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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质量纯净硕大石棉。长1．28米，重约300公斤，现珍藏于
北京地质博物馆。



石棉县自然资源丰富，上图为加工的部份各色大理石成

卞图为南桠河水电站的蓄水坝及其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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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改变。由于

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意不

好，用字不当，有的图实不符，造成错字，错名或错位等混乱现象，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

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

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从一九)k--年四月开始，至一九八

二年一月止，以十个月时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

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时从1，5万地形图(一九六八一一九七O年

版)为基础，对县境内地名881条地名进行了核实，对重名的1社1镇和7个大队进行了更

名，纠正了错位、错字、错音、错名等地名70条，新增大队地名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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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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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次地名普查成果更

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服务，根据上级的要求，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

果，汇编成《石棉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缩制成1：30万全县地图I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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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22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

位、人工建筑等地名8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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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数字，工农业方面，均为一九八。年县统计年报，其余为有关专业部门提

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石棉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石棉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九月

，卜}irr，，



石棉县概况

(一) 概述

石棉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地区西南部，东与汉源、甘洛县为邻，南与越西、冕宁县相接，

西与九龙，康定县毗连，北与泸定县接壤。面积2641平方公里(合396．15万亩)。东经

1010577—102。357与北纬28。51—29。337之间。1980年底全县人口107，731人，其中I男

59，896人，女47，835人，农业人口为74，819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41人。总人口中

汉族为主，占86％，另有彝，藏等民族。辖1个镇，16个公社，97个大队，552个生产队。县

人民政府驻新棉镇，位于大渡河中游南岸，距雅安210公里。

本县古为西南少数民族邛人和笮人居地，西汉始(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大渡

河为界，北属增置沈黎郡的牦牛县(今汉源九襄)，南归越西郡的阑县，此后各代虽有迁

变，仍为这两县辖地。1950年解放。因境内富藏优质石棉，为发展石棉工业生产，加强这一

地区行政管理，于1951年6月1日划汉源县第四区，越西县第五区和冕宁县拖乌特区一部份

建县，以境内特产优质石棉而命名石棉县。属西康省雅安专区。1955年西康省撤销，本县划

归四川省雅安地区。

(二)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龙门山脉，鲜水河、安宁河断裂构造带交汇处，地震烈度为8度区。地势西南

部高，东部低，山脉多呈南北纵列。四周有3500米以上高山，故县境多以山脊为界。全县以

山地为主，山高谷深，坡陡邻峻，岭谷相间。山坡坡度在45—60度左右，山腰部份间有较平缓

的台地，河谷与山顶之问高差约在1000米至1500米左右。最高点为西部与九龙、康定县交界

处的高峰，海拔5793米，最低点为丰乐公社大渡河谷最东端，海拔约790米，境内海拔800米

至1300米左右的河谷地是全县水稻、小麦，桐，桑的主产区，土质多为沙土。褐红壤。海拔

1300米至1800米左：缶的中山地宜于粮经林牧多业的发展，土壤多为黄泥土、黄沙土，质地较

粘重。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地适宜以林为主，结合发展畜牧业，土质多为棕壤，黑油沙。

主要河流为大渡河及其支流，水力资源丰富。大渡河由北入境南流，至县城转东流出，境内

流长80公里，还有田湾河、松林河、小水河、楠桠河、竹马河等由西北至东南纵贯大渡河南

部。境内森林面积较大，约150万亩，主要树种有云南杉、冷杉、桦树等，多分布于2000米以

，上山地。矿产资源以石棉为主，蕴藏量约占全国一半左右，以质量好，纤维长而闻名于国内

外。亨。有储量丰富、质地坚硬、色泽新秀的红色花岗石，1977年曾选作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

装饰斤科。此外，尚有煤，铜、铁、金、云母、石膏矿等。本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千湿季明显9 1980年日照时数为1307．4小时。年平均气温16．9℃，一月乎



均气温8．1℃，七月平均气温24．3℃。无霜期平均为316天。年降雨鼍805毫米，五月至九月占

全年降雨量85％(冬干、春旱、夏洪，秋涝)。风向多东北风。但岭谷间气温差异大，山岭

气温较低，冰冻时间较长。

(三)’经济状况 ?‘

本县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2039万元(不包括省，地企业)，人平190元。

农业：现有耕地102730亩(农业人平1．37亩)’，+其中田23085亩，社员自留地10677亩。

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小麦为主，分别占粮食总产量的38．6％、32．5％和15．6％。并产洋芋、红

苕等。经济作物有蚕桑、油桐、油菜、水果、茶叶、花椒、生漆，自蜡等。药材有当归、牛

夕，天麻、贝母、虫草等。畜牧业有猪、牛、羊等。建县30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

兴修水秕发展水电，不断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新建埝渠281条，保灌面积达2．8万亩。社

队办水电站41个，总装机容量1983斑，年发电量371万度。农业机械从无到有，现有农用汽车

21辆，拖拉机276台，动力脱粒机411台，粉碎机378台。随着农业基本条件的不断改善，科学

技术的不断提高，良种的逐步推广，使农业生产有较快地发展。1980年，农业总产值1322万

元(其中：农业835万元，占63．2％，林业67万元，占5％，牧业273万元，占20．6％，副业

145万元，占11％，渔业2万元，占0．2％)，比1952年增长6．7倍，粮食总产6171万斤，比

1952年增长2．6倍，农业人口人平产粮833斤。1980年产蚕茧1123担，油菜籽1103担，花生

4．9万斤，桐子5300担，生猪出肥3万头，年底留栏5．8y／头，羊和牛的年底数分别为2．9万

头和1．2万头。1980年粮食征购273万斤，超购198万斤。增价收购210万斤，社员人平分粮

653斤。集体农副业总收入1174万元，社员入平收入107元，社队企业总产值159万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11．5％。 ，，

t一

工业；现已有省、县办的采矿、伐木、缫丝、印刷、缝纫、粮油加工和食品酿造等行

业。计有省属厂矿2个，县属国营厂场11个，集体厂(社)12个。1980年县办工业总产值

717万元，比1952年增长111倍，主要产品的产量。木材为1．9万立方米，生丝为26．9吨。

本县的石棉矿产资源不仅储量大，而且以质量好，纤维细长而闻名世界，有“康棉之

乡矽誉称。现陈列在北京地质蹲物馆内长达2．19米的世界最长的“石棉王秒，就采自本县。

解放前，这里荆棘丛生，仅有一个几十人的石棉小矿，既无厂房，又无设备，矿工们只能用

原始工具从事笨重的艰苦劳动。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新建了四川石棉矿和新康

石棉矿，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使石棉从开采到生产成品，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现在，这

里已建成了我国最大的新礁石棉矿区，石棉产量约占全国近半，产品行销国内外。

交通：解放前，境内只有川滇西线过境的93公里狭窄的公路。解放后，经大力建设，交

通事业发展很快。1989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300多公咀，为解放前2．2倍。以县城为中心，北

通雅安、南连西吕，东达乌斯河接成昆铁路，西到泸定。全县基本实现了社社通公路。

商业：本县工矿人口比重大，购买力强，现有商业、供销、粮食服务网点132个，另有个

体经营点60个。1980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300万元，]北1952年增长8．4倍，入平购买力
178元。

(2)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卫生事业。解放前，教育、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境内只有小学24所，学生700余人，

中草药医生10余人。解放后，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1980年，小学达120所，在校生1．5

万人，中学4所，在校生4千多人(包括农村小学附设初中班1．6千人)。教职工900多人。

县、区，社医院27所，病床240张，医务人员291人。大队合作医疗站58个，还有县卫生防疫

站和县妇幼保健站各一所。计划生育工作方面，}jj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狠抓计划和措施

的落实，1980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以下。

文化事业，现有县文化馆、新华书店，县电影管理站各一所，有电影放映队30个(包括

厂矿)，电影院一座，电视差转台一座。广播线路已架设到生产队，形成了完整的有线广播

l】I_g。

(五)革命纪念地

位于本县县城西北11公里的安顺场渡口。

1868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西征时，陷入清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终因粮尽援

绝，血战失利而全军覆灭，是石达开失败的地方。又是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

军顺利通过彝区后，迅速向安顺场挺进，消灭守敌，夺取木船一支，于5月25日清晨，十七

勇士强渡大渡河胜利的地方。由于强渡胜利，夺取了国民党军队盘据的安靖坝，控制了渡

口，使红军先头部队夹大渡河两岸而一1-．，驰军泸定，粉碎了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第二个石达

开黟的梦想，为红军北上抗日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因此，是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四

川省人民政府于1980年重新将安顺场渡口和指挥所公布为省级文化保护单位。

。 门
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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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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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棉镇概况

新棉镇位于石棉县中部，为石棉县县城。东与农场公社为邻，西濒楠桠河，北临大渡

河，南与回隆公社接壤，面积20平方公里。所辖2个居委会，5条街道，1个大队(其中；

5个蔬菜专业队。1个粮食生产队)。1980年底人口为7298人(其中农业人口为1637人)，

汉族为主，约占95％，藏族占5％。镇人民政府驻地农场。

新棉镇原名城关镇，于1978年9月建镇。建镇时将农场公社大渡河大队划归镇辖。1981

年地名普查时，为避免重名，取“新建盛产石棉的城镇∥之意，更名为新棉镇。本镇依Il|临

河，位于楠：：亚河与大渡河交汇处的东南侧，属河谷地，地势平坦，呈不规则的狭长形。海拔

为879米。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9℃，1月份平均气温为8．1℃，7月份平均

气温为24．310，无霜期316天，年降雨量805毫米，风向多东北风。

解放前，这里是河滩乱石，荆棘丛生，多为荒地、坟地，仅有几十问茅草屋，只有一条

短又窄的小街。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新建了南北纵向的2条路(解放路、文

化路)，东西纵向的3条路(人民路，东风路、曙光路)，并铺筑了沥青路面，安装了路

灯，新建了学校、医院，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商店和自来水等公用没施，新建了住宅面积

4．2万平方米。被人们称为“大渡河边的新棉城’’。

本镇为石棉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县委、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县

人民政府均设在本镇人民路西段。

工业方面。现有省，县办的采矿、选矿、缫丝、农机制造、印刷、缝纫、粮油加工、木

材加工和食品酿造等。这些工厂多设在镇的四周。街道工业也在发展中，1980年街道工业产

值达25万元。

交通方面s本镇为石棉县交通枢纽。现每天有班车北通雅安，南达西昌，东到乌斯河火

车站接成昆铁路，西抵泸定。并有公共汽车通本县多数公社。

农业方面。现有耕地567亩，以生产蔬菜为主，年产蔬菜250万斤左右，为石棉县商品蔬菜

基地。

文教卫生方面，现有县办小学1所，幼儿园1所，医院3所(县办2所、镇1所)。县

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等均设在本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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