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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生活和历史活动的产物。人们用它作为各类地

物．地貌的约定标志和代号，还用它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交往的工具。

实现地名标准化，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编纂出版地名志，就是为了记载，

推广和使用标准地名，继承和发展祖国丰富的地名遗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

服务。

《宁陕县地名志》本着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宗旨，遵照上级指示和

有关规定，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1982年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编辑人员的认

真调查，精心整理．反复考证、艰苦努力编纂而成。

《宁陕县地名志》全面记载了我县各类地名的标准化名称。对部分地名的含义、沿革和

基本情况作了扼要说明。每条地名力争做到含义健康，读音准确、书写规范和在规定范围内

不重名。

为便于查阅和使用，有关说明如下·

1．本志收录县境各奖地名2，5lO条，其中行政区划及居民地名称l，010条，各专业部门名

称12l条，名胜古迹及人工建筑物名称4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339条，绘制地图3l幅，附

各类彩色照片8张。

2．本志有关地理实体的数据，是以国家测绘总局1962年出版的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实

地考察的概数。人口数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耕地面积据1958年土壤普查资

料，地名问的距离系直线距离，方位为标准地图方位。特殊资料的来源，均作了专门注释和

标记。村民委员会简写为。村一，其汉语拼音分写，首字大写。如“con’’。

3．本志各类地名的排列，均按愆宁陕县现行行政区划一览表》顺序排列。还可以用_地

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弓l疗检索。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加之史料奇缺，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

评指正．

宁陵墨地名专嗣纂委员会办公童

一九八六年六月

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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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 宁陕县概况

年平均降雨量920毫米，雨季多集中于七、八、九月，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百分之五十四。

早霜始于十月中旬，晚j：；终于三月下旬，无霜期约二百一十五天。

宁陕县属北亚热带止地湿润气候区。地质构造复杂、气候瞬息多变，每年都要遭受程

度不同的大风，暴雨、淫雨，冰雹，寒流的侵袭，自然灾害饺频繁。在党的领导下，全县

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开展了大规模地农田基本建设，耕地面积逐步稳定为二十二万六

千六百亩，新开发灌溉西[蓉!五千八百七十三亩，总有效灌溉面积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八亩。八

四年农业总产值为一千八百零八万元，全县拥有农用汽车二十七辆，大中型拖拉机一十七

台，手扶拖拉机二百四十I至台，各种粮食加工机械一千三百零一台。随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的改善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奇王卜，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解放前粮食亩产不足百斤，现在有了较

大幅度的增长，1984年全￡粮食总产四千零一十六万斤，平均亩产一百九十二斤，油菜总产

十三万一千斤，平均宣产六十一斤。

境内水电从无到有，已建水电站五十四座，总装机容量三千二百四十八豇。其中县办水

电站四处，总装机一千五百瓦，其余均系乡、村、户办小型水电站。全县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一一土地梁电站，总装祝容量为一千二百六十珏。絮设三十五千伏输电线路二十七点六四公

里，设升降送变电站一处，另一．’卜卜千伏输电线路八十九点三公里，低压线路一百四十五公

里，安装变压器五十九台。全县已有二十四个乡、六十三个村、一百四十四个村民组用上了

电，用户达四千一百四十三户。本县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理-苦蕴藏总量为四十二万七千

四百骶，人均六点零一配，是全国人均水平的十倍，全省人均水平的十三倍，故水力资源有

待于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全县森林面积五百一十七万亩，木材蓄积量二千一百五十万立方米，八四年林业总产值

为三百一十四点三四万元。鳃放前，由于农业的刀耕火种，毁林时有发生。解放后，县内设有

林特局、木材经销公司、国营林业采伐局，林场及乡村林场等专门机构，加强了林业管理和

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群众运动。1984年造林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亩，常年从事林业生产

的专业人员三百九十人，森林覆盖率为73％，用材树种以冷杉，云杉、铁杉、油松，华山松、

桦，椴、杨等为主，经济树种以漆树、耳树、核桃，板栗，油桐，花椒树等为主。 ·：

土特产品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有生漆、木耳、香菇，蜂蜜，核桃、蚕茧，花椒，板

栗、猕猴桃、桐油，山竹等，1984年产生漆一千八百担，板栗五百五十担，木耳五百九十三

担，核桃二千五百四十担。中药材有猪苓，天麻，杜仲，五味子，金银花、木通、丹皮、熊

胆、麝香等百余种，野生珍贵保护动物有金丝猴，熊猫，白羊、长尾雉等。此外亦有铁、锢、

钼，滑石、硫磺等矿藏。

解放前全县只有土法炼铁厂一处，由于技术落后，交通闭塞，时办时停，虽有零星小手

工业者，也无发展。现已建有农机修造、木器，电力、建材，粮食，副食加工、缝纫、印

刷等十余个中小型工业企业，全县工业总产值为五百八十点二万元(1984年)。以0三板一

砖，，(刨花板、胶合板、地板条、软木砖)为骨干的林副产品加工业正在形成新的生产能

力，这在开发绿色宝藏，发挥自然资源优势上又迈进了一步。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乡村集体企业和农民家庭副业蓬勃发展，全县副业总产值为四百零

七点零六万元。全县乡村及个体办起综舍厂一十七个，木材加工企业共四十二个，．电力企业

一十七个，建材建筑企业三十六个，粮油加工及造纸企业五个。饲养猪，羊，牛，鸡，鸭、

．兔等养殖专业户及饮食服务业，相继建立和有了发展。全县共有大家畜五千八百零四头，．猪



宁陕县概况 5

三万八千零三十头，羊三千二百零六只。

解放前，全县只有不多的小杂货铺和一些小商贩，现在商业蹦点遍布城乡。县城设立了

商业局，下属公司五个，门市部二十一个，县供销社在县城设贸易货栈一个，门市部四个，

下设区，乡供销社三十四个，门市部一百五十九个，代销，经销店七十九个，生产，生活所

需工业品及百货，品种齐全，人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解放前，全县山路崎岖，交通闭塞，运输全靠人力背挑。解放后，交通运输不断发展，

西(安)万(源)公路纵贯境内一百三十一公里，途有桥梁(涵洞)六十九座，县级、区

乡及林区公路二十七条，总长六百八十九公里，基本形成了乡乡通公路，村村有大道，车

辆往来，交通便利的新局面。截止目前，通公路的村有九十一个，占总村数的百分之六十

三，通公路的组有二百九十七个，占总组数的百分之五十三。邮电通信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现有邮电局(所)十个，邮路总长七百五十七公里，架设五条长途电活线路，总长三百二十

三公里，通电话的村有三十个，通讯联络较为方便。

解放前只有初中一所，小学三十七所，由于贫困，仍有较多学龄儿童彳：能入学。现有中

学九所。其中高中一所，高级职业中学一所，八年制学校四所，在校学生二千三百零一人。小学

二百五十六所，在校学生一万零八百八十三入，入学率达99．5％：幼儿园七所，入园幼儿二百

。七十二人(1984年)。县城有文化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溜冰场等文

体场所。区乡有电影放映队，广播放大站，村村组组通广播。医疗卫生机构从无到有，现设

有县医院一所，地段医院三所，区医院四所，乡卫生院二十三所(集体办八所)。

解放前农民皆多住草房，窝棚或垛木房，瓦房极少， “板房沟’’，“杆房沟’’，“岩屋

沟，，遍及全县，比比皆是。即使几个集镇亦草房、瓦房相间，街道弯曲窄狭，坎坷不平。如

今七个集镇(关口、旬阳坝、江口、龙王街、四亩地街、两河街，汤坪街等)均已整修，有

的安装了自来水，修建防洪堤。其中两个集镇铺筑水泥街面，发展较快的是县城，沿河已建

长七百五十米，宽十米的河堤东西街道两条，关口上、下街和东河口已建四座石拱水泥栏杆大

桥和一座钢筋水泥桥，沟通了西万公路和地方公路，方便了人民生活。县城百货、服务、邮电、图

书，电影院，教学等大楼林立，解放后新建面积约七万零八百九十平方米，比解放前增加三倍。

宁陕县境自古以来，就是从西安通往四川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Ⅸ光和

郡县图志》载：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遣钟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趋

汉中嚣，一举灭了西蜀。东晋时，“桓温伐秦，命司马勋出子午道”，以策应对关中的进攻。

睨末孙传庭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就曾派军出子午谷，夺其南路。1863年5月，太平军

的陈德才部，就是通过子午谷进攻西安的。革命战争年代，宁陕境内为根据地，红二十五军

和红七十四师活动数年之久，红军在宁陕有搿九进八出，，之说。龙王乡绿烟村人何继周(又

名何振亚)，1934年从国民党部队率部起义，进行游击活动，成立陕南抗日第一军任军长，

后曾任我军游击支队司令，师、军副参谋长。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空军后勤部长，1978年12

月24日逝世。1946年8月，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攻克镇安县城后，派张文津(新四军五师干

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毛楚雄(毛泽东侄儿，中原军区干部)三同志为我

军和谈代表．赴西安谈判，在进入我县江口地区时，被国民党胡宗南部下令秘密扣押杀害。

我军曾在佛坪，宁陕两县交界处成立。宁佛工委一，1936年红军攻克县城后。曾在贾营乡成

立_宁陕县土地委员会一。宁陕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宁陕人民一定会发扬革命传统、争

取更大光荣。







8 政区沿革

乡，四十个保，四百二十个甲，隶安康第五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至解放前夕。@

1949年12月5日宁陕解放，县设县人民

政府，隶安康地区行政专员公署至今。暂沿

用旧乡保区划开展工作。

1950年11月17日，安康专署民政字146

号文通知；宁陕县设城关、汶五、四亩地，

江口，太龙，两河六个区，关口、农场，华

严、汤坪、麻庄、狮子坝、老城、梁家、太

白、梅子，贺家、朱家，五龙，北昌、四

合，桃园、柴家、太山、江口、沙沟、高

桥、沙洛，丰富、竹山、黄金、小川、沙坪、

旬阳坝，太山庙、龙王、上坝、贾营，钢

铁、新场、皇冠、东峪三十六个乡。

1950年11月27日省民政厅808号函将宁

陕小秦岭以北之荞麦地、干沟、鸡窝子，喂

子坪等处划属长安县。

1952年10月17日省政府462号命令，宁

陕县行政区划由原来六个区增为以序数排列

的九个区。调整裁并太山庙乡，增设纸厂，

栗柞，斜峪，南昌，八亩，莫王，海棠、高

家，旧贯，太平，四树坪，皂矾、八宝，花

石，五台，铁桥，关桥，新民，楼房、旬

河，新矿，营盘、长坪等二十三个乡，全县共

计五十八个乡。

1953年5月13日省政府44号命令，宁陕

县仍设九个区，乡由五十八个缩编为五十

个，撤并狮子坝、斜峪、莫壬，海棠，旧

贯，太山庙、皂矾，贾营八个乡。

1956年3月关口乡改为关口镇，同年4

月汉阴县铁炉，鱼洞、龙王、火镰砭四乡及

镇安县后池，栗柞二乡所辖四个村均划属宁

陕县，建置太山庙区，铁炉、龙王及新建乡

三个乡，全县调整缩编为六个区，三十六个

(镇)，有高级农业合作社二百三十五个．

全县行政区划如下t

县直属乡(镇)·关口、梁家、栗柞三

个乡(镇)·

，汤坪区驻地汤坪街，辖汤坪，华严，麻

庄、狮子、贾营五个乡，

筒车湾区驻地筒车湾，辖高家、贺家，

朱家、五龙、梅子、北昌六个乡，

四亩地区驻地四亩地街，辖四合，桃

园，柴家、太山四个乡，

两河区驻地两河，辖钢铁、新场、东峪、

皇冠四个乡，

太山庙区驻地太山庙，辖新矿、龙王，

新建、铁炉四个乡，

江口区驻地江口，辖江口，旬阳坝，竹

山，高桥，丰富、黄金，小川，沙洛、沙坪，

沙沟十个乡。

1958年人民公社化，改农业合作社为生

产大队，撤销区乡建制，建立政社合一，

全县设关口、江口，太山庙，钢铁，蒲河

五个人民公社，设关口，贾营，华严，汤

坪，江口、黄金，沙沟，丰富，旬阳坝，铁

炉，新建、龙王，新矿、钢铁，皇冠、五龙。

陈家坝、四亩地，石墩河，筒车湾．油房

坳，柴家、梅子二十三个管理区，共辖一百

六十五个大队，同年十月，宁陕县并入石泉

县，称“宁陕协作区纾，区划未动。

1961年10月，恢复宁陕县建置，原石泉

县建丰大队划属宁陕县，原宁陕县陈家坝，

石墩河两个管区划属佛坪县，调整后管区改

为人民公社。全县辖两河、太山庙，蒲河，

江口四个区，二十一个公社。

1962年11月，全县公社由原来二十一个

增设为二十七个，直属增置狮子坝·两河

区增置新场，划出五龙至蒲河区。江口区

增置沙坪，小川，沙洛、竹山等公社，时

辖一百五十一个大队，五百二十五个生产

队。

1964年改关口公社为城关镇，同时增设

老城公社，此时全县辖区四、杜(镇)=十

八，政区基本稳定．

1967年。文化大革命黟中，宁陕县人民

委员会改称。宁陕县革命委员会一．隶

属安康地区革命委员会，部分社队亦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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