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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县地名录》是在中共黔江县委、黔江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由县地名办公室具体负责．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充实提高编辑而

成的我县第一部地名典籍。

地名，它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

也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

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有的一名多写，有的名字生涩，有的名称

粗俗，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一味追求地名的政治色彩，使地名更

加混乱。这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很

多不便。 ．

为了纠正我县地名的混乱现象，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

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在普查中，

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尊重历史，保持了地名的相对稳定，

又防止泥古不变，对旧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在地名普查

四项成果(图、文、表、卡)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充实，编辑而成了

《黔江县地名录》o

本地名录的主要内容有：黔江县地图一幅；名胜古迹、历史文物、

县城新貌和工农业生产照片十一幅；文字材料有县、区，镇，社概况

及部分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厂矿企事业的概况六十

九篇；各类地名3783条，并标注了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其来历含

义作了简要说明。凡引用的有关国民经济的主要数据，为一九八一年

统计部门年报数，其它数字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生产队、大队、公
Ⅳ



社人口、户数和耕地面积为一九八二年年耒统计数。

地名普查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所遇到困难不少。但由于各级党政

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的协作，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

一任务。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黔江县地名时，均以此为准。
＼

黔江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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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县概况

o， 黔江县位于四川东南边陲，东北与湖北的成丰县接壤，西北和湖北的3,1)1l县毗邻，东

，77本省酉阳县连界，西部和本省彭水县相依。地理座标东经108。297--108。567，北纬29。
r’ --29。527。总面积2460平方公里。至1982年底，全县辖8个区，1个镇，52个公社，

614个大队，3605个生产队，1个居委会，5个居民组。总人口为389359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15066人。全县总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为145126人，占总人口37．72％。即有土家族117，421

人，苗族27665人，还有满族、回族、藏族、壮族和蒙古族共40人。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

公里162人。

县人民政府驻地联合镇，处于黔(江)咸(丰)公路与川湘公路的交点处。地理座标东

经108。47t，北纬290327。海拔为580米。

r． “黔江"县名的来历，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旧志一说“以黔江名者，缘黔中所出之乌

．1：以为名"；一说唐代县属黔州，因而“以黔冠之者，明为州所属也，其以江归之者，或为

‘：所有也"。现多倾向于系因有乌江(古称黔江)的重要支流阿蓬江纵贯全境，遂以古乌汪

’的大名冠之。

一．．历 史 沿 革

黔江县，《禹贡》属梁州之域，夏商周乃巴国属地，秦为巴郡枳县地，西汉时属于巴郡

涪陵县。东汉建安六年，即公元201年开始置县，名日“丹兴"，先隶巴东属国都尉，后属

于涪陵郡；三国时仍属涪陵郡；晋朝丹兴县废；隋开皇五年(585年)置“石城县”，属庸

州(州治石城，今县坝场)。大业三年(607年)罢庸州，石城县省入彭水县，隶属于巴东

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置石城县，属于黔州。唐贞观四年(630年)将石城县治由县坝

迁至今联合镇。唐天宝元年(742年)石城县更名黔江县，属于黔中郡，此后“黔江"之名

一直沿袭未改；五代属于黔州，武泰军节度；北宋隶黔州黔安郡，仍武泰军节度；南宋绍定

元年(1228年)升黔州为绍庆府，黔江县属之l元代仍隶绍庆府；明洪武五年(1372年)省

入彭水，隶属于重庆府。洪武十一年(】378年)置黔江守御千户所；清雍正四年(1726年)

置黔彭厅，雍正十二年改为黔彭直隶厅(厅治黔江)。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

流"后厅废，乾隆元年(1736年)复为黔江县，属于酉阳直隶州}民国二年(1913年)属于

川东道(后改名东川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属于四川省第八行政督察区。1949年

11月12日黔江解放，同年11月25日成立黔江县人民政府，隶酉阳专区。1953年至今隶属于涪

陵专区或谓涪陵地区。

清代黔江设栅、洛2里，领21乡。民国初，乡改为联保，民国二十四年联保改建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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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设置两个区，第一区领10个乡，第二区领11个乡，乡以下设保甲，全县共置155保、1s59。‘

甲。解放初沿用乡名，土改民主建政和普选中，区乡逐渐划小。1952年7月，酉阳县的第七

区(领马喇、官庄乡)，第八区(领濯水、濯西、水市乡)，第九区(领联合、鹅池、学堂、

沙石、太极乡)、第十区(领两河、龙田、犁弯、早化乡)，计四个区、14个乡划入黔江

县。至1954年3月全县普选结束时，共为10个区、97个乡、385个村。此外，还有利川县

长河，双林、庆林、八角四个乡划入黄溪区，詹因种种原因，复归利川。此后，尽管体制

有分合，但疆域一直未变。

二、自 然条件

黔江县处于川东鄂西褶皱带内，地形复杂，形态多样。海拔标高320米一1938．5米，

对高差为1618．5米。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山地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91．7％。丘陵约

占7％，河谷平坝和山间盆地仅占1．3％。土壤有黄壤，黄棕壤和紫色土等。LIl脉属武陵山

系，境内主要山峰有灰千梁子、五福岭，麒麟盖、贾角山、三塘盖、八面山，凤池山，武陵

山等。灰千梁子最高，主峰黄柏垭海拔】938．5米。地质构造，以褶皱和断裂较发育，主要有

灰岩、页岩，兼有沙岩和砾岩等。本县属少震区，历史上发生的地震频度不高，强度不大。

1856年在后坝发生的地震，虽然引起山崩，堵溪截流，形成面积为2．74平方公里、水深约30

米至50米的“小南海"，但其震级才5．5级。境内河流属乌征水系，其中最大的是阿蓬江

(又名唐岩河，阿蓬水，濯河)，源于湖北利川县，全长249公里，流经县境段长71公里。

县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4℃；最低月元月，

均温为4．2℃，极端最低气温为一5．8℃；最热月七月，均温26．1℃，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6℃。

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为1225毫米。降雨季节较为集中，一般规律

是“冬春少雨盛夏旱，初夏晚秋雨绵绵"。年平均日照为1289／]、时，无霜期为268天左右。

灾害性天气，伏早是主要威胁，洪灾、雹灾、绵雨、倒春寒等也并非少见。

林业资源，主要有以松、杉、柏和香樟等为主的用材林，有油桐、椿子，油茶，漆树和

果术等经济林。还有白花泡桐，铁坚杉、红豆杉、罗汉松、鹅掌秋，黄杉，水杉、银杏等珍

贵稀有树木。 ．

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银、铅、锌、铀、汞，萤石，磷、钾，石膏、水晶、高岭石，

冰洲石，重晶石、硫磺矿等。

三、经济状况

黔江县属农业县。解放以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工业生产也蒸蒸日上。1981年，

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达9632万元，人平253元。

农业：全县耕地面积552918亩，人平不足一亩半。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红苕、洋芋

等为主。1981年粮食总产达2．52亿斤，比1949年增长一点一倍。全县粮食征购3105万斤，超

购和加价收购344万斤，社员人平分粮494斤。全县农业总产值达7975万元(其中农业4789万

／ 元，林业873万元，牧业1463万元，副业842万元，渔业8万元)，入平分配收入64元。经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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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有烤烟、油菜，红麻等。1981年全县烤烟面积达18491亩，产烟叶33800扫，烟叶质量

在全省名列前茅。油菜总产达419万斤，红麻总产达9927担。农田水利建设初步取得了一些

成效，全县已建成小型水库46座，提灌站364处，有效灌面达11万亩。小南海大堰第一期工

程，总千渠长26．7公里，1981年11Yl已经通水。发展林业，主要抓了群众性植树造林活动，

同时狠抓封山育林和现有林木的管理，此外，在八面山用飞播造林1．9万亩。全县森林面积

约35．7万多亩，复盖率为9．9％左右。畜牧业主要有猪、牛、羊，“黔江黑猪”为四川盆周

山地优良猪种之一。1981年底圈存生猪200，553头，出槽肥猪110，404头。社队企业全县有

262个，总产值为442万元。

工业。解放前仅有少许铁炉、陶瓷，土纸制造和织布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地方工业发展很

快，现已拥有电力、煤炭，卷烟，印刷、酿造，食品、陶瓷、水泥、农机等115个工业企业

单位，其中，县办工业23个，社办工业85个，街道工业7个。1981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1657

万元。主要产品产量增长较快，质量不断提高。煤年产量已达41900吨，水泥9467吨，发电

量540万度，卷烟年产10，432标箱。黔江烟厂现生产各型香烟和雪茄烟共】3个品种，其中

“丽"牌，“美猴"颇负盛名。“小南海刀被评为全省同类产品中的一级品，城乡上下十分

畅销。“阿蓬江"，“翠竹’’等也深受消费者的欢迎。饮料酒年产1484吨。年产值达150万

元的纸板厂，1982年春正式投产，纸板质量据化验为特级产品。 ．

交通：解放前交通闭塞，仅有过境的川湘公路和黔(江)咸(丰)公路各一段，总长为

152公里。解放后，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很快，除上述两条公路将县城与彭水、酉阳和咸丰三

县连接外，还新修县道和乡村公路20条，总长达476公里，使全县8个区，1个镇和46个公

社与县城沟通。除有省属车队、地属粮油车队各一个外，并有一个县车队。总计拥有机动车

辆455部。农村社队运输主要是拖拉机，极少数公社有汽车。除陆路运输外，水路有阿蓬

江，木船可通行60公里左右。

商业：黔江历来是全省桐油的主要产区之一，解放前其产量较长时期在全省名列前茅。

因此，1 861年起，就有安徽商人在境内开设“烟号"，经营桐油生意。其他商品经营，主要

是小摊小贩。解放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逐渐增多。随着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商业

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1年全县商品购进总值为3111万元，销售总值

达37]O万元。财政收支情况良好，1981年实现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

四．．文教卫生

教育：1981年全县已有公民办小学441所，县属中学8所，在校中小学生人数达71646

人，为解放初的17．8倍。此外，还有中等专业学校1所，有的系统还办有职工学校，有的公

社还办有农技校，县城有幼儿园，托儿所，农村的幼儿教育也越来越被引起重视。

文化：全县已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电影公司、有线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各一

个，电影放影队50个。各公社有广播放大站，不少区社有文化站。

体育：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一般都建有球场，设有乒乓室等体育活动．场所，球

类、田径、击剑、游泳等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逐渐在广大城乡蓬勃开展，通过锻炼和比

赛，技术水平不断提高。1980年，还在黔江县城开展过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县第十一届篮球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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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

卫生。解放前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全县仅有一所西医院，共有医务人员9入，只能医治

一般常见病。广大农村则主要靠民间医生，利用中草药治病，药物来源，多属自采自制。现

在，已发展到有县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各1个，区级卫生院8个，公社(镇)医院53所，

共有病床507张，有医务人员767人；绝大部份大队还建立了合作医疗站。

计划生育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1981年为14．4‰，其中一胎率

占43％。

五、名 胜 古 迹

游览胜地，有景胜清幽、远近驰名的小南海；有尚待开发，奇异多姿的酉阳山板壁岩溶

洞群；黔江古来“十二景"也有一些供人游息之地。文物古迹，有珍贵的虎钮停于和钲；有

稀世的唐代铜钟；有官渡河古人悬棺墓；有数处东汉墓群；有正阳恐龙化石点；有清代文峰

塔。此外，还有县城，大路坝、马喇湖等处红军革命纪念碑和濯水“红军渡，，、水车坪“红

军树"等令人神往的地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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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镇概况

联合镇位于县境东北部(东经108。467，北纬29。317)，东、南为环城公社，西，北为

城北公社。面积2．24平方公里。辖1个居民委员会，5个居民组；2个农业大队，15个生产

队。共有2408户，10524人(其中农业512户，1927人)。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镇

有土家族439人，苗族278人，回族，满族各1人，余系汉族。镇人民政府驻联合镇环城路26

号，

该镇境地，古名楠木坪，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璋置丹兴县时，该地属之。隋

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丹兴县废，为石城县地。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设黔江县，为黔

江县治，至今。清朝设乡置里时，因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黔江守御千户所千

户孙旺屯兵于城邻之肖沟、桃子坝，茶园三处，而名三屯乡。民国初，沿用乡名。民国二十

四年(公元1935年)更名三多镇。更名的原由：一说是取“多福，多寿、多子"之意，一说

是因境内庙多、沟多、井多。解放前夕，共辖13个保。1951年6月27日，郊区的第六至十三

保更名为村，置环城乡；城内的第一至五保更名为大众、和平、民主、生产，建设村，置联

， 合镇，取工农大联合之意，治三台书院。与环城乡同属城厢区。1958年10月，建立城市公

社。1959年，与城南公社合并，为联合区队，隶城厢公社。1961年，撤销区队，设置联合

镇人民公社，隶属县。1968年，复名城市公社，由城厢区代管。1975年又名联合镇，隶属

县。

该镇地势，四周是山，中间为一小盆地，黔江河由西向东穿过，主要街道与河流平行。

解放前的主要街道有正街、后街、新街、杨柳街、扇子街。由于地处偏僻，经历多次水灾、

兵祸，因而工商业不发达，城镇建设很差，街道狭窄，路面不平。解放后除扩建了正街，并命

名为解放路大街外，还新建了环城路大街。扩建的解放路大街，东超交通北路路口，西至黔

江烟厂，街宽约15米，长约1公里。新建的环城路大街，东起交通南路路口，西至水电局、

油脂公司门前，与解放路大街相连，宽约15米，长约半公里。这两条大街，已于1978年铺成

柏油路面。镇内的其他街巷，与此两条大街，或平行，或垂直交叉。较为出名的有十字街、

民主街、建设街、联合街、河街等，都已整修了街面，新修了下水道。

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少数手工纺织业和小型机械修理业。从1972年开始创办镇办工业

以来，现已发展到有农机厂、修建队、砖瓦厂，服装组等15个经济核算单位。1981年镇属工

业企业总产值达30多万元。正在兴建中的镇办机制沙砖厂，年内即可投产。省，地、县办的

有印刷、电力，卷烟、农机、针织、制鞋、汽车修理、粮食加工，成衣加工、食品，酿造等

行业。其中，黔江卷烟厂生产的“小南海刀牌香烟，畅销省内外，颇受群众欢迎。

农业方面，现有耕地897亩，其中田292亩。城河大队以生产粮食为主，联合大队以生产

蔬菜为主。1981年，粮食总产41万斤，蔬菜总产148万斤。辖区内设有国营农场1个，1981

年粮食总产为12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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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方面，解放前虽有JIl湘，黔(江)成(丰)公路，但因车辆很少，货物运输仍然主

要依靠脚力。解放后，随着公路建设的发展，该镇已形成全县公路交通的中心。镇内设有四

川省汽车运输27队、县汽车队，每天有28班客车和数十辆货车，来往于各区及邻近各县城之

间。

文化教育方面，解放前夕，只有小学，中学各1所，学生不到600人。现在，包括县办

学校在内，有中学2所，师范，卫生学校各1所，小学1所，幼儿园2所，在校学生达3000

余人。解放前夕，文化设施一无所有。现在，镇办的文化单位有业余川剧团，业余京尉团、

文艺剧场，文艺茶园等，县属的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等也设在这里。

卫生方面，解放前夕只有几家药辅。现在，镇办的医疗单位有医院1所，大卧办有合

作医疗站1所，有医务人员16人。另外，县人民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和城厢区医院都设在

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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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名

黔江县

汉语拼音

Qi6njlOng×ian

联合镇L16nh6 Zh夺n

联合镇LI 6nh6zh?≥n

联合镇居委会L16nh6zh吾n Jow各ihuT

联合街L16nh(，Jl百

解放路 jl否fOng LO

环城赂Hu6nch否ng Lo

交通北路

交通南路

河街

建设街

民主街

新华街

十字街

城河街

Jl石ot6ng B若i10

JlOotOng N6n10

H6jI百

Jiansh每 J16

MTnzh5 Jl@

XTnhu6 Ji辱

Shl．z)Jl百

Ch吾ngh6 JI百

备 注

公元201年置丹兴县，后更名石城县，742年始名黔
江县。县的得名由来虽有诸说，但主要是因境内有
古称黔江(今乌江)的支流阿蓬江纵贯全境而得
名。

清代名三屯乡。民国24年更名三多镇。1949年11H
12日解放。1951年置联合镇。取工农大联合之意
(联合即联盟)。

古名楠木坪。后无地名专名，而是集镇，同呼行政
区划名称。1951年置联合镇后，同时成为地名。系
黔江县政府、联合镇驻地。

1949年解放后始置。

清乾隆十九年知县顾维钫建三台书院于此，故名书

院街。解放后扩建，更名联合街。居委会驻地。

原名正街。解放后扩建，更名为解放路。取人民得

解放之意。

系城墙旧址。解放后拆除城墙，建成环城公路，故

名。

系黔江至咸丰公路的一段，位于县城之北，故称。

系川湘公路的一段，位于县城之南，故称。

此街濒临黔江河岸，故名。

解放前名青石桥，又名太平缸。解放后扩建并更名

为建设街。取建设新中国之意。

解放前名扇子街，解放后更名为民主街，现沿用。

取人民当家作主之意。

解放前名簸箕街，解放后更名为新华街，取其新中
华之意。

原名杨柳街，解放后更名为十字街。以两街交叉成

，十字得名。

原名新街，解放后更名为城河街。此处原为河道，

故名。

城河大队 Ch否ngh6 DaduT 以城河街定名。有耕地555亩，1089人。

上十字 ShOngshl．z) 城河大队驻地。因位于十字街的上段，故名。

联合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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