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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古柏全国第二

安县大安山麓，有～蹀高30．5米．

主干直径为3．5米的古柏．据旧川省文

物专家说，它仅次r陕西省黄帝陵七赢

径为a6米大古f[1．居全国第-，这豫古

柏在离地而1．5米处又分出七撒枝干，

故名“七根桕“。

目绕“七根柏“的七饭。寺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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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等地名。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拚音，并在备注栏内，对现用地名的来历含义等作了

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据，有关工农业生产、人口等，均为县统计局一九八O年统计年报

，其余由有关部门提供，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八一年地名普查实数。县图书馆提

了有关地名概况的历史资料。

地名工作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本地名

辑录的地名，尚不能完全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来历含义和更替考证，以及概

况说明，也可能有贻误的地方。单位或个人在使用时发现新的问题，可向分管地名工作的民

政部门反映，以便在必要时按法定程序，再次补充修订。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安县地名，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I·

安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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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至一九七二年记载，县境西南和西北发生过2．6至4．o级微小地震8次。地层自新至老，

多属第四系，泥盆系、朱罗系、三迭系等。主要岩层有砾岩、页岩、沙质砾岩、花岗岩等。

主要矿产有煤、硫铁矿、磷矿、黄金，石油等。砾岩(可加工成天然水磨石)和石灰石分布

较广，宜于发展建筑材料工业。

县内主要山峰在境西北茶坪公社的千佛山，最高点海拔2942．2米，常年积雪五个月左

右，为茂汶，北川，安县三县所辖。本县境内有森林约15万亩，县境西北为山区，约占总面

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海拔880米左右。有两个公社是山区，六个公社部分是山区。有耕

地8万余亩，约占总耕地13％，多为坡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43人。有林地面积40余万

亩，宜于发展林，牧，副业，土特产品较为丰富。西南部主要是丘陵地带，平均海拔600米

左右，有耕地27万余亩，约占44％，表层主要为黄壤土。解放以来，兴建第一，第二大渠，

由西北流向东南，干支渠总长450公里，贯串大部丘陵地区的水库、塘、堰，改善了发展

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条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0人。坝区有两条主要河

流，一是发源于千佛山西部支脉一碗水、胡子顶的干河子，流程32公里，入德阳县洒水河，

二是发源于千佛山茶坪猫儿沟的茶坪河与北川县流入的苏包河，在安昌镇汇合为安昌河，流

程120公里，流经绵阳，注入涪江。河流两岸为冲积平原，海拔550米左右，有耕地26万余亩，

约占43％，以沙壤土、半沙壤土为主，土质肥沃，也有少量贫瘠的河滩地。人口密度每平方

公里达580人。全县主产水稻、玉米，小麦、油菜，有小量花生、甘蔗、生姜、海椒等经济

作物。山区出产少量木材、斑竹、茶叶、棕片、生漆、猕猴桃、薇菜，以及枣皮、天麻、乌

药(附子良种)名贵中药材等土特产品。丘陵区有较大面积的马尾松、油茶、油桐。解放以

来，茶叶、蚕桑、水果、渔业有较大发展。

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为16．3。C，最热是七月份，平均25．7。C，历年极

端最高气温36．5。CI最冷是一月份，平均5．7。C，历年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4．8。C。全年无霜

期为300天。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5％，年平均日照数为1058．7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1261毫

米，大部分集中在七至九月份。一般有春旱、夏洪、秋涝、冬干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

春，夏偶有冰雹。最多风向北风，频率17％。

(三)经济概况

一九八O年国民经济总产值11743万元(以·一九七O年不变价计算，不包括省属企业)，

人平261元，比一九四九年2297万元增长4．1倍。其中农业总产值8099万元，占69％，比一九

四九年2042万元增长2．96倍，工业总产值3644万元，占31％，比一九四九年255万元增长

13．3倍。

农业。全县有耕地面积61．54万亩，人平1．48亩。其中水田39万亩，土22·54万亩。解放

前水利条件很差，全县38万亩水田中就有19万亩冬水田，全靠天雨蓄水栽秧，有不少冷浸

田、下湿田，不仅一年只收一季，而且单位产量很低。干河子一带平原旧称早坝，主产玉

米，产量很低。县西南的汉昌五坝，群众中早就流传着“汉昌土地薄，全靠搓索索。早上喝

的稀面汤，晚上吃的玉米馍，，的歌谣。一九五六年实现高级合作化以后，全县掀起了兴修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二十多年来，全县先后建成了第一，第二大渠等135条引水渠道，

(2)







桑枣区概况

桑枣区在县城周围，区公所驻地桑枣场在县城西南8公里。北纬31。35’，东经104。21’。

东北与江油，北川县为邻，西南与秀水、塔水、花豢区接壤。总面积492平方公里，占全县

总面积的33．6％。辖安昌镇和开茂、南丰、桑枣、大竹，晓坝，永安、茶坪等七个公社，有

69个大队，652个生产队，8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共有22679户，110813人(包括工区1465

户，5965人)，其中农业20389户，90956人，主要为汉族，占99．99％，另有极少数藏、

苗，羌族居民。

桑枣区，以所在地桑枣园命名。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735年)为北乡一甲、北乡永安

场、西乡桑枣场、茶坪场及城区。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为中区，一九四。年为乡、镇。

解放后，一九五O年设安县第一区，驻永安乡，包括安昌乡、擂鼓乡(一九五二年划归北

川)。一九五一年桑枣、晓坝，茶坪为第五区，一九五三年合并为一区。一九五五年撤区为

乡，镇。一九六六年恢复区的建制，命名为桑枣区。

全区山地、丘陵面积约占90％，以山区为主。境内最高山峰千佛山，海拔2942．2米，北

起茶坪公社，东至永安，开茂公社，山峦重叠，沟渠纵横，形成茶坪河，苏包河两条主要河

流。东南浅丘、平坝海拔6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16．3。C，降雨量1200毫米左右，北部山

区气温较低，降雨量偏多。全区共有耕地128921亩。

解放以前的桑枣地区，地广人稀，土层瘠薄，地租捐税重、多，恶霸，土匪横行，农民

终年劳动不得一饱，多数被迫奔山区卖脚力，去煤窑背煤炭，沿江河淘沙金，以糊口维生。

出身于本地的著名作家沙汀的《淘金记》，就是以当时本地群众的实际生活为背景，来反映

旧社会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解放后，通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安定

了群众生活，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合作化以来，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全区发展农业生产

的重要保证。一九八。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5682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3368万斤增加68．7

％，人平625斤；油菜总产222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104万斤增加113％1年末圈存猪只52638

头，户平2．6头，出肥率达54％。

境内森林资源丰富，主要产品有木材、斑竹、茶叶、蚕桑，棕片，生漆、千鲜水果，药

材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茶叶和蚕桑发展很快。一九八O年细茶产量1094担，蚕茧

11 45担，均为全县第一。茶坪的茶叶、南丰的蚕茧为全县之冠。

矿产有煤、硫铁矿、黄金，石灰石、砾岩等。县办五一煤矿、水泥厂，磷肥厂，水电

厂、建筑材料厂，机械厂等均在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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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城址在今

武德三年(公

水伤亡事故。

工业。解放前仅有一家私营电厂，年发电量1300度，以及一些竹、木，铁器等手工业产

品。解放以来，工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现已有水力发电、机械修造、建筑材料，纺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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