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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县历史悠久，地名丰富古老，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变换更替较大，因此存在重名或一地多名，含意不好，用字不当，图实不

符，错字，错名、错位等问题，尤其是膏文化大革命一中乱改了部份地名，更增加了地

名的混乱，不利于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文件精神，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从一九八

一年六月至一九Ik--年元月，以八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地

形图(1965—1968年版)为基础，用115万图普查了25个公社，用lllo万图普查了14
个公社，共普查地名3871条，纠正了错字，错名、错位地名502条，删去了重名或有名

无实地名95条，共597条，占普查总数的15．4％。新增大队等行政区划名称及地名319

条。同时，对重名的8个社，镇和67个大队，分别报经省、地、县政府批准进行了更名。

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

室验收，基本符合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并按规定上报。

地名工作意义重大，要求严格，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和省、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依靠群众，深入调查，掌握比较系统的基础资

料，经过精心整理，反复校核，完成了地名普查任务，现将主要成果汇编成Ⅸ平武县地

名录》，以便向有关单位提供利用，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1。5万和1·10万地名图，编制成1t30万的

全县地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形成

的各种地名概况58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地理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名3776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对已查

清的各条地名的来历，含义，在备注栏内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除部分历史数据是基层和有关部门提供外，其余均以一九八

。年县统计年报为准，行政区划和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平武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平武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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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县历史悠久，地名丰富古老，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个历史时期变换更替较大，因此存在重名或一地多名，含意不好，用字不当，图实不

符，错字，错名、错位等问题，尤其是膏文化大革命一中乱改了部份地名，更增加了地

名的混乱，不利于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文件精神，按照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从一九八

一年六月至一九Ik--年元月，以八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以地

形图(1965—1968年版)为基础，用115万图普查了25个公社，用lllo万图普查了14
个公社，共普查地名3871条，纠正了错字，错名、错位地名502条，删去了重名或有名

无实地名95条，共597条，占普查总数的15．4％。新增大队等行政区划名称及地名319

条。同时，对重名的8个社，镇和67个大队，分别报经省、地、县政府批准进行了更名。

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经省，地地名办公

室验收，基本符合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并按规定上报。

地名工作意义重大，要求严格，政策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在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和省、地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依靠群众，深入调查，掌握比较系统的基础资

料，经过精心整理，反复校核，完成了地名普查任务，现将主要成果汇编成Ⅸ平武县地

名录》，以便向有关单位提供利用，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了1。5万和1·10万地名图，编制成1t30万的

全县地图，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分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形成

的各种地名概况58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地理实体，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名3776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对已查

清的各条地名的来历，含义，在备注栏内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除部分历史数据是基层和有关部门提供外，其余均以一九八

。年县统计年报为准，行政区划和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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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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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武县概况

平武县位于川西北，地跨东经103。497——104．597，北纬31。437——33。037，总面

积五千九百六十七平方公里，北境与甘肃省文县、阿坝藏族自治州南坪县交界，东境与青

JIl，江油县相邻，西境与松潘县接壤，南境与北川县毗邻。一九八O年底总人口为一十

六万九千四百二十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82．64％，其中：男八万八千零七十人，女八

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人，农业人口一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一人，全县有藏族，回族等少数

民族三千五百九十四人，占总人口2．12％，现辖六个区，三十九个公社，一个镇、一个

自然保护区，二百五十二个生产大队，一千五百九十二个生产队。县治龙安镇，位于县

境中部，涪江北岸平江公路线125公里处。

(一)历史沿草

据(<尚书·禹贡载》平武古为梁州之域。周秦两代为氐、羌地，前汉为广汉郡刚氐

道，后汉置广汉屠国都尉。三国时为蜀汉江油戌地(1iIJ江油关、今南坝)，分置广武县

(今古城公社)属阴平郡(治今甘肃省文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八O年)，据

阴平，广武二名改称平武县(治今古城公社)。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属阴平郡，齐因

之。梁时为氐豪杨杰、李龙迁分居，称藩于梁。后魏孝武帝在江油戌故地(今南坝)置

江油县，并置江油郡，辖平武、江油，马盘(今青川县青溪镇)、方维(今甘肃省汶县

南)四县。西魏废帝二年(公元五五三年)置龙州(治今南坝公社)。仍辖以上四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二年)废郡为州。隋炀帝大业初年(公元六0五——六O九

年)改龙州为平武郡。隋恭帝义宁初年(公元六一七——六一八年)改为龙门郡，又称西

龙门郡。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为羁糜属茂州(今茂汶县)，随即又改为龙

州。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平武，江油合并称江油县，仍属龙州(治今南坝公社)。

武则天垂拱年间(公元六八六年——六八七年)龙州改为正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

四二年)后复称江油郡。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改称灵应郡。乾元元年(公

元七五八年)又改称龙州属剑南道，五代因之。北宋微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五
年)改称政州。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一一三五年)复称龙州属利州路(今广元县)。

宋理宗宝佑六年(公元一二五八年)龙州及江油县迁治今江油县雍村(今江油县大康公

社)。元朝初年仍称龙州属广元路。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一三四五——一三五五年)升

龙州为元帅府，随即改为宣慰司。元至正中龙州迁于武都兴教镇(今江油县武都镇)，

属广元路。明朝洪武六年(公元一三七三年)称龙州属四川布政使司。明洪武七年(公

元一三七四年)迁龙州于今青川县青溪公社。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一三八九年)改龙

州为军民千户所。随又改称龙州。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一三九O年)迁龙州于乐平镇

即龙盘坝(今龙安镇)。明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改龙州为宣抚司。明世宗靖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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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公元一五六六年)改龙州为龙安府，府治仍在今地。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

元一五九一年)复置平武县，府、县治同在一地(今龙安镇)。清初，并江油县部份地

区(南坝至武都一带)入平武，废江油县。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复设江油县。

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_七二五年)拨平武县西南地区(今桂溪，都坝，贯岭等地)入

石泉县(今北川县)。八年(公元一七三O年)又拨平武县壤里地区(今江油县大康公

社)入江油县。九年又拨平武县五坝地区入彰明县(一九五八年合江油县)。龙安府属

川西道，辖平武、江油，石泉，彰明四县，平武为首县(府，县治同在一地，今龙安

镇)。清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年)裁青川县千户所归平武。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

一年)设青川县分派县丞分驻。嘉庆七年(公元--}kO二年)设大印分县(今大印公

社)派主薄分驻。公元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朝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废府设县，复

名平武县。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复设龙安府，平武仍为所属，不久，废龙安

府。平武县改属川西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

平武。历时三个月，建立苏维埃政权。沿涪江两岸设平武县(治今龙安镇)。清漪江

(今豆叩区)一带设平南县(治今平南公社一三圣庙)。红军走后，国民党统治，我
县属四川省第十四行政督察区。民国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二年)分出平武县东北地区

(原平武县第三区)设立青川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成立平武县人民政府，一九五O年属川北行政公署(治今

南充市)剑阁专区。一九五四年，四个行政公署合并为四川省，平武县属四川省绵阳

地区直到现在。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一九五六年我县都坝、贯岭、桂溪、甘溪等四个乡

划归北川县管辖，白石乡划归江油县管辖，一九六三年，我县小河乡划归松潘县管辖。

(二)自然条件

本县是四川盆地与高原相通的过渡地带。巍峨的摩天岭横亘于东北，峻拨的龙门山

斜贯于东南，逶迤的岷山余尾从县西北而直插县中，层峦迭嶂。最高山峰雪宝顶海拔为

5026米，最低处椒园子海拔为600米，相对高差一般是1000N2700米左右，坡度平均在

30。以上。在地质构造上属于年轻的褶绉断层山脉，地震烈度为九度区。一九七六年八

月，松潘，平武之间先后发生了两次七点二级和一次六点七级强烈地震。极震区山

崩地裂，泥石流爆发，震源深度二十二公里。由于震前预测较准，入畜伤亡较少，损失

大大减轻。地质基层多为志留系、泥盆系、寒武系，岩浆岩和千枚岩。土壤属壤土和粘

土以及石砾沙。矿产资源有锰、铜、铁、金矿等，储量较大，有一定开采价值。森林资

源丰富，现有林地面积480万亩，其中天然林114万亩，防护林15 1万亩，灌木林和疏林

地113万亩，活立方木总蓄积量1，880万立方米。经济林木品种繁多，现已提供利用的

41种，以核桃、茶叶、生漆、木耳、油桐、猕猴桃等品种，生产数量较大，销售有前

途。药材野生资源224种，现已采集利用的141种，年收购量10，041担。天麻、麝香、贝

母、党参，当归等34个药材骨干品种，有较大的生产量，颇有发展前景。西北部还产有

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苏门羚等十数种珍稀动物。平武地形复杂，气候差异很大，

这给物产资源带上了东粮，南茶、西药、北木的地域色彩。海拔在600～3，451米左右的

东南中高山地，一般为向阳坡地和小片谷盆地以及沿河冲击扇，土地深厚肥沃，气候温

和，人口密集度大，适宜耕作和发展经济林。海拔l，500,'-'4，000米之间的中部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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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谷，土地瘠薄，耕作条件很差，加之秋雨集中，。涨水地多，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一年只

能耕作上季，物产中的优势主要足洋芋、药材、木材。海拔在2，300N4，500米以上的西

北高原峡谷，是全县主要林区，植被茂密，气候高寒，无霜期短，发展种植业的条件受

到限制。但北面谷底开阔，草场面积很大，可以放牧犏毛牛和绵羊，西面山高谷深，岩

峭坡陡，上部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中下部多系灌木林和草坡，适宜放牧牛羊。

本县属涪江水系。涪江千流由西北至东南纵贯全县140多公里，最大洪峰量一九八

一年八月二十日为5，300m。／秒。清漪江支流从西到东流经豆叩区全境80公里，最大洪

峰量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六日为2，130m8／秒，两河可供开发的水力资源有30．2万砝。目

前县内已建大中小型水电站106座，总装机容量共5000旺。

本县属亚热带地区秦巴气候类型。由于地形、地势不同，各地区气候差异很大，其

特点是。即使同海拔高度，同气候类型的地方，因坡向、地形及下垫面的不同，热量变

化都有明显的反映。这既表现出平武东燥、西湿、南润、北干的气候规律，也反映了平

武冬干、春旱、夏秋洪涝的于湿季节差异。全县年平均温度14．7℃，一月平均气温3．8℃，

七月平均气温24．2℃。无霜期平均251天，年平均湿度71％。年总降雨量862．7毫米，百

分之八十集中在五至九月，全县灾害性天气是干旱、洪水、暴风，冰雹，秋绵雨等。

、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3，591万元(不包括地属伐木厂)，入平222元，现分

述如下l

农业：本县具有地广人稀，森林面积大，多种经营项目多的特点，发展林业、牧

业、副业有很大优势，走农、林，收，副综合发展的道路，潜力很大，前途广阔。全县

总面积5，967平方公里，约8，950，410亩土地，但耕地面积只有47．8万亩，占总面积

5．4％，农业人口平均3．1亩。现有林地480万亩，占54．9％，牧地275万亩，占30．8l％，

河流水面ll万亩，占1．3％，岩石裸露‘道路，房基占67万亩，三项共占7．48％。

粮食作物以玉米(占粮食总产量的63．53％)为主，其次是小麦、水稻，洋芋等。

一九八O年播种玉米344，653亩，亩产195斤’小麦82，814亩，亩产149斤，水稻16，753

亩，亩产456斤，洋芋57，080亩，亩产146斤(折合原粮计)。粮食征购(原粮)1，410

万斤，超购119万斤，社员人平分粮456斤。经济作物有油菜、桑蚕、茶叶．．木耳、核

桃、生漆、烟叶、海椒、水果等，龙安青丝(茶叶)久负盛名。油菜13，578亩，亩产95

斤，药材4，200亩，亩产115斤。八O年生产木材22，283米。茶叶11，645担，蚕茧2，105

担，木耳400担，核桃19，402担，生漆359担。药材有天麻、党参，当归、杜仲，川芎、

贝母、大黄、厚朴等；牧畜业主要有毛猪，黄牛、山羊和犏毛牛。一九八O年毛猪出肥

数59，556头，年底存栏数100，224头，山羊八O年底数34，956头；牛28，928头。解放

后，建设各类水利工程954处，引、一蓄、提总水量1，200万方，可灌面积28，000亩，八

O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0，580万斤，比四九年增长1．46倍。农业人口平均产量662斤，复种

指数为143％。八。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936万元，其中农业1，688万元，林业278万元，

牧业600万元，副业369万元，渔业10，000元。比四九年增长1．64倍。集体农副业总收

入2，263万元，社员人平收入146元，社员人平分配收入91元，劳动日值0．54元，社队企

业总产值21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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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解放前本县仅有小农具等手工业生产。解放后工业发展较快，现地，县办有

伐木、酿酒，造纸、水泥、木材加工、砖瓦、发电，调料、粮油加工、茶叶粗制加工等

工业。地属厂1个，县属国营厂12个，集体广，社88个。八O年县办工业总产值755万

元，比四九年增长18倍，县办工业主要产品年产量，水泥5，003吨，发电量80万度，造

纸282吨，砖瓦502万匹，制茶281吨，饮料酒515吨，调味品335吨，糖果糕点125吨，群

众采金14公斤。

交通t解放前本县交通十分落后，道路崎岖，物资运输全靠人力畜力。解放后交通

事业发展迅速。建设江油至平武、平武至藏区公路185公里，县社新修公路510公里。全

县除泗耳公社外，38个公社通了公路，受益面占生产大队58％。全县共有汽车138辆(县

属114辆)，大小拖拉机225台，对促进工农业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商业。解放前由于交通闭塞，城乡对立非常严重，斗米尺布，8升玉米换1斤盐，山

区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商业给贫困的山区平武带来

了商务繁荣，物价稳定，城乡市场活跃的可喜局面，人民生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全县

有商业机构457个，遍布城乡各地，大量工业品下乡，农副产品得到广泛开发利用，物

畅其流。一九八O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3，263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9．6倍。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山区文化落后，全县仅有小学62所，在校学生2，800人，

初级中学1所，在校学生120人，八O年巳发展到小学372所，在校学生26，821人，比四

九年增长6詹，小学入学率为89．1％，中学发展到7所，高中2所，在校学生5，095人，比

四九年增长9倍。农村业余教育成绩显著，已扫除文盲8，300多人，占应扫盲人数的89％。还

办有进修校1所，进修学员55人。全县教职工总数1，570人，其中专任教师l，351人I民办

教师551人．(不在教职工总数内)。 ，

文化事业：有县文化馆、新华书店、县电影公司。城内有影剧院1所(可放映、演

剧的大礼堂2所)，电视差转台4座。县广播局已架设县至公社的广播线路75公里，公社

至大队的线路6，225公里，形成较完整的有线广播网。目前，全县已有区文化站4个，大

队文化室39个，图书室10个，业余宣传队8个，公社有电影放映队31个。体育事业也有

较大发展，县上有旱冰场1个，业余体校1所，城镇、机关、单位还兴建了不少球场，积极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卫生事业。解放前仅有医院1所，病床12张，医务人员39人。八O年县、区、公社

(镇)医院已发展到46所，病床621张，医务人员715人’大队合作医疗站219个，赤脚

医生355人，县办卫校1所。还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显著，一

九八O年出生率下降到2．8％0。

(五)名胜古迹

县内有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处，即报恩寺、王玺衙署、昭忠祠、西城门。此

外，王朗自然保护区以“熊猫故乡一之称在中外颇有盛名，是中外国家动植物研究的重

点场所之一。

、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平武时，沿途留下石刻标语35幅，群众保护至今I

境内有红军烈士墓和解放后剿匪中牺牲的征粮工作队六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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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安镇概：．况

龙安镇位于平武县中部，四周与长桂、枕流公社相邻。东起马尿水，西至_．碗水，

南至涪江河心，北达北山山顶。纵横约千余亩。辖4个居委会，11条街，路，1，211户、

7，383人，其中藏族26人，回族398人，其它少数民族2人。县人民政府驻政府街，镇人

民政府驻南街32号。

龙安。 搿龙"是根据这块地方从前叫做盘龙坝，地形象一条弯弯曲曲的龙盘在那里，

头在大龙沟，尾在顶门坝，龙身盘在城区， 搿安"是取国泰民安之意故名。明太祖洪

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在盘龙坝(今龙安镇)设龙州治所，即江油的武都的州府迁

现在的龙安镇。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改龙州为龙安府。中华民国时改为

城区，后又改为平安镇。解放后改为城关区。一九五O年成立乡人民政府时改为“城关

镇’’，一九八一年经省．．地区批准，更名为龙安镇。

该镇地势t西高东低、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涪江从西面绕城南向东流去，登城廓

观清流锦鳞戏水。登山顶可俯瞰全城，近山林静听鹊噪声声。故云。

江临西廓势居高，顺江三阶出东郊。

三面环水映龙城，北屏依山白云飘。

该镇海拔867米，四季分明，属大陆性的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4．7℃，一月平均温

度为3．8℃，七月平均温度为34．2℃，年降雨量为861毫米。

解放前这个镇只有几条破旧街道，不但狭窄，而且起伏不平。全镇只有几家小商小

贩。加之交通不便，显得冷清，萧条。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业、农业、财贸、文教卫生等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特别

是一九五九年平江公路通车，更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古龙安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三十二年来，新建了大小单位132个，还新建了南街、东街、人民北路。昔

日的小春坝是一片荒石乱滩，今天却建起了一幢幢楼房。白日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到

晚来灯光闪闪，如繁星荧荧。过去没有礼堂、剧场，现在有容纳千余入的影剧院1个，

大礼堂2个，可供放映和演出。还新建了灯光球场和滑冰场，大大的丰富了山区人民的

文化生活。轻工业生产发业较快，有县办农机一，二厂，木材制品厂，糖果厂，酒厂、

印刷厂，饮料厂和缝纫，建筑业。

解放前全镇只有一所初中、一所小学，现有完全中学一所、小学两所。新建了县医

院和镇办工农兵医院，兽医站等。新办了教师进修校和师范班、卫校、幼儿园、托儿

所。

镇内有省文物保护单位报恩寺，王玺衙署，昭忠祠和西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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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名

平武县

龙安

龙安镇

汉语拼音

P1|ngwO XiOn

二7 ‘·一．

LOng’石矗7

L6ng’On Zh吾n

备 注

三国时置广武县属阴平郡．昔
年．据阴干．广武二名舍取平

一’：一 产··

’：一地形象盘￡， ‘安’取国泰氏

原城关镇．因镇驻地在龙安，
为尼安镇．

人民东路居委会 R百nmTnd6n910 10w吾ihul 设于人尽东路，1981．if-印',,g．

人民东路

东街

解放路

政府街居委会

政府街

东风路

红星街

人民北路

R否nm；n D6nglO

DSng Ti百、

Ji苓fong L0

Zh爸ngfdj i百JOw善ihuT

Zh吾ngfO 7i百

位于县城东南，故名．

县城中心以东．

原城墙外围城路，新建．

设于政府街，1981年命名．

此街解放前后均系政权机关驻地，∞，

DOngf百ng LO 位于县城东方，故名．

H6ngxTng 7 i百

R吾nmTn B6ilO

解放后政府命名．

位于县城北部，故名。

人民西路居委会 R否nmfnxTl0 Iow芒ihul 谩于人民西路，1981年命名。

人民西路 Rfinm．『n XTIO

西街

西街大院

XT Ti百

XTji百DOyuOn

县城西南，故名．

县城以西，故名。

紧靠西街．故名．

报恩寺街居委会 Bao百nsTj i百70w吝ihuT 设于报恩寺街，tost．ff-#．鲁．

报恩寺街

南街

Bao’百nsT Ti百

N6n 7i百

龙安镇蔬菜社L6ngOnzh每n ShocOish吾

位于报恩寺饲，致名·
～

县城以南，故名．

碾城关镇蔬菜社。因镇改为龙安镇，故 ．

后．驻解放路。有耕地43亩，t78]x．

。。●。。●。。。。‘。_。__。_I。-。。。‘_。。●_-__ll。’--------_-_--__--__-_。_。_-___l_。-_-一_-_-
’§·龙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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