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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 ll县地名领导小组编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①治城国有林场

②小寨子沟国宝——

大熊猫

③五星公社棕树林



①外白公社金凤小

水电站

②曲山电站外景一

瞥

③邓家公社大桥



①我县出土文物六朝桥型六

系绘花陶罐

⑦清同治年问，彩花粉盒、
饭碗

⑤南宋一县令墓中出土的陶

瓷动物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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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县出口名茶
——曲城绿茶、

佛泉春绿、涪龙

雾绿评为省出口

优质产品。

⑧传统水磨漆家具。
明如镜、细如绸

画如生的独特工

艺、远销国内外。

④水磨漆园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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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禹故里牌
坊，又名“神
禹坛”，位

于治城水秀

村。

⑦，佛泉山温泉
寺(始建于
唐代)清道

光三年舍利

塔。

③片IZl羌族乡
天主教堂。

④禹王蝌蚪文，
位于治成。



①一九三五年北川县苏维埃石刻标
语，位于马槽羌族乡黑亭村。

②陈家坝影剧院门前红军石刻标语。



一、北川、茂县公路

一．禹王故里II一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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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金丝猴。

一．香泉公社玉米丰收景豫。



一、北川县弓弓桥

三．北川县擂鼓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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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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也不断地发展与变化。

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迁和更替，致使我县地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

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地图上的地名不复存在，失去作用，有的新增地名没有标

上，错位错字错名等皆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黟．更增

加了地名的混乱，这对四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

根据国务院1979年<<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

神，在省和地区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我县从1981年4月至12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了地名普查工作。本着尊重历吏，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点，注意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盛就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按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以及规定的审批程序，作了重新命名。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县人民

政府于1981年9月颁发了《关于公布全县各区，公社，镇，大队，街道标准名称的布

告》，其哼l更改了两个区、12个公社、1个镇、153个大队的行政名称。通过普查，全县

共整理出标准地名3374条，在原有l t 5万和l l 10万地形图(1969年至1970年版)的

基础上，删去了不复存在的地名共78条，改正错字错位错名的582条，合计660条，占图

上地名的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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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绵阳地区地名办公室检查验收，基本符合要求，并巳按规定上报备案。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解

放以来的第一次，工作比较细致深入，搜集资料比较齐全系统。整个成果资料，又经专

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核对审查，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资料。为此，我们在省、

地、县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县级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将全县地名普查的

主要成果汇编成((四川省．-It,；Ii县地名录》，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工作与生活使用的需

要，俾缱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照l。5万地形图缩制成l t 15万的全县行政

区划图。标注7全部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地名和主要河流，山脉等地名。此外，搜集了各

种地名慨况资料44篇，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名称，自然村，企事

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等地名。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在备注栏

内，对现用地名的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注释。

本地名录引用的各类数据，均以1980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数为准，人口数系公安部

门1980年统计年报数字，其余数据是各有关部门提供的。生产大队及生产队数，是1981

年地名普查的实数。

今后各单位或个人使用．．-IL)II地名时，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地名工作涉及面广，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由于编篡人员水平所限，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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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辑录的地名，有的尚没有完全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程度。地名来源含义与更替考

证，也可能还有错误的地方。各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时，如发现有新的问题，请向地名管

理机构反映，提出建议意见，以便今后进行修订补充。

北川县地名领导小组

l 9 8 7年7月l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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