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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严道古岛i

遗址出土的战国时移

部价文物～漆器．
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

历史。

明代古建筑一一太湖寺观音殿。为荥经县著名风景区之



小坪山烈士陵园

Z于城北的群英大桥．建于】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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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出产的茶叶，【i。。。

种多、匝嘬好．又是我省边

茶基地县之一，其康砖茶曾

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奖。

下图为国营塔子山茶场

的姑娘们正在采摘新茶。



图为土地沟水电站调

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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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为东汉石棺之浮雕石i1



荥经县出产的沙器，品种多样、喷地优芰．荣获四川省优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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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经煤炭丰佰，圈为石桥煤厂的煤炭Ⅱ=在装车待运

象经县中学一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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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同

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是地

图和实地的地名对不上号，或错位，或错字，或错名，有的大队以序数为名。这对四化建设

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从一九八O年九月开始，至一九八

一年八月止，以十一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对重名的5个公社、1

个镇，6个大队进行了更名，对7个以序数命名的大队和1个需要反映重要历史文物特征的

大队，重新命了名。同时以1：5万地形图(一九六八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666

条，删去了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3条，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等地名108条，共

iIi条，占地图上地名的16．6％。新增大队等地名222条。基本上达到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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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区地名

办公室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

一次，工作比较细致，资料比较系统，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名普查成果更

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我们在地、县各级领导的指导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

汇编成《荥经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使用单位的需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15万的全县地图，

标注了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部份自然村地名，收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

况材料共35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

单位，人工建筑等地名共882条。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名

称的来源含意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局年报数字，人口为

公安局一九八。年统计年报数字，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及街

道数，为一九八O年末的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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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荥经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荥经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A-"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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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概况

荥经县位于四川省盆周山地西缘的雅安地区中部，东经102。207"-'102。567，北纬29。297

"-'29。567。东北与雅安县接壤，东南与洪雅县紧靠，西南与汉源县连界，西与泸定县交连，北与

天全县毗邻。地形呈东西长(61公里)，南北窄(s3公里)，幅员面积约1767．74平方公里。人口一

九八O年末为11．97万人(男6．04万人、女5．93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净增26．6％。除极少数为

回、彝、藏族外，均系汉族。总人口中农业人口10．82万人。现辖4个区，1个镇，25个公社、111

个生产大队，3个居民委员会、384个自然村、743个生产队。县城在严道镇，海拔76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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