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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罗家．兴

两区交界处的大深

水库。

蓬安马回水电站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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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河舒、茶亭等地出土的汉、隋、唐、宋和明代的部分文物。

云山故城，即今燕山寨。宋末元初，蓬州治地徙此，抗御元

兵30余年，是嘉陵江流域抗元重要据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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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孔公社香敬萘，风景

秀丽，现有铁树高一丈三尺，

围圆四尺三寸。相传为唐代

所植。

马回坝土地肥沃，盛产柑桔、晒烟、花生，是全县经济作物集中产

区。“天府三号”良种花生闻名遐迩。



七十年代以后，蓬安县以缫丝、果酒、雪茄卷烟为主的轻工业生产

成为了地方工业的骨干。图为烟厂职工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查。

大力茄赫喜}I大力发展柑桔生产。 1
成为了南允地区}i

要产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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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不断地发展和变

化。按照地名标准化看，我县地名问题不少，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用字不当，有

的图上名称与实地对不上号，错名、错字，错位，此外，全县的生产大队均以序数命

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影响，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这给四化建设和人

民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们从1981年3月开始，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实地核调，内业整理，本着尊重地方历史和群众习惯，反

映地理特征，对全县在南充地区重名的2个区和17个社(镇)，分别报经省府和地区行

政公署批准予以更名I对全县原以序数命名的598个生产大队和2个大队级农场，经县人

民政府批准，重新命了名，并做了更改旧名、启用新名的宣传工作。同时以l：5万地

形图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原有地名l，232条，删去了名存实亡的地名65条，纠正了错名、

错字、错位的地名439条，共计504条。新增大队驻地等地名l，254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

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为了使地名成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

主要成果资料汇编成《蓬安县地名录》提供有关单位使用。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和蓬安县行政区划图制成《蓬

安县地图))，标注了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部分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重要人工建

筑物等地名I搜集整理了各种概况材料62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自然

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等地名2，420条，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主

要地名在备注栏内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数据均以1980年底为准。主要是县统计局年报数字，余为有关部门提

供o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蓬安县内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蓬安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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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安县概况

蓬安县在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位于北纬30。41’至3l。i6’，东经10 6。09’至

106。37’之间。东邻营山，南靠岳池县，西同南充县接壤，北与仪陇县毗邻。面积约1300

多平方公里。辖7区l镇，49个公社，598个生产大队，4605"附0,，计有135，798户
(包括全县非农p4，495P)，582，964JL(其中非农业人1：325，6儿人)，系汉族。县人民政

府驻周El镇。

(一) 历史沿革

蓬安县境。春秋系巴国地。秦属巴郡。西汉为巴郡安汉县地。南朝梁天监六年(公

元507年)分安汉县北部置相如县(治今利溪公社)，属梓潼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 1

年)．析相如县境西北归属新政县，东北归属朗池县。武周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

再析东境归属岳池县，相如县治地迁陵江场(今锦屏公社)。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

置蓬州(州及安国县治地在今营山县安固场)，因境东有大、小蓬山，州以山名。当时蓬

州领伏真、咸安，隆州三郡，而相如县属宕渠郡，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废蓬州。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复置，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政蓬州为成安郡，至德二年(公

元757年)更名蓬山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蓬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州治移

蓬池县(治地今茶亭公社蓬池坝)。宋淳柘五年(1245年)将蓬州移治云山(今河舒公

社燕山寨)以抗御元兵，宝拓六年(1258年)相如县由果州改属蓬州。元至元十五年

(1278年)蓬州治地移相如县治所(今锦屏公社陵江场)。明洪武初，省相如县入蓬州，

隶顺庆府，辖营山、仪陇二县。清朝蓬州是与县同级的府辖州，不再领县。蓬州之地即今蓬

安县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全县设2镇7乡24场，民国二年(1913年)改蓬州为

蓬安县(驻地仍陵江场)，因县地为汉之安汉县地，曾置蓬州，故取州、县二名之首字为名，

分设30个乡镇。属嘉陵道。1935年设3个区、19个乡镇。1939年设3区、3镇、13乡。1946

年调编为6区、34乡镇，同年将6个区并为2个指导区至解放。

1949年10月23日，蓬安县解放。县人民政府驻陵江场。全县先以人口比例划分8区、

65乡镇，后以场镇为中心调编为7区、36乡、314村。1952年建政时，将赛金、双河、

复兴、二道4乡划归仪陇县，全县调编为8区，56乡镇，随后又将三兴、高峰乡划属营

山县。1957年县城驻地由陵江场迁至周口。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全县并为4区、30个

公社。1961年调社更名，下i殳7区、l镇、49个公社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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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然条件

蓬安县地处川中丘陵地带，全县地形以丘陵为主，低、中丘陵约占总面积60％，低

山仅分布在东南部和北部。三合公社西部山地为全县最高处，金城山海拔824米。方

山状丘陵面积广大，深丘和浅丘交错分布，是本县主要农耕地带。平坝面积甚少，只占

总面积的5％，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沿岸河谷阶地上，以石门坝、马回坝、睦坝、雁平坝、

中坝等较有名，是县内经济作物主要产地。

全县主要地层是燕山运动中侏罗纪形成的砂溪庙组、遂宁组、蓬莱镇组等．岩层，

岩石近乎水平。以遂宁组砂页岩而发育的红棕紫色土壤为主，约占总面积的60％，其次

是棕紫色土壤和灰棕冲积土。

嘉陵江自东北向西南，斜贯境内，流长89公里，为县内主要航道。另有西河、清溪

河、河舒河、大泥溪等22条小河分别从东北部和西南部注入嘉陵江。

全县属亚热带润湿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7’℃，年积温

5608℃。无霜期达3ll天。年降水量990毫米左右。一般集中在五至九月。三至五月有寒

潮，有时伴有七、八级阵性大风。十月至次年元月一般多雾。十二月至次年三月有阵性

降雪。主要灾害性天气是夏伏旱，间或有春旱和秋霪出现。

境内森林面积甚微，覆盖率为4．1％，主要在兴旺、罗家两区、有零星成片分布。树

种多为松树，次为幼柏。矿产资源，有少量井盐，石油和天然气，嘉陵江沿岸产沙金，石

梁沱有江团、竹鱼。

(----) 经济概况

解放31年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全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状况发

生了很大变化。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17．634万元，为解放初195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183

万元的96倍，人平达302元。全县财政收入，由1950年的83万元增加到706万元，增长8．5

倍。

‘农业生产：全县现有耕地面积577，357亩，田土各半，水田略多于旱地。以生产粮食

作物为主，主要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苕和油菜等。水利建设发展较快，先后进行了

扩塘建库，修渠筑堰，兴建水力发电站等项工程，现有水庠69座(其中小(一)型8

座，小(二)型61座)，山、平塘3．582口，总蓄水量儿．550万立方米，沿溪河建有电力

提灌站4l处，配套有抽水柴油机、电动机1．329台，计15．880马力，使全县I／3以上的田

土可保证灌溉。已建成的两处水电站，装机6台，4．075旺，现有80％的公社可用电照

明或加工农副产品，加上农用大小拖拉机419台，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近年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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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良土壤，扩大复种指数，科学种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产量逐渐

上升，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力大解放．全县粮食产量很快跃过4亿

斤。1980年粮食总产4．1亿多万斤，为解放前夕的3．5倍，为1950年的2．7倍。其中水稻

257。098亩，产量18．944万斤，占粮食总产量的46oA；小麦222，884亩，产量5，422万斤；玉

米16l，72 2亩，产量5，187万斤l红苕207，718亩，产量(折原粮)8，645万斤。粮食种植

面积亩产上升到419斤，农业人口人平产粮732斤．人平分粮556斤。

本县除粮食生产外，素以发展农副土特产著称，早在清代就有“红花县"之说，现

在多种经营，则以蚕茧、柑桔、黄麻为主，白蜡、生姜、烟叶、花生次之。近年来，各

杜队根据自身的特点，发挥自然优势，大力发展蚕桑、柑桔，出现了可喜的局面。龙蚕

公社是发展蚕桑的老典型，现有桑树200多万株，产茧33万斤，名扬省内外l兴旺公社

是赶超龙蚕公社的后起之秀．已栽桑220多万株，产茧22万斤，还有向东、群乐、利溪

等11个公社力争上游，年产盖均过lO万斤。1980年全县产蚕茧433万斤，为1950年lg万

斤的22·8倍。尤以柑桔生产发展较快，成为全区主产柑估县之一。1980年产柑桔2，023

万斤，为1950年54万斤的37倍，其中百万斤以上的公社有清溪、马回、长粱、利溪4

个公社。清溪公社近年来在适宜柑佶生产的红石骨土和荒坡上建柑桔园2，000多亩，

栽树21万株，现有5万余株挂果，1980年产果230万斤。该社塔子山大队第六、七生产

队，以发展柑桔致富，震动县内外，人平分配收入过300元，是地区内有名的冒尖队。

柑桔品种也日渐增多，除引进的温州蜜桔、脐橙、锦橙、雪橙、哈母林等品种外，还有

自己培育的广柑良种——“金城一号’’，“正源二号舯等。特别是成批发展的夏橙，是

全县外贸出口的主要品种之一。发展生猪，历来是全县社员主要家庭副业，1980年底圈

存总数达268，873头，为1950年71。547头的2．7倍，由1950年的户平0．8头上升到2头。黄麻

生产，是近年发展起来的，1980年产麻1．766万斤。由于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大发展，

农副业总收入和社员分配收入也逐年增加。1980年全县农副业总收入为7，36 5万元，比

1950年农副业总收入1．129万元增长6．5倍，农业人口平均收入126元，为1950年农业人口

人平21元的6倍。1980年社员分配值为4，164万元，占农副业总收入的56．54％，人平达82

元。

工业生产：解放前全县仅有土陶、小农具修造、酿酒、土纸、棉纱等手工业生产。

解放后1950年也只有工业单位49个，计有职工550余人，均属私营工业，全系工场手工业

操作，94％属消费资料生产，其中食品加工工业占84％。工业总产值342万元。建国31年

县内地方工业逐步发展，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以缫丝、雪茄烟、果酒为主的轻工业生

产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1980年全县有烟厂、丝厂、酒厂、纸厂、农机厂、棉织厂、锁

厂等206个工厂企业单位，为1950年的4倍多，计有职工3。010A．。其主要产品，1980年产

生丝2．046担，雪茄烟12，900箱，食用酒l，611吨(其中果酒533吨)，机制纸446吨，各种

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农具1744台，农副产品加工机具l，705台，棉布69．6万米。特别是雪茄

烟和果酒远运东北、北京等地，畅销省内外。社队企业也迅速发展，各公社均办有为农

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服务的各种厂、场、站，年产值I，200多万元。198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

(包括公社企业)3。414万元，比1950年增长10倍。

交通：解放前县境只有南充至营山公路雏形，长约38公里，路面简陋，有路无车，

· 4 ·



物资主要靠嘉陵江水运，虽有舟揖往返，但滩多水急，事故频繁，运输能力极低。解放

以来，交通运输有较大的发展，现以周口为中心，有南(充)——营(山)公路、蓬

(安)——南(部)公路、作骨干的陆运交通在县境纵横交错，公路总长343公里。除有

正源，三坝、大泥、万和4个公社末通车外，其余社社有公路相通。各区所在地和边远

较大集市，每天有定期客运班车往返县城。全县现有汽车117辆，担负着县、区、社工农

业生产的运输任务。嘉陵江河道经多次整治，水流平缓，行船安全。水上交通运力，现

有木船48只，装容653吨，拖轮17坦，2，088马力，拖驳74瞍，装容3．19 8R。沿江各社有定

期客轮往返县城。县驻地周I：l，成为全县重要的水陆交通交汇地，不仅是本县物资吞吐中

心，也是营山、仪陇二县部分物资的转运站。近年襄渝铁路修成，县内大量物资多从渠

县站中转。便利的交通，方便了群众生活，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物质交流。

商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务繁荣。全县共有l，001个商业网点，3．180

个职工活跃在城乡财贸战线。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额5，759万元，为1950年445万元的

13倍；人平消费品购买力75元，为1950年人平消费品购买力10元的7倍多。全县商业购

销两旺，1980年农副产品购进总额达3，074万元，商品零售总额达5，103万元。此外，

1980年底还有城乡储蓄余额944万元，这反映出全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 教育、 文化、 卫生

建国后，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全县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解放前夕，全县有中学3所(其中私立一所)，乡小学3l所，保校和私塾442

所，师生2．2万多人．乡村识字者，寥寥无几。解放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学龄儿童

90％以上能就地入学，不仅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人材，也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

劳动者。县内现有师范学校1所，技工校1所，中学8所，公社完小55所(大多数附设

有初中班)，全县各大队均有公、民办小学，共计有教职员工4，059人(其中中等学校教

职员工1．482人)，在校学生14万多人(其中等学校学生近3万人)。在文化事业上，解放前

既无电影院，又无剧团。现在县城建有影剧院、电影院、文化馆、广播站、体育场、业

余体校、工人俱乐部。3个区各在其驻地陵江、河舒、金溪场建有电影院，有-45"．i-公社

建有电影放映队，社社都有广播站。徐家、巨龙、兴旺区还建立了文化站，成立了业余

剧团，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全县仅有医院一所，卫生所2

个，药铺182家，西医30人，民间中医710X。群众治病缺钱少医，极端困难。解放后，党

和政府十分注意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加强了卫生工作的领导。现县城设有西，中药材

公司，各区有中、西药批发部，社社都有国药店。医疗卫生机构也遍布了全县各地，县

城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县医院、中医院各一所，7个区驻地设有区医院，各公社均

有卫生院，全县共有病床I．256张，医护人员987人。有572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群

众就医较为方便，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近年来，政府在注重发展生产的同时，狠抓了计划生育工作。广大男女青年和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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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积极响应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全县人口自然增长

率逐年下降。1980年由1971年的28．46‰，下降到2．15‰，对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改善提高

群众的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五) 文物古 迹

蓬安县境，有相如县、蓬池县、蓬州古城遗址，然相如、蓬池治地，距今数百年，

现已辟为良田。蓬州古城，历史悠久，昔日美景秀色，微存孑然。据蓬州志和蓬安县志

记载，蓬安文物古迹甚多，有蓬州八景：“双蓬叠翠”、“五马排空"、“琴台夜月”，“石

壁晴云"、“嘉陵晚渡”、“广慈晓钟"，“牛渚渔歌"、“马鞍憔唱’’，有汉车骑将军冯绲墓，

有明朝御史母恩故里，有周子讲学处，有明代进士马昂坟，有云山故城，有石梁石刻。

青云塔计高75t6尺3寸，塔顶方平而塑有文昌尊像，独具一格。全县还有很多庵、观、寺、院、

庙、碑、桥、坊表，雄伟壮观，都富有民族风格，为古代劳动人民艺术和智慧结晶。但

这些珍贵的文物古迹，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无人管理，年久失修，加之“文化大革

命’’破四旧，几乎横扫殆尽，现幸存的仅有鲁公石、石梁石刻、云山故城和红军来莲安

时留卜．的部分石刻标语而已。

鲁公石：现存锦屏公社陵江场。是唐肃宗上元九年鲁公颜真9即贬蓬州作长史时的遗

物。其石约高六尺，上削下扁，岿然一卷，古意磅礴。当时，颜鲁公贬蓬州时，州治在

今茶亭公社蓬池坝，其石随州治徙于陵江场。相传，此石原为颜真卿案几之物，因石渐

长，足见珍奇。

石梁石刎：在今石梁公社庙儿坝大队。原地藏寺前山岩下刻七字：“元裙元年改江

河”。岩石上还有栓缆撑篙号记，对嘉陵江河道变迁，有一定研究价值。

云山故城：在今河舒公社燕山寨。其山特起，四J司峭岩壁立， “百里望之如崇台，

近睹如鸟将翔，晨披万缕云，俯视疑不属地，是为云山，，。宋淳枯间，蓬州冶所由蓬池坝

徙f山上，分划市井，建筑城楼r立孔殿寺观神祠，加固寨墙，抗元兵30余年。至元年间，

蓬州治所迁于陵江场。现残存有部分石碑、自．刎等，略见慨貌。

红军石刻标语：是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蓬安，胜利占领嘉陵江以东，周口

镇、河舒、白玉、石孔以北的大片地方，建立4区19乡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打土豪分

田地，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标语i当时在金溪，徐家、周口等一带到处可见，但至

今保存的只有鲜店、平头场和周口盐店街牌坊上的石刻标语，这既是蓬安人民富有光荣

革命传统的真实记载，又是今天对全县人民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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