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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露县地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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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舟竞发

端午节龙舟会，是新津县传统的民问活动，久负盛名。

『艺舟夜游 抢鸭



神态各异的罗汉(泥塑)

仪态优美的飘海观音(壁塑)

栩栩如生的元觉菩萨(壁确)

观音寺始建于南宋淳熙八年，其

蹙画和塑像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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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渠(通济堰)堰茵



大河治理

蕴藏丰富的钙芒硝矿正在开发



脐橙满树

苍苍翠竹——斑竹林

海椒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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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多写或有地无名}有的错位、错字；有的名，图不符’有的生僻臆造，难写难记，有的

含义不健康，加之全县的大队都是以序数为名，给使用带来了不便。

根据国务院1979年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在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和上级地名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从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进行

了全县范围的地名普查工作。共普查地名1143条。其中：新增地名289条(包括大队名称)，删

去64条，改正原图错位2条，错名14条，纠正错音、错字67条。列入地名成果表1079条。还

填写地名卡片514套，编写地名概况资料32份，标注五万分之一地图3套。以上均经省f地

区地名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基本达到了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为了充分反映这次地名普查的丰硕成果，让地名资料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根据省

地名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地区和县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编写了这本地名录。在辑录过

程中，对地名普查成果再次进行了校核，对少数地名的来源含义作了复查和补充，又新增地

名1条(牧马山灌溉渠)，纠正错字7条，错名4条，文字概况材料也进行了必要的修改。

本地名录共辑录地名1080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03条，自然村名795条，企事业单位

名称2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4条，人工建筑名称29条，名胜古迹和烈士陵园名称4条。每

条地名加注汉语拼音，在备注栏内对行政区划名称的位置、原名，人口，耕地以及较为重要地 ，

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附录有地区、县关于社(镇)、大队命名，更名的通告，以

及地名首字笔划索引，行政区划名称首字音序索引。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在人口和工农业方面取于县公安局和县计委1979年年报，大队数

系1980年实际普查，其余数字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新津县内地名时，一律以此为准。但是，本地名录所列地名的

隶属关系概不作为我县与邻县间，县内社、队间的划界依据。

编辑地名录这项工作，我们还是初次尝试，经验不足，水平有限，错误难免，请使用单

位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及时纠正。
‘

新津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兰口^]U1日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新津县地名办公室编绘



新津县概r况

新津县地处成都平原的南部边缘，位于四川省温江地区行署所在。地南面。介于东
103。42 713矿"-'103。55t59”，北纬30。19 749”N30。31 732∥之间。东接双流县，西连邛崃县

大邑县，北毗崇庆县，南与彭山县为邻，总面积330．105平方公里。j1979年底，总人口

249959人，其中农业人口222916人。汉族。操川南方音。所属1个镇(武阳镇)，1 6个公

社(花桥、长乐、花园，黄渡、普兴、金华、顺江、兴义，万和、文井、龙马、太平、方兴，

铁溪、永商、邓双)，185个大队，1082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县境中部的武阳镇，海拔高

度458米。距省会成都4 0公里。县境地形略呈圆形，以武阳镇为中心，周围都未超过1 5

公里。

(一)历史沿 革

新津县古为蜀国地，秦为蜀郡地。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始置武阳县，属犍

8 4年)移犍为郡治于武阳。此时武阳县，实兼今新津、彭山、眉山、仁寿、井研五县大部

分境地。武阳县治东有汉安桥(玉津)，把成都平原与眉(眉山)嘉∈嘉定，即今乐山)平

汉安桥是竹索桥，不能通行车马，且常被大水冲断，行旅阻绝。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

元216年)，犍为太守李严凿天社山山嘴(宝资山)，沿江修路，使车行直通眉嘉平原。并

在此处的金马河，西河与南河上分别架桥形成沟通成都、眉嘉两大平原的新渡口，谓之“新

津，，。新津之名始此。此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新渡口日渐繁荣，梁时已发展成为“新津

时，犍为郡治迁还焚道(今宜宾)。梁武帝大同十年(公元544年)改武阳县为犍为县。西

魏改犍为县为隆山县。北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始置新津县，迁犍为郡治于此，据新渡

口得名新津县。县城迁到天社山南今邓公场附近，即《华阳国志》所谓“六门水9,o(朱遵拒

公孙述战死处)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犍为郡废，新津属蜀州(治成都)。大业

二年(公元606年)废煲道县入新津，改隶蜀郡(治成都)。县治迁至皂里江东岸新津市，即

今五津镇东机场坝内(《隋志》)。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津改属蜀州(崇庆州)，

县治迁至皂里江西岸、南河北岸的新县城(即今武阳镇)。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改

蜀州为成都府，日南京，新津隶属之。唐、五代期间，郡，州建制兴废更迭多次，新津仍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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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州、蜀郡(均今成都)。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新津属蜀州(治崇庆)，隶西川路．

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新津仍属蜀州，隶益州路。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升

蜀州为崇庆府，属成都府路。新津属崇庆府，隶成都府路。元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

降崇庆府为崇庆州，新津属崇庆州，隶成都路，统于四川行中书省。明代沿袭此制。清代直

属成都府。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双流并入新津。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又分县而治·

民国初，新津属西川道。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属四川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49年12

月25日，新津解放，初属温江专区，1950年5月改属眉山专区，隶川西行署。1953年3月眉

山专区撤销，新津复属温江专区。1960年4月2 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新津县建制，将原

来新津县的行政区域划归大邑县，合称大邑县。1962年4月恢复新津县建制。

一 (二)自 然 概 况

本县地处成都平原边缘，以平坝为主，兼有浅丘。平坝(包括河坝)约占总面积的

76．6％，分布在花桥，长乐、花园、顺江，兴义、万和、文井、龙马、太平，方兴、铁溪11

个公社，海拔高度在445米至480米之间。是粮食、油料主产区，兼产甘蔗，麻类，叶菸、

药材等经济作物。水源丰富，宜于发展水产业，河滩还有可供煅烧石灰的灰石。丘陵区约占

总面积的23．4％，主要分布在永商、邓双，黄渡、普兴，金华5个公社。分布在永商、邓双

公社的丘陵区，在县境南部南河南岸，属邛崃山脉长丘支脉之延伸部分，海拔高度在455米

至673米之间，宜于发展以粮为主结合林木、水果、畜牧业的多种经营，还有丰富的红石可

开采作建筑材料，分布在黄渡、普兴、金华公社的丘陵区在县境东部，属龙泉山脉牧马山的

尾段，海拔高度在460米至580米之间。由于修筑盘山渠道从双流金花桥引江安河水自流到牧

马山解决灌溉问题，宜于发展以粮为主结合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和畜牧业的多种经营。这里

蕴藏有丰富的石膏，芒硝等矿产资源，是重要的化学工业原料，颇有开采价值，省、县、公

社都在此办有厂矿进行开采提炼。

本县的主要河流有南河，岷江(金马河)、羊马河、西河、杨柳河，河道总面积达25．76

平方公里，流经l 4个公社。分支沟渠密布，既利于农田灌溉，发展渔业，又是可供开发的

水利资源。目前县内已建水电站1 3座(不包括40千瓦以下的小型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234

千瓦。但因地处都江堰外江尾水，灌溉季节往往水源不足，夏季又易遭受洪涝灾害。河床中

砂石较多，有利于发展建筑材料工业。 ‘

本县土质大体分为四类：一是沙壤土，占总耕地面积的19．1％，主要分布在花桥、长乐、

花园、兴义、万和五个公社’二是壤土，占35％，主要分布在顺江、太平、文井、邓双、永

商等公社·三是沙土，占12．2％，分布在沿河一带河坝区，四是粘土，占33．7％，主要分布在

方兴、龙马、铁溪公社和金华、普兴、黄渡公社的丘陵区。

本县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6．5℃，一月份平均气温5．7℃，七月份平均气温25．8℃．

无霜期297．7天，平均年日照为1156小时。年降雨量为965．5毫米，雨量集中在六至九月。频

率最大风为东北、东南风，最大风力可达八级，一般出现在四月份较多。本县气候基本特点



是；冬春干旱，夏多暴雨，秋天阴雨连绵。

1979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6128万元，人平245元。 ．

农业，现有耕地27．08万亩，。按农业人口平均1．21亩。其中田22．44万亩，地4．64万亩。

集体经营耕地25．44万亩，自留地1．64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宝米、红

苕等。经济作物以油莱为主，其次是花生、糖蔗、海椒、土菸、麻类，茶叶、地瓜、药材、

水果等(其中：药材有郁京、川芎等，水果有柑、桔、桃、梨、苹果)。还有著名的新津土产

红心黑瓜子。牧马山的海椒和地瓜驰名省内。养畜业主要有毛猪、耕牛，丘陵区有山弟，

还有少量奶牛和供运输用的马、驴，骡和黄牛。水产业主要为渔业。

解放后，大搞农业基本建设，不断改进耕作制度和技术。在平坝区规划治理!IEl渠系，改

造低产田，在丘陵区修建水渠、修筑塘堰(水库)和发展电力提灌，有效灌溉面积达25．5万

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以上，大部分为自流灌溉}逐步发展农业机械化，1979年，已有各

型拖拉机和农用排灌动力机械1299台近2万马力，机耕面积达12．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45．5％。已建成沼气池9500多口。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2．16亿斤，比1949年的6647万斤增

长2．25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产粮976斤’金县农业基本核算单位总收入达4137万元，

人平185元，完成粮食征购任务5255万斤(原粮)，社员人平分配口粮578斤，人平分配收入

113元o

1979年，全县种水稻21．55万亩，亩产727斤’种小麦10．11万亩，亩产410斤，种玉米

1．74万亩，亩产600斤，种油菜4．7万亩，亩产250斤，还产海椒44．45万斤，．花生52．8万斤，

甘蔗1256万斤，土菸15．44万斤，麻类15．24万斤，郁京4．71万斤，川芎1．74万斤，蚕茧152担，

茶叶36担，水果5850担，蜂糖21．22万斤(收购量)，磨菇20余万斤。1979年，毛猪出肥数

7．35万头，年底存栏生猪18．51万头，大牲畜0．68万头，山羊0．17万头。产成鱼37万斤，鱼苗 ·

15000余万尾。四旁植树900余万株，成片林1．5万亩，盛产慈竹。1979年，全县社队企业总产

值125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0．2％。

工业：解放前，本县仅1个约30个季节性工人的锅厂，年产饭锅2至3万口。另有一些1

铁匠铺生产、修配日用铁器和小农具，有少数红石、石灰、砖瓦、草纸、酿造、石印等小手

工业生产。解放后，逐年发展，现已拥有发电、化肥、芒硝、农机修造、五金、建筑机械、

新型建筑材料、造纸、纺织、砖瓦、塑料、木器、油粮加工和食品酿造等行业。计有省属以

上厂矿2个，县属国营厂矿6个，集体厂12个，镇办FlZ力r，社队办厂123个。1979年，全

县工业总产值2802万元(包括社办T)Ik651万元)；县办工业主要产品年产量：发电量481万

度，合成氨6178吨，芒硝1078吨，精硝1477吨，机制纸1053吨，棉布36万米，饮料酒465吨。

交通：解放前，有成都至乐山，成都到雅安的公路经过我县，在县境内共约30公里，还

有新津到大邑、蒲江的简易公路，在县境内约20余公里。这些公路，路基路面都很破烂。解

放后，经过多次整修改建绿化，现已全部筑成黑色路面。此外，县社新修乡村公路和机耕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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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条，共360公里。目前，全县16个公社驻地和178个大队可通汽车、拖拉机。成昆铁路经

过县境的普兴、金华公社，共11公里，并在普兴公社境内设有火车站。1979年，全县各种汽

车和运输车货运量达21．34万吨。近年来，’自行车已普及，平均每户达到1辆。板板车、鸡公

车等落后运输工具已基本淘汰。本县河沆 堞待浒名，旧有“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

的民谣。解放后，新修石桥、钢筋混凝土桥30余座。特别是在川藏公路和成乐公路线上，横

跨金马河，西河和南河新修了4座公路桥，大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在

国防建设上也起到重要作用。水运方面，南河、西河、岷江(金马河)可通小木船，南河还

可通行小型机动船。

商业。本县是成都平原进入川南丘陵区和西藏高原的交通要津，历史上一直是木材，

粮，油、盐和本县土产海椒、地瓜、草纸等物资的集散地，商务兴旺，市场繁荣。解放后，

商业网点遍及城乡。1979年全县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4871万元。外贸物资主要有盐水磨菇．

蜂糖，芒硝等商品。1979年出El物资总额达128．7万元。

(四)文教卫生 业

全县1949年有小学101所(含班数少的保国民小学，社镇概况未包括这部分)，在校学

宅11992人；中学3所，在校学生941人。1979年已发展到小学153所，在校学生39950人，

比1949年增长2．33倍，小学入学率达98％，中学26所，在校学生15190人，比1949年增长

15．1倍。实现了社社有中学、大队有小学。此外，还有教师进修学校和地区幼儿师范各1

所。幼儿学前教育近年来普遍发展，现有城镇和厂矿幼儿园7所，1979年入园幼)L575人，

农村有368个生产队办有常年性或季节性幼儿园，1979年入托幼)511265人。

解放前，仅有卫生院1所，医务人员10人，病床10张，设备简陋。1979年，县、区(镇)，

公社医院已发展到19所，医务人员646人，共有病床398张。大队合作医疗站155个。设有县

卫生防疫站、血防站和妇幼保健站各1个，医务保健人员92人。

县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文物管理所等文化单位。城内有剧场、电

影院各1座，少年之家3所，工人俱乐部2个，体育场1个。各公社一般都有1座简易剧场

或电影院。县有有线广播站，公社有广播扩大站，已架设县至公社有线广播线路108公里，

公社至各大队、生产队线路1184公里，安装喇叭,20966支，形成了较完整的有线广播网。．．全

县现有电视机2000余台。建有5个公社文化站和22个公社、厂、校电影放映队。

县内有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个，在永商公社境内的观音寺，一是明代壁画，一是

明代塑像。此外，稠梗山老君庙，是县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邓双公社龙岩大队境内的唐代摩岩

造像，但已严重风化。 -

由于县境内有山有水有平原，风景秀丽，引来了不少文人雅士。唐代皇帝玄宗(一说僖

宗)曾来此游览，还为修觉山题字’唐宋诗人杜甫、李白、陆游、苏轼，苏辙、范成大等曾

刭此游历并有诗词留世，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著有《新津游记》，解放以后，不少名画家、

美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文艺作家等都曾来新津考察和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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