⋯·⋯·⋯·⋯“。(1 4)

元通镇”⋯⋯⋯⋯⋯⋯⋯·⋯··⋯⋯⋯⋯⋯⋯·⋯⋯⋯⋯⋯⋯⋯·⋯⋯”⋯⋯⋯⋯⋯⋯⋯⋯”⋯⋯”⋯·(18)

三江镇⋯⋯⋯⋯⋯⋯⋯”⋯”·⋯“⋯⋯”⋯⋯···⋯⋯⋯”⋯⋯”⋯⋯⋯⋯⋯⋯⋯“⋯⋯”⋯⋯⋯”。(20)
’ 三江公社⋯⋯⋯⋯⋯⋯⋯⋯⋯⋯⋯·⋯·⋯⋯·⋯⋯”⋯·⋯⋯“⋯⋯⋯⋯⋯⋯⋯”⋯⋯⋯⋯⋯⋯·(22)

听江公社⋯⋯⋯⋯⋯⋯一ooBoo pool DOOm DOOOQOOB·⋯⋯⋯⋯⋯⋯⋯⋯⋯⋯⋯⋯⋯⋯⋯⋯⋯⋯(28)
江源公社⋯⋯⋯⋯·⋯⋯⋯⋯⋯⋯⋯⋯⋯⋯⋯⋯⋯⋯⋯⋯⋯⋯⋯⋯一⋯⋯⋯⋯⋯⋯⋯⋯(33)

’安阜公社m⋯⋯⋯⋯⋯⋯⋯⋯⋯⋯⋯⋯⋯⋯⋯⋯⋯⋯⋯m⋯⋯⋯⋯⋯⋯m⋯⋯⋯⋯”(38)
，C戈Ⅱ公藿t”⋯⋯⋯⋯⋯⋯⋯⋯⋯⋯⋯⋯⋯⋯⋯⋯⋯⋯⋯⋯”⋯⋯⋯⋯⋯⋯⋯⋯⋯⋯··⋯⋯⋯⋯”(41)

金鸡公社⋯⋯⋯⋯⋯一⋯⋯一⋯⋯⋯⋯⋯⋯一⋯m⋯⋯⋯⋯m⋯⋯⋯⋯⋯⋯⋯⋯”(45)
城关公社m⋯⋯⋯⋯⋯⋯⋯⋯⋯⋯⋯⋯m⋯⋯⋯m⋯‰⋯⋯⋯⋯⋯⋯⋯⋯⋯⋯⋯～(48)

安乐公社一⋯⋯⋯⋯⋯⋯⋯⋯⋯m⋯⋯··i．．．⋯⋯一⋯m⋯⋯m⋯⋯m⋯⋯⋯⋯⋯．．．⋯⋯⋯(52)

羊马公社⋯⋯⋯⋯⋯⋯⋯⋯⋯一⋯⋯⋯⋯⋯⋯⋯⋯⋯⋯⋯⋯⋯⋯⋯⋯⋯⋯⋯⋯⋯⋯(55)

崇平公社⋯⋯⋯⋯⋯⋯⋯⋯⋯。⋯⋯⋯⋯⋯⋯⋯⋯⋯⋯⋯⋯．．．⋯⋯⋯⋯⋯⋯．．．m⋯”(60)
廖家公社⋯⋯⋯一m⋯⋯⋯⋯⋯⋯⋯⋯⋯m⋯⋯⋯⋯⋯⋯⋯⋯⋯⋯⋯⋯⋯⋯““⋯⋯(63)

梓潼公社⋯⋯⋯⋯⋯⋯⋯⋯⋯⋯⋯⋯⋯⋯⋯m⋯⋯⋯⋯⋯⋯⋯⋯⋯⋯⋯⋯⋯⋯⋯⋯(67)
元通公社⋯⋯⋯⋯⋯⋯“⋯⋯⋯⋯⋯””⋯⋯⋯⋯⋯⋯⋯⋯⋯⋯⋯⋯⋯⋯⋯⋯⋯⋯⋯⋯⋯”⋯”(71)
锦江公社⋯⋯⋯⋯⋯⋯．．．⋯⋯⋯⋯⋯⋯⋯m⋯⋯⋯⋯⋯⋯⋯⋯．．．⋯⋯⋯⋯⋯⋯⋯⋯⋯(75)
胜利公社⋯⋯⋯⋯⋯m⋯⋯．．．⋯·一一⋯⋯mm⋯⋯⋯⋯⋯⋯m⋯⋯⋯⋯⋯⋯⋯⋯⋯⋯⋯⋯⋯⋯⋯(79)
在}议在}丧t”⋯⋯⋯⋯⋯⋯·····酊⋯⋯⋯⋯⋯·“⋯⋯⋯⋯·⋯⋯⋯⋯⋯··⋯⋯⋯⋯⋯⋯⋯⋯⋯⋯⋯(84)
j三多己召}禾￡⋯⋯·⋯⋯⋯一··⋯⋯⋯一0 D080⋯一⋯“”⋯··⋯⋯⋯⋯⋯·⋯⋯⋯⋯⋯⋯⋯⋯⋯⋯⋯·(88)
怀远在}丧E··”⋯⋯⋯⋯⋯·⋯一·⋯⋯·“·⋯⋯⋯⋯··”k一⋯⋯⋯·⋯⋯⋯·⋯⋯·⋯⋯⋯··”t(91．>
何家公社⋯⋯··⋯⋯⋯⋯⋯⋯⋯⋯⋯⋯·”···⋯⋯··⋯⋯··⋯⋯··⋯”⋯“⋯n⋯一⋯··⋯·””·t(96)
街子公社⋯⋯⋯⋯⋯⋯⋯⋯⋯⋯⋯⋯⋯⋯一m⋯⋯⋯⋯⋯⋯⋯一⋯⋯⋯⋯⋯⋯⋯⋯⋯一(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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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公社．．．⋯⋯⋯．．．⋯⋯．．．⋯⋯⋯m⋯．．．⋯⋯．．．．．．⋯⋯⋯m．．．⋯⋯．．．⋯．．．．．．⋯⋯．．．-．．⋯⋯·(103)

西山公社⋯．．．⋯⋯．．．．．．⋯⋯⋯一m⋯⋯．．．⋯⋯-．．j⋯mm．．．⋯mm⋯⋯m⋯．．．·eeoo 4moo oDOp 0000 0080#0 e(109)

万家公社⋯⋯⋯⋯⋯⋯⋯⋯⋯⋯⋯公：·!⋯⋯⋯⋯”=：：⋯⋯⋯⋯⋯⋯⋯⋯⋯⋯⋯⋯(1 14)

萄家公社⋯⋯⋯⋯⋯⋯⋯⋯⋯⋯i矛⋯⋯⋯⋯⋯茹掣⋯⋯⋯⋯⋯⋯⋯⋯⋯⋯⋯(I 19)

王场公社⋯⋯⋯⋯．．．⋯⋯⋯⋯．．．⋯⋯⋯⋯⋯⋯⋯⋯⋯⋯⋯⋯⋯．．．⋯⋯⋯⋯⋯⋯⋯(125)

白头公社⋯⋯⋯⋯⋯⋯⋯⋯⋯⋯⋯⋯⋯⋯⋯⋯⋯⋯⋯⋯⋯⋯⋯．．．m⋯⋯⋯⋯⋯⋯(129)

东关公社⋯⋯⋯⋯⋯⋯．．．⋯⋯⋯⋯⋯⋯⋯⋯⋯⋯⋯⋯⋯⋯⋯⋯⋯⋯⋯⋯⋯⋯⋯(扛33)⋯

道明公社．．．⋯⋯⋯⋯⋯⋯⋯⋯⋯⋯⋯⋯⋯⋯⋯⋯⋯⋯⋯⋯⋯⋯⋯⋯⋯⋯⋯．．．⋯(1 37)

‘’济协公社⋯⋯⋯⋯⋯⋯⋯⋯⋯⋯。⋯⋯⋯⋯．．．⋯⋯⋯小⋯．．．⋯⋯⋯⋯⋯⋯⋯o：．：．：‘飞iI娩X’．7

西江公社⋯⋯⋯⋯⋯⋯⋯⋯⋯⋯⋯⋯⋯⋯⋯⋯⋯⋯⋯⋯⋯⋯⋯⋯⋯⋯⋯⋯：··：·；．(,，1．4．6)～．
隆兴公社．．．⋯⋯⋯⋯⋯⋯⋯⋯⋯⋯⋯⋯⋯⋯⋯⋯．．．⋯⋯⋯⋯⋯⋯⋯⋯⋯⋯．．．⋯⋯(150 y’‘

燎原公社⋯⋯⋯一⋯⋯⋯⋯⋯⋯⋯⋯⋯⋯⋯⋯⋯⋯⋯⋯⋯⋯⋯⋯⋯⋯⋯⋯⋯”(154)

崇德公社⋯⋯⋯⋯⋯⋯⋯⋯⋯⋯⋯⋯⋯⋯⋯⋯⋯⋯⋯⋯⋯⋯⋯．．．⋯⋯⋯⋯⋯”(158)

j ti q了爿姐公奉￡¨⋯t⋯⋯·”⋯t··t-．¨．．¨t·t·¨．．．t¨!．．w·f．．¨．·．．t·!，!．．·．．¨．!．．¨!．．··r册⋯⋯·¨’．'．．．．．¨?·．．?⋯⋯?1¨．：(：162)

(}；集里蕈公奉t··t．⋯⋯⋯⋯．．．··，⋯¨．．v⋯．．．·．·巴I．··’二二¨·．．·!口·!!．．．．：．，．··t!．．·．．．．·-．．¨．··．．¨r¨?·⋯··．．·．．⋯⋯⋯1．．(t66)

五，自然地理实体

<‘．、无根山概况⋯⋯．．．⋯⋯⋯⋯⋯．．．⋯⋯⋯能懈∽”??i嗡”_!”?!_．．．鬯掣⋯⋯．．．⋯．．．．．．1"～：(171)

i?’金马河概况⋯⋯⋯．．．．．．⋯⋯臀!仰⋯：!w∽?w：!馏馏：_嗡．．．叩⋯：．．．?O,BO．．．·：⋯⋯．．．⋯．．．⋯．¨．一·(,172)

卜。’羊马河概况⋯⋯叫⋯⋯⋯⋯⋯．．．⋯⋯．．．"⋯⋯．．．．叩⋯_⋯．．．_⋯．．．．．．⋯⋯．-．z⋯r⋯·(173)

i⋯黑石河概况⋯⋯⋯⋯⋯⋯⋯．．．⋯⋯”伊．．．?叩掣⋯唧．．．⋯⋯⋯⋯⋯_⋯．．．⋯⋯⋯⋯一，。(174)

，l·泊江河慨况⋯⋯⋯⋯．．．⋯⋯⋯?w．．．．．w⋯⋯⋯删叩w⋯⋯⋯⋯_?⋯_⋯．．．⋯⋯⋯．．．·．(．17'5)

√t自马河慨况⋯⋯⋯⋯⋯．．．⋯⋯．．．"w⋯．．．⋯⋯鬟∥⋯⋯絮⋯⋯：!⋯．．．．．．⋯⋯⋯⋯⋯⋯⋯．·(176)

：二．·西河概况_⋯，．．．．．⋯⋯．．．⋯⋯⋯．．．⋯⋯：⋯⋯：⋯掣⋯．．．：!．．．．．．：i曩⋯⋯⋯⋯：：．⋯⋯．．．i⋯⋯t(177)

，．．干五里河概况⋯⋯⋯⋯⋯⋯”"⋯．．．⋯w．．．⋯．．．_⋯．．．⋯譬．．．⋯．．．．．．⋯⋯⋯⋯⋯，一·(179)

：+味江河概况⋯⋯∥_”叩_．．．”w⋯⋯”．．．⋯⋯⋯⋯．．．_⋯⋯．．．⋯⋯⋯⋯：⋯．．．⋯⋯一⋯·，(180)

·7’桤木河概况．．．一⋯⋯”．⋯．”⋯⋯⋯⋯⋯⋯⋯⋯叩w·w⋯⋯_．-．．．．⋯⋯：_．-．⋯⋯⋯．．．。(J81)

，? 干溪河概况⋯⋯⋯⋯⋯．．．⋯．．⋯．．．．⋯彤⋯⋯．．：掣w⋯”_．．tw．．．．．．∥⋯，_⋯．．．⋯⋯⋯t。(·182)

(‘i'山·．．·t⋯·¨⋯⋯t⋯．．．．⋯⋯⋯⋯⋯·Ⅳ··¨·．·．．?^⋯·-．·．·．．·j¨?j。!?·?：·i¨⋯：一⋯¨：··?：7．．：⋯：．．?：⋯⋯⋯⋯⋯⋯·! (：183)

r： 山峰．．⋯⋯⋯⋯⋯⋯⋯⋯⋯·⋯⋯⋯⋯¨·!¨!!¨^¨·．二¨．．．．·．·．．·_?⋯·?·．．·ii．．．．·：．．，··．．⋯⋯¨：⋯⋯·：⋯⋯⋯．．’ (1 8 5)

，。 山沟⋯⋯⋯⋯⋯⋯¨⋯⋯¨⋯⋯⋯¨?⋯¨⋯!．．．．⋯．·：¨_·7．．．·?。．．?，ji⋯．．?·，．．．．¨i．．·--．⋯⋯?⋯⋯⋯⋯⋯⋯⋯· (哩87)

f+!．垣E口·⋯¨·⋯⋯⋯⋯⋯⋯⋯⋯⋯⋯·i⋯．_．．⋯⋯⋯·!二··．_．·：．．．．．．·!⋯⋯⋯·．，⋯·⋯。⋯：⋯．．?·⋯⋯⋯⋯!⋯⋯⋯· (190)

i#p山坡⋯⋯⋯⋯⋯⋯．．·!．．⋯?¨．．¨．．··．|．⋯”!．，．·：_!!．．．急_·：．．·!巴鼍．．⋯⋯⋯"·!：，'川'．¨?’·．．．．⋯⋯¨⋯⋯⋯⋯．． (1 91)

_f：毒__Ll岩、洞、湖．．⋯¨··?¨·?⋯⋯·?⋯·．．¨．．¨7¨．_．·：．．．‘·：z．J．-I：：|t¨!⋯鼍，!．’：，．’t””，}”¨?：·．．⋯?⋯?⋯气⋯⋯·-．(．192)

f：j岿砭⋯·¨¨，⋯，⋯·?¨?··：⋯·?·j!．．¨!?¨”寸!!⋯?!：!7．．?!：：?：．．Y：：．．．J⋯⋯!⋯!’：_．··，·?’j·，⋯⋯：!··!·：¨：¨I．⋯·p¨P··i‘193)

芝惫；：河·，””p”·{⋯··：．．··"·?·!·?v·?⋯¨，·?：·¨⋯?o·?z：?：：?：¨?：：：!!：÷翌．J????¨，w·，：⋯⋯·．．¨：：?·：·：⋯?·．．⋯，¨·：·，⋯4白l 94)

。f!'其它．．!·??¨p¨叩⋯·!·，⋯7．．¨!··?：·???·??!⋯⋯·!⋯：．．!⋯·瞥··!··7．．⋯⋯⋯⋯⋯⋯⋯⋯⋯⋯⋯·⋯⋯¨．’．，⋯⋯，《·1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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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玲土强f；地：。j一～；’纠}力：窜∥∽：{：t≮彳J}t心“，．．笋j锛，0：r镌{蛭彦?毒爹≯：磊 。：

如I+决工建娆。⋯．一．．。⋯一⋯：，⋯⋯一⋯-．，， “．，、。‘；：t F}。一。j：，?“譬。

‘r。√向阳宋素赢流．：：⋯：．．-：：j．：：．．．．j．：：⋯．_。：．二⋯j．j-．j。I-{：!；．：毫：：．．：：：．之2．己三：{；．．．_：．．．：：。_⋯。≮197>
(．“一'三合堰概况”⋯一⋯⋯⋯⋯⋯”⋯⋯一·，⋯⋯”．．．⋯⋯⋯⋯⋯⋯．．．⋯．．．_”．，．．⋯”j：”j毫!198)

E； 。西江桥概况⋯⋯⋯⋯⋯⋯⋯⋯⋯⋯⋯⋯．．．⋯⋯⋯⋯⋯⋯⋯⋯⋯⋯“?‘：．．⋯：F，一一(．1 99=)
库、碾⋯⋯⋯⋯⋯⋯⋯⋯⋯⋯．．．⋯⋯⋯⋯⋯⋯⋯⋯⋯⋯⋯⋯⋯⋯⋯⋯⋯⋯⋯⋯‘(200)

渡口⋯⋯⋯⋯⋯⋯⋯⋯．．．⋯⋯⋯⋯⋯⋯⋯⋯⋯⋯．．．⋯⋯⋯⋯⋯⋯⋯⋯⋯⋯⋯⋯⋯。?⋯⋯⋯⋯⋯⋯⋯(201)

桥⋯⋯⋯⋯”⋯⋯⋯⋯⋯⋯⋯⋯⋯⋯⋯⋯⋯⋯⋯⋯⋯⋯⋯⋯⋯⋯⋯⋯⋯⋯⋯⋯⋯⋯⋯“⋯⋯⋯⋯⋯””(202)

七、·企事业单位

四川省温江地区万家煤矿概况⋯⋯⋯⋯⋯⋯⋯⋯⋯⋯⋯⋯⋯⋯⋯⋯⋯⋯⋯⋯

温江地区火柴厂概况⋯⋯⋯⋯⋯⋯⋯⋯⋯⋯⋯⋯⋯⋯⋯⋯⋯⋯⋯⋯⋯⋯⋯⋯

青峰岭发电厂概况⋯⋯⋯⋯⋯⋯⋯“⋯⋯⋯⋯⋯⋯⋯⋯⋯⋯⋯⋯⋯⋯⋯⋯⋯⋯

三合堰电站概况⋯⋯⋯⋯⋯⋯⋯⋯⋯⋯⋯⋯⋯⋯⋯⋯⋯⋯⋯⋯⋯⋯⋯⋯⋯⋯⋯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外江管理处概况⋯⋯⋯⋯⋯⋯⋯⋯⋯⋯⋯⋯⋯⋯⋯⋯⋯·

四川省荣复退伍精神病人元通疗养所概况⋯⋯⋯⋯⋯⋯⋯⋯⋯⋯⋯⋯⋯⋯⋯

四川省温江地区财贸学校概况⋯⋯⋯⋯⋯⋯⋯⋯⋯⋯⋯⋯⋯⋯⋯⋯⋯⋯⋯⋯·

四川省地质局干部学校概况⋯⋯．．．⋯⋯⋯⋯⋯⋯⋯⋯⋯⋯⋯⋯⋯⋯⋯⋯⋯⋯一

四川省地质局技术工人学校概况⋯⋯⋯⋯⋯⋯⋯⋯⋯⋯⋯．．．⋯⋯⋯⋯⋯⋯⋯“

崇庆县中学校概况⋯⋯⋯⋯⋯⋯⋯⋯⋯⋯⋯⋯⋯⋯⋯⋯⋯⋯⋯⋯⋯⋯⋯⋯⋯

矿，站，场、机关⋯⋯⋯⋯⋯⋯⋯⋯⋯⋯⋯⋯⋯⋯⋯⋯⋯⋯．．．⋯⋯⋯⋯⋯⋯“

广”⋯⋯⋯⋯⋯⋯⋯⋯⋯⋯⋯⋯⋯·⋯一⋯⋯⋯·⋯⋯⋯⋯⋯⋯⋯⋯⋯⋯⋯⋯⋯⋯⋯⋯”⋯⋯⋯·⋯”⋯⋯

学校⋯一⋯⋯⋯⋯．．．⋯⋯⋯⋯⋯一“⋯⋯⋯”⋯⋯⋯⋯⋯⋯一”⋯⋯⋯⋯⋯⋯⋯一⋯⋯⋯⋯⋯⋯⋯⋯·

八，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

人民公园概况．．．⋯⋯⋯⋯⋯⋯．．．⋯⋯⋯⋯．．．⋯．．．⋯⋯⋯⋯⋯⋯⋯⋯．．．⋯⋯⋯⋯⋯⋯

崇庆县烈士墓园概况⋯⋯⋯⋯⋯⋯．．．⋯⋯⋯⋯⋯⋯．．．⋯⋯⋯⋯．．．⋯⋯⋯⋯⋯⋯⋯

白塔山概况⋯．．．⋯⋯⋯⋯⋯⋯⋯⋯⋯⋯⋯～⋯⋯⋯⋯⋯⋯m⋯⋯⋯⋯⋯⋯⋯⋯⋯

古寺概况⋯⋯⋯⋯⋯⋯⋯．．．⋯⋯⋯一⋯⋯⋯⋯⋯⋯⋯～⋯⋯⋯⋯．．．⋯⋯⋯⋯⋯一

大明寺概况⋯⋯⋯⋯⋯⋯⋯⋯⋯⋯⋯⋯⋯⋯⋯⋯⋯⋯⋯⋯⋯⋯⋯⋯⋯⋯⋯⋯⋯

陵园，古迹⋯⋯⋯⋯⋯⋯⋯⋯⋯⋯⋯“⋯⋯⋯⋯⋯⋯⋯～⋯⋯⋯⋯⋯⋯⋯⋯⋯⋯

(215)

(216)

九．附录

1．温江地区行政公署，温署通<1981>l号口关于全区公社，

镇标准名称的通告”⋯．．．⋯⋯⋯⋯⋯⋯⋯⋯⋯⋯⋯⋯⋯⋯⋯⋯⋯⋯⋯⋯⋯(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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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祟庆县人民政肝．崇府发e 198I)79号镁予农村生产大队和城镇街
’

道命名，更名的通告移·m⋯一⋯一⋯。⋯⋯⋯⋯。。．。⋯⋯⋯。。⋯．．．。一⋯。．，99¨

3·崇庆县地名首字笔画检索表⋯m⋯⋯。．．．⋯⋯⋯⋯⋯⋯。。⋯⋯．．．。。⋯．．．⋯。f 23，i
、-．一，

十，’编后记m⋯⋯⋯⋯⋯⋯m⋯⋯⋯⋯．．．⋯一⋯⋯⋯⋯⋯。．．．⋯⋯。。⋯。。。⋯⋯⋯．．．⋯⋯。．．．．，9s9、

+一、缩后补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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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变

化。崇庆县的地名系二千多年来的民间积累。经过各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也给地名带来不少

问题，有的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有韵用字不当，含义不好，有的生僻臆造难写难记，有的

脱离地理实地而图实不符f或错位，错字，错名，加之全县的大队基本以序数命名，含混不

清，特别是矗文化大革命矽中，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四化矽

建设和人民日常生活都带来诸多不便。

为此，我们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发<1980>89号文件精神，及温江地区行政公署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布署，在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一九八O年十月至一九八一年六月，先后经过九个月的时间，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对全县重名的五个公社和三百五十六个大队重新进行了更名，命名，对

l：5万地形图<1967—1971年版>上原有县境内一千六百七十=条地名进行普查核对，作了

“定"．“改，，，“增，，．“删，，处理。共删去已经消失或失去作用的地名一百二十条，纠

正错位八条，错字五十九条，含义不好十八条，并新增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其他地名三

百九十一条，使县境地名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地名

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地名概况等四项成果，经省，地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已按规定

上交。

这次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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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准确提供地名资料，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经过

进一步复查与校核，审定，汇编成《四川省崇庆县地名录》。

《四川省崇庆县地名录》编辑了全县各种文字概况材料六十八篇，参照I：5万地形图，

缩制成l：10万崇庆县地图，辑录了农村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和部分自然村、自然地理实

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二千零六十七条地名，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

在备注栏简要注明地名的来源含义和有关情况，编制了各类地名的汉字首字笔画检索表，以

利于使用查找。

《四川省崇庆县地名录》中引用的工．农业方面数字和人口数字均系一九七九年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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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报I其余工业交通，财贸，水电．社队企业．文教卫生等有关数字由各丰管部门

社．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年普查时实有数；公社概况中的耕地，种植面积全

；公路里程，是以县城四门外的街道口为起点计算。

凡使用崇庆县境内地名时，·律以本地名录为准。．本地名录不作为划分边界的依
：r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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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八月





崇庆县’概况

崇庆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温江地区西南部，介于东径103。077—103。497，北纬

30。307qo。537之间。东与温江，双流交界，南与新津相连，西南与大邑毗邻，北与汶川，灌
县接壤，总面积1，090．17平方公里，(折合1，635，255市亩、下同)，东西长66．5公里，南北

宽42．5公里。全县有4个镇，35个人民公社，356个生产大队，3，326个生产队。一九七九年

底总人口566，156人(男286，469人，女279，687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39．4％。总人口中农

业人1=152．15万人。主要为汉族，还有回、藏、羌，高山族等。县人民政府驻崇阳镇，东距

成都里程43公里。

一．历史沿革

崇庆得名。南宋高宗赵构，在徽宗大观元年八月(公元1107年)封蜀国公，食邑予蜀州。史

称“高宗潜藩”。后晋升为康王。后更接皇帝位。按宋制，帝接位后，对前封地应予晋升。

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升蜀州为“崇庆军节度"。言赵构自封蜀国公后，地位日益

。崇高’’值得“庆幸，，之意，故名崇庆。

崇庆县在夏朝属于梁州域。在商朝、周朝和秦灭蜀以前(公元前316年)为蜀国地。秦灭

蜀后，崇庆地当时归蜀郡管辖。汉初置江源县，以其为岷江之源而得名。县治在今江源公社

境，隶属于益州的蜀郡。其时疆域颇广，兼今灌县，温江二县之半及大邑全境。王莽更县名

为邛原，取“与临邛近也，，之意名县。光武中兴，复名江源。成汉玉衡二年，即西晋永嘉六

年(公元312年)，分蜀郡置汉原郡，领汉原县(郡、县治于今怀远镇)、临邛县(治所俗名

公孙述城，或云；云南城，在今三江公社临邛故城)。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

蜀，更名晋泵郡，以有晋原山(即今鹤呜山)得名，改汉原县为江原县，与临邛并属晋原

郡。南北朝刘宋仍名晋原郡，下辖江原，临邛．晋乐、枞阳、汉嘉五县。在今县境的有江

原，晋乐(今公议公社)。肖齐，更郡名为晋康。郡治南移今隆兴公社，领县同。肖梁，更郡

名为江原，辖江原，临邛，晋乐三县。西魏仍置江原郡，废江原，晋乐二县，移临邛还治临

邛故县，改置多融县于今怀远(因古多融山得名)，属汪原郡，焚道县(今江源公社)属犍为

郡。恭帝二年(公元555年)析岷江以东地置温江县。北齐割江啄县地置齐基县(后更名清

城县)。北周废江原郡，复改多融为晋原(治所在今县城西南郭龙门街古城)，直隶益州总

管府。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为州，晋原、焚道隶益州总管府。大业初废焚道，惟

晋原隶蜀郡。唐武德初，于焚道县旧址设唐隆县，与晋原同隶于益州都督府。唐高宗咸亨二年

(公元671年)，析晋原县干溪河以西地置大邑县。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析益州在晋

原县治东置蜀州(本蜀郡地得名)，治暑在今崇阳镇，为崇庆县城建治之始。辖晋原，唐隆二

县。武后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改唐隆为武隆。蜀州领晋原，武隆，清城．新津四县。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改武隆为唐安。天宝元年(公元740年)改蜀州为唐安郡。因唐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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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封此得名。属剑南道，辖晋原，唐安、青城、新津四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唐安县为

唐兴县。乾元初，复名蜀州，辖县同。五代孟蜀广政十六年(公元953年)析青城县地，在横

渠镇(今街子场)设永康县，与晋原、唐兴，青城．新津同隶蜀州。宋初仍名蜀州，属益州

路，辖晋原、江原(唐兴改名)，永康、新津四县。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升蜀州为

崇庆军节度，这是崇庆得名之始，辖晋原、江原，永康三县。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升崇

庆府，辖晋原、新津、江源(源、原古通用)，永康四县，隶于益州路。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公元1275年)立总管府，二十年(公元1283年)降崇庆府为州，江原县并入，属成都路，

辖晋原、新津二县。元末，至正二十二年(公元I 362年)明玉珍称帝，复置江源，永康二县，与

晋原、新津共隶于崇庆州。明继元制，先后省江源、永康、晋原入州，属成都府，只辖新

津县。清沿明制，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新津改属成都府，崇庆州从此不再管县。民国二

年(公元1913年)废州改县，属川西道。民国三年属西川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

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950年元月)初期，崇庆县属川西行政公署

的温江专员公署。一九五三年属四川省温江专员公署。一九七九年元月属四川省温江地区行

政公署。
’

崇庆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青城县王小波、李

顺率众起义，江原县<今崇庆>王盛积极响应，于县境大败官军，后于成都建立大蜀农民政

权。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安顺<今燎原>青年黄建湖，戴万泽在共产党人刘家言，进步

知识青年肖汝霖的帮助下，于暑假期间组织“安顺青年励学会"，团结安顺地区青年宣传共

产党抗日主张，激发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七月，县人共产党人

张露萍烈士，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杀害于贵州省息烽县快活岭。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

年>六月，共产党人晏子良<安乐乡人>在邛崃县进行革命活动中被捕，同年十二月英勇就义

于成都十二桥。民国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公元1948"-'1949年)中共地下党人肖汝霖．王愈

文、李维嘉、李安澜、周鼎文、陈万堂、杨太德、段贵纲、黄建湖，黄素媛等，以安顺为据点，曾先

后在“川西南人民武装委员会”、“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安顺、隆兴、中

和，牛皮<今集贤>、崇德、王家<今王场，白头>，济协等乡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民国三十八

年<公元1949年>十月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在名山县正式宣布成立，崇<庆>大<邑>新<津>支队

亦相继成立，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阻击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为崇庆县的顺利解放建立了功勋。

=．自然条件

崇庆县地处邛崃山脉东部边缘与成都平原的交接地带，西北为山地，东南为平原。全县

地势，从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地势狭长而弯曲，属山、丘、坝兼有的地貌类型，地域差异明显，

大体可属四山一水五分田的土地结构。西北山区，山峦重叠，峰岭雄峙，有火烧营、大圆包

老顶、大西天、锅圈岩、光华山、雄黄岩、牛池山、大崩槽老顶、八卦山，令牌山等诸山横

亘。海拔在700"-'3，868米之间。萄家公社的火烧营海拔3．868米，为全县最高点。山地面积

又可分为骶山、中山，高山三个地貌单元，包括萄家，万家两个公社的全部，和平，西山公

社的大部，街子公社的小部，面积472．0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3．3％，丘陵区以位于

西部的无根山为主，属中丘、中谷地貌，海拔560"789米之间，包括怀远、公议、道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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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四个公社的丘陵区，及街子、和平，西山等公社的一小部分丘陵区，面积54．95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04％，平坝区位于东南部，地貌为冲洪积平原，大地形平坦，小地

形起伏，西北高，东南低，坡降千分之四左右，海拔485～650米之间。面积563．25方公里，

占全县总面积的51．66％。三江公社的蒙渡海拔485米，为全县最低点。

县内地质构造、发育程度，地层出露极不均一。地质构造属强烈上升的龙门山褶皱

带，西北部为龙门山中南段的前山断裂带所穿过，中部为川西平坝下的隐伏断层所横穿，

西山、和平公社以北地区，地震烈度为七度区，其余地区为六度区。萄家，万家两个山区公

社，地层以中生代，三迭纪地层为主，主要岩石有灰岩、砂岩，页岩，砾岩等，以侏罗纪薄

层煤系为要矿产。地质普查勘探表明：煤储量丰富，万家坪，老木林等井田，长约7，000

米，面积为17．5平方公里，蕴藏量为5，183．7万吨，铅，锌矿产资源蕴藏量十万吨。其它尚有

金，银、铜、铁，盐，硫磺、雄黄、云母，石膏等矿产资源，尤以石炭一一二迭纪黄龙灰岩

储量极大，此为最佳的水泥原料，其中仅大偏岩一处优质石灰石的蕴藏量即达五亿多吨。

西河以西的平坝地区盐藏量也较大，但尚未开发。

县境河流纵横，水源丰富，据—九八。年水资源调查，年总水量15．71亿立方米。全县的

十条河流，分为二系，东面为岷江水系，有金马河，黑石河、羊马河，泊江河、白马河；西

面为西河水系：有西河，味江河，干五里河，桤木河、干溪河。河道总长度为197公里，(以

流入县境和出山口起计算)，这些河道过去都承担排洪、灌溉任务，一九七O年改造旧渠后，

河道灌排任务有所变化，现在西河是县内最大的排灌兼用河道，它将平坝地区截分为河东，

河西两大部份，黑石河、泊江河为今都江堰外江灌区的灌溉输水千渠，羊马河、白马河、桤

木河为排涝河道；金马河、干溪河纯属排洪河道，并且分别沿县之东，西边缘过境。除十条

河道外，一九八一年底，全县已新建支渠21条，长131．16公里I斗渠156条，长622．06公
’

里。另有民堰三处及抗旱沉井199口，一座蓄水1，500万立方米的向阳水库和33口水塘，9l口

蓄水池，现已形成灌排调剂方便的水利网。全县水面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县境水力资源理

论蕴藏量为11．09万千瓦，可开发量5．36万千瓦。已开发量I．83万千瓦。因地理和水文等自

然地理特点而分布不均，山溪河流落差大，水量充沛，水力资源丰富，其中尤以文井江

的蕴藏量居十条河流之冠，文井江上游万担坪至鹞子岩段，河道流长45公里，水流湍急，落

差大，水力理论蕴藏量为7，．15万千瓦，占全县水力理论蕴藏量总数的64％。其中长河坝至鹞

子岩段为5．33万千瓦，占西河总蕴藏量的74％以上，可开发量为3．4万千瓦。黑石河、泊江

河，干五里河上段及其它干，支渠理论蕴藏量为3．93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86万千瓦。

县境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总的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充沛，雨热同

季，云雨较多，日照偏少。迄至一九七九年的二十年气象资料载：年平均气温16℃，最冷

月一月，平均气温5．3℃，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5．3℃，年乎均降水日数为161天，年平

均降水量为993．8毫米，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四至九月。全年平均无霜期286天，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1，177．2小时，年平均日照百分率为27％，年平均太阳总幅射87．6千卡／平方厘

米，大于0℃的年平均积温为5，858℃，年平均风速1．4米／秒。基本规律是：冬干，春旱，夏多

雨，秋天阴雨相间。由于全县地形起伏较大，从南到北气候的垂直变化比较明显，气温随

高度的增加而降低，大约海拔每升高i00米，气温约下降0．46℃，雨量则随海拔高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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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所增加，致萄家，万家山区比平坝区降水量多400毫米以上，山洪暴发，每多影响河坝

和低地。灾害性的冰雹和大风常发生在六百至一千米地带的和平，何家，西山，怀远，万家

等山前平坝和丘陵区，频率最大风速为17米／秒，风向偏西北风。

全县土壤总面积为1，338，981亩。占总土地面积的81．88％，其中s农，耕地土壤面积

632，189亩，占土壤总面积的47．2％。县境土壤类型分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黄壤，黄棕

壤，灰棕壤、草甸土七个土类，低一级土壤类型分为十个亚类，二十个土属，五十一个土种。

坝区分布的土壤类型，分为水稻土，冲积土及少量黄壤。农耕地土壤面积为595，611亩，

占全县农耕地土壤面积的94．2％。坝区气候条件优越，土壤肥沃，是全县粮食、油料、经济

和饲料作物的主产地，丘陵区土壤类型为紫色土，黄壤及少量水稻土。农耕土壤7，640亩，

占全县农阱土嚷约1．2％，一般土壤旷质养份，光照丰富，但土壤流失严重，山区土壤为紫

色土、黄壤、黄棕壤、灰棕壤、草甸土。农耕土壤面积28，938亩，占全县农耕土壤4．6％。

县境山，丘地域辽阔，雨量充沛，森林繁多，林业资源比较丰富，一九八一年全县林业

用地537，560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2．78％，其中：有林地128，779亩，占总面积的7．87％，占

林业用地的23．95％，灌木林地254，105亩，占总面积的15．34％，占林业用地47．27％，疏林地

5，175亩。森林覆盖率为23．32％。全县林业用地多数分布在萄家、万家山区，主要树种有铁

杉，云杉、红桦、杉木，柳杉、樟科、桤木、马尾松，柏木，桦木等。

三、经济概况

一九七九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9，877万元，(按1 970年不变价，下同。不包括地属以上企

业)，人平351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3，470万元，占67．77％，工业总产值6，407万元，占32．23％。

农业。一九七九年有耕地63．48万市亩，农业人口平均1．22市亩，其中；田55．56万市

亩，占耕地的87．52％。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小麦、玉米、大麦等；经济作物以油菜

为主，其次为大麻，叶烟、川芎、糖蔗，郁京、水果、茶叶等。其川芎，郁京等药材是县的

道地产品，远销国内外。养殖业，有猪，牛、羊，鸡，鸭、鹅、兔等。

建国以来，不断改进耕作制度和农业技术，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农业基本建设。对西河，

金马，味江、干溪，干五里等诸河，多次进行维修、整治。从·九七五年冬开始对源短流

急，洪水上涨速猛的西河，进行根治，经过六个冬春，已完成浆砌防洪堤65．19公里，占应

治长度的83．2％。在平坝地区改造了原有渠系，新开支，斗．农，毛渠，并改造了低产田；

在丘陵地区，发展电力提灌。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为55．25万市亩。一九七一年以来沼气事业

有一定发展。一九七九年已建沼气池九万余口，较好地发挥了产气、造肥效益，先后有联合

国的四个组织及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友人前来考察，参观。农业机械面貌也有所改变，

一九七九年全县已有大、中型拖拉机275台／lo，021马力，手抉拖拉机1，962台／23，472马

力，机耕面积占集体耕地的49．1％o粮食总产由一九四九年的24，663万斤增加到一九七九年

的53，327万斤，增长一点一六倍。每年平均增长2．6％，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1，022斤。全

县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收入9，783万元，按参加分配的农业人口计算，人平187．76元。全县

征，超、议购原品粮食14，748万斤，社员人平分配口粮566斤，人平收入(包括投肥)

104元。一九七九年种植水稻533，563市亩，亩产684斤，小麦220，119市亩，亩产460斤，

油菜92，984市亩，亩产212斤，川芎6，935市亩，亩产148斤，大麻lO，229市亩，亩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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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皮92斤，其它还有蜂糖32．4万斤(收购量)，茶叶1，100担，(其中：细茶500担)，蚕茧1，850

担，水果76．83万斤，生猪存栏459，479头，出肥240，793头。一九七九年与一九四九年相

比，全县农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九八倍．油料总产增长一点二七倍，生猪存栏增长五点六一

倍，养蜂群数增长四倍。近年来，水果，茶叶、蚕茧等事业也有较大发展。一九八O年已建果

园面积9，805亩，种植果树56．62万株，比建国初增长一百多倍，已建茶园面积达9，302亩。

一九七九年社队企业总产值4，027万元。

工业。崇庆县工业生产，建国前以传统的手工业生产为主，且长期停留在家庭手工作

坊和农村副业加工阶段，有砖瓦，土陶，酿造，烤酒，造纸、铸锅，小炭窑，皮革、木

器，锡箔的小作坊，及生产大小刀、剪，小农具，小铁器的铁匠铺和生产棉线、棉带、窄

布、丝线等民间日用品的小手工业。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工业技术的刺激和影响下，

办起了煤炭，锅厂、火柴、水电等一些私营小厂，但大都属于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原始，设

备简陋，仍属于手工生产。一九四九年，全县有个体手工业2，865户，私营工业30个．从业人

员310人，工业总产值569万元。

建国后，振兴工业经济，许多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其中以支农工业和

“五小，，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现已建成煤炭、冶金，电力、机械、建材、建工，化工、食

品，纺织，缝纫，造纸、印刷，医药，森工等门类繁多的工业企业。七十年代末，社队企业

蓬勃兴起，出现了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大好局面。具有地方特色的建材，煤炭、食品、

机械等工业发展尤为迅速。其中煤炭生产，年产量比建国前增长百多倍，建材生产呈现好势

头。轻工|业生产发展也快，逐步走向城乡结合，布局合理，有一定规模和优势的工业生产

体系。一九七九年全县工业企业单位328个，(包括省地单位8个)，其中：全民单位25

个，集体单位303个(含社办)。工业总产值为7，941万元，其中：县属企业6，407万元，比

一九四九年增长十三倍。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458，729吨，焦炭81，088吨，生铁

1，460吨，发电量1，904万度，打谷机1，002台，水泥14，420吨，砖6，218万块，瓦2，926万

片，空心砌块6，110立方米，石灰190，259吨，氮肥1，295吨，机制纸2，244吨，铁锅13万

口，泡沫塑料凉鞋87．55万双，饮料酒2，097吨，食糖1，408吨，食用植物油3，930吨，原木2，522立

方米。近年来，农村传统竹编、藤编等副业，也有新的发展，产品驰名省内外，素称“竹编

之乡黟的道明公社，竹编工艺精细，造型新颖，产品远销亚，非、澳、欧、美等地。

交通。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民国时期，仅有过境的成都至大邑，崇庆城区至双流擦耳

岩的土路，都不通汽车，跨河全靠木船过渡和人行桥。水路运输靠西河的木船载运(元通至

新津段)，陆路运输靠人力挑背或鸡公车载运。建国后，公路建设发展很快，易渡为桥，改

临时桥梁为永久性桥梁，消灭危桥，铺筑沥青路面等，迄至一九七九年，全县共有长短公路五十

三条，通车里程392公里。其中：十九条沥青油路，长184．6公里。县境有三条省道，长69公

里；十条县道，长103．9公里，十八条社道，长105．4公里}二十二条专用公路，长114公里。此外

有一百一十八条机耕道路，长354公里。七十四座大，中，小桥梁，长2，725米，初步形成连接

城乡的公路网。全县有三十五个公社和三百二十五个大队与县城通了汽车。已有二十八

个公社铺了沥青油路。全县有各种大、小机动车333辆，’大，小拖拉机2，788辆。一九七九年

货运量48．9万吨，周转量1，381．8万吨公里。城乡客运车辆由十年前的三路十班，增加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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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五十多班。大大方便了广大群众，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邮电事业。建国后发展较快，一九七九年有六个支局，五个邮电所。职工人数较一九四九年

增长了三点五倍，电话交换机较一九四九年增加690f-j，电话机较一九四九年增长六点七倍，

线路杆全部改木杆为水泥杆。另外，尚有电传机，载波机、会议电话机，无线电台等。现已改用摩

托车，自行车投送信件和书报，彻底改变了建国前全部靠徒步背、挑送信、送报的落后面貌。

财政贸易。一九七九年全县财政收入实绩1，312万元，比一九六五年上升43．9％；财政

支出1，074．8万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423．2％。工商各税收入875．5万元，比一九六五年上

升81．1％。城乡储蓄1，051万元，比一九六五年上升339．7％，其中：农村储蓄344万元，比

一九六五年上升616．7％。实现了财政增收，储蓄上升。商业纯购进总值9，088万元，比一九

六五年增长171．7％，纯销售总值10，043万元，比一九六五年增长193．4％。集体所有制商业

亦有较大发展，商业、供销、粮食等部门归I=I管理的合作商店，其零售额达2，366万元，当

年积累38．8万元，零售市场贸易成交额达1，658万元。全县呈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欣

欣向荣景象。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建国前夕，全县有公、私立普通中学六所，其中完中二所，初中四所，中学

生2，587人，教职：：I：177人，公，私立中心国民学校五十一所，保国民学校二百三十四所，学生

24，000余人，教职工1，018人，幼儿园二所，入园幼JLsOO余人。建国后，教育事业有很大发

展，一九七九年底，全县有完中四所，初中三十七所，在校学生32，093人，教职工1，965人，

小学三百三十二所，在校学生85，437人，教职工2，547人l公办幼儿园四所，入园幼JL867人

(农村民办未计入)。

建国前的成人教育，徒有虚名，建国初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青壮年不识字，经过坚持

不懈的扫盲业余教育，一九八一年三月全县已基本完成扫盲任务。

此外，县境还驻有四川省地质局干部学校和技术工人学校及四川省温江地区财贸学校各

一所。

文化事业。一九七九年，有广播局、新华书店、文化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等单位，

四个公社、镇有文化站。全县有图书室150个，电影放映队35个。县城内有少年之家，川剧团各

一个，电影院2座。有线广播从无到有，目前各公社都有广播站，已架设县至公社的广播线

路230线公里，公社至大队的线路2，890线公里，形成较完整的有线广播网。体育事业也有较

大发展。县城的西湖塘处，正在新建一个较大的体育场。

卫生事业。建国前仅有一所设备简陋的县卫生院，有医务人员十余人，病床十余张，只

能治疗一般疾病和小脓胞切开引流手术。一九七九年已发展到县、社(镇)都设有卫生院，县

里并设置专业卫生防疫站、血吸虫防治站、妇幼保健站，完中和厂矿等单位均普遍设置专业

医务室或医院。总计全县共有医疗机构87个，医务人员1，329人，病床1，049张，手术床、手

术刀包、X光机、显微镜、高压消毒器等大型的医疗器械设备已普及到公社卫生院。

县境属血吸虫病流行区，尤以西河以西地区较为严重，据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O年底普查

统计，全县有钉螺面积达3，510，802平方米，血吸虫病患者52，724人。一九八O年底已消灭钉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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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3，446，917平方米，占有钉螺面积$j98．2％。已治疗血吸虫病人51，824人，占血吸虫病

患者的98．29％。严重危害人民生命的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保障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计划生育上，大力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适育妇女一胎率达到90．45％，

一九八O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94‰，计划生育率93．71％。

元通镇还驻有四川省荣复退伍精神病人元通疗养所。

五、名胜古迹

罨画池。在今县城人民公园内，池面占地二十余亩，据传系宋以前建造。民国《崇庆县

志》载： “赵抹知江源，陆游判蜀州皆见题咏，，。斯时罨画池已具有如诗如画的秀丽景色。

清道光年间建亭于池心，光绪年间复补修葺。后人为纪念“清官”赵抹，爱国诗人陆游，在

罨画池畔建造赵陆公祠。现罨画池畔绿草如茵，百花争妍，竹木苍翠，池中倒影罨映如画，

已为崇庆县人民和外宾游览胜景、文娱休息之地。

文庙。亦在人民公园内。明洪武初建，崇祯末毁，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重建。光绪

十七年(公元1891年)新建，系宫殿式，建筑雄伟壮丽，属川西各县文庙中保存较完整者。

大明寺。位于和平公社，隋刹，即古万岁寺。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建。寺内一千

五百余年的“双楠”尤为著称，南宋诗人陆游曾游于此，留有“孤塔插空起，双楠当夏寒”之

佳句。今树尚存其干，主枝和巅已拆损，旁竖有陆游题诗碑文O-

古寺。今街子公社境。民国《崇庆县志》载： “唐刹，即常乐寺，唐善思和尚开创。

明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蜀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经文全藏，，。这里古木参天，

禅院深藏，钟声萦荡，殿宇高耸，重檐飞阁，巍峨肃穆，故有“崇境胜地”之称。建国后于

一九五九年改作药场驻地。上古寺于“文革”中拆毁，仅下古寺房屋残存。目前正拟修复，

作为游览胜地。

白塔。在道明公社自塔山，为隋朝所建实心白塔，高二十六、七米。光绪《崇庆州志》

载。白塔山在州西二十里，上建自塔院，下有池，龙蟠其中，祷雨辄应，白塔斜阳为‘州’八景

之一，，。南宋陆游曾有咏白塔院诗，今院毁房拆，唯白塔独存，废院正拟重修。一九七一年

在白塔山麓建成一个占地千亩，库容一千五百万立方米的向阳水库，湖光塔影，相映成趣，

为游览胜景。
7

崇庆县昔日有，，、大景色。光绪《崇庆州志》载：“东湖夜月”、。前村牧笛"、“天目

晓钟”口西江晚渡"，“岷山晴雪”，。自塔斜阳”、。市桥官柳”、。东阁红梅"。现除白塔

斜阳的自塔尚存，岷山晴雪的景色尚可观赏外，其余实体已毁，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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