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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为重庆

更替，地表的特征

见证．作为人们社

及领域，越来越广

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可谓当务之急。

我们按照国务院[19791305号文件和省、市人民政府指示以及《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的要求，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9月完成了全区地名普查工作，并经市验收合格。我们

在充分调查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对本区170多条路街巷进行了命名，更名．遵照省、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完成普查工作的

基础上组织力量编辑本地区《地名录》的指示，我们汇编了《市中区地名录》．本书辑录了

我区路，街、巷的全部名称，区、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概况J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

重要企事业单位、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的名称及概况．今后各个单位和个人使用本区地

名时，均应以此为准。书中所引数字，是根据省、市规定，统一以1980年普查时的数字为

准．虽然近五年各方面情况变化较大，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但为了如实反映一个历

史阶段的史实，故未按变化后的情况改写，只在个别部份补注了近期数字。

重庆古城，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战乱频年，古籍多毁于兵燹I而耆老又多亡故．因

此，地名考证和采访均极困难．《巴县志》的叙言中，就有古籍无存，修志缺乏基础之感。 “文

革”中又大搞地名“一片红”，造成地名的严重混乱。为了使古城地名符合标准化规范化的

要求，满足人民生?舌和各方面的需要，自1980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查核勘校工作．其间

因机构变更，又延误了三年多。最后，我们对原稿再次作了修改，才付诸出版。

囿于我们水平不高，时间仓促，搜集和查阅的资料欠充分，故失误难免，敬请各方指

正．我们热忱希望，各界人士对本地名录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将来能编纂一本准确而完整

的地名资料，奉献给今人和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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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中区概况

市中区是重庆市党、政领导机关驻地，是全市行政、商业贸易、金融中心，是水陆客运

交通枢纽，地理座标在北纬29度33分34秒。东经106度33分58秒，地处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

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宛如半岛，形如拇指状．东南两面濒长江．隔江为南岸区，西南接九

龙坡区，西北连沙坪坝区，北临嘉陵江，与江北区隔水相望。全区面积约10·66平方公里(桔

水位)。设有街道办事处21个，居民段255个(其中水上居民段3个)，有路，街、巷等489条，

居民120，046户。人口438，517人(1980年底)，其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回族有2，071人，藏、

满，蒙、苗、白、瑶，土，壮，彝、黎等民族人数极少，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

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区政协等机关均驻和平路。

(一)历史沿革

重庆城是我国有名的古城之一，迄今巳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现在的市中区是在重庆最早

的古城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重庆城古为周代诸侯国巴国的国都。公元前十一世纪巴

师助武王伐纣。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设置巴郡。古城为巴郡治所，张仪在此筑城。汉承

秦制，古城为巴郡及江州县治所。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都护李严驻此。鉴于江州在

军事上的地位重要，蜀汉再度扩城。方圆达十六里．因嘉陵江古称渝水，隋文帝开皇初改为渝

州．重庆简称“渝”即源于此。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南平县来属，改为南平郡．

唐肃宗乾元初，复为渝州。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宋孝宗淳熙十

六年(公元1189年)初，封其子赵悖为恭王。二月赵悖受禅即帝位帝号光宗。绍熙元年(公

元1190年)因赵悼先封王后称帝，意为双重喜庆。遂将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这一地名迄今

已有七百九十多年了．元代升重庆府为重庆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占据重庆后，于公

元1362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在此建都，传大夏六卿衙署旧址在原长安寺(现二十五中学校

址)。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镇守重庆的指挥使戴鼎，又进行了大规模筑城。十七

座城门九开八闭(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九门开，翠微，金

汤、人和、凤凰、太安、定远、洪崖、西水八门闭)，呈九宫八卦之势。明太祖洪武中，降

为重庆府。明、清两代重庆府的治所一直设在这里。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四川总督李

国英又在此筑城。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在此设川东道，道署旧址在道门口。辛亥革命时，

蜀军政府即设于原行台衙门(现解放东路太平门附近)，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存

在约半年，在四川民主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华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3月废重庆

府而存巴县。1929年重庆市正式设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来重

庆，府址在今市中区人民路，1939年5月5日，定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又定重庆为

陪都，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中共中央西南局，就设在市中区上清寺地区．现为中共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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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委驻地．市人大常委会及市人民政府均驻人民路(原国民政府旧址)。市政协驻沧白路。

现市中区辖区：系由解放前市属七个区公所(原第一区公所驻龙王庙，第二区公所驻桂花

街，第三区公所驻段牌坊，第四区公所驻观音岩，第五区公所驻石板坡，第六区公所驻张家

花园，第七区公所驻上清寺)合并而成。1952年划为第一区，1955年底改为市中区．因位于

重庆市的中心而得名。市中区在解放初期下属41个公安派出所。1952年由区人民政府派出行

政干事驻各公安派出所承办政府工作。1953年至1954年建政，为37个街道办事处．1958年

并为28个街道办事处。1960年公社化运动时并为儿个城市人民公社。1963年撤销公社，改

设25个街道办事处。1964年并为21个街道办事处至今。

(--) 自 然条件

市中区四周群峰矗立，如罗屏障，素来峻险。区内地形狭长，东西最长处约7，000米，南

北最宽处约2，400米。中部高峙，陡向南北两侧倾斜。西部鹅岭最高，海拔为379米，东北

角朝天门沙嘴最低，海拔160米。从高处俯瞰全区，宛如秋叶浮江。全区因高山环障，风力

微弱，空气潮湿，常有逆温，在中国气候区划中，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四季的天气变化特

点：春早，气候不稳定，夏热长，雨水不均，秋绵雨，气温急降，冬暖，阴天雾天多，日照

少．常年平均气温为18．4℃．7～8月最热。气温高于354的日数多为30,'-,40天，最多达68

天。绝对最高气温可达44℃(1933年)，是长江沿岸三大“火炉”之一。年平均日照时数

1，2451J、时，为可照时数的百分之二十八，是全国日照较少地区之一。12月至2月中旬最冷，

平均气温7℃．极端最低温度曾达零下2℃．少见下雪．无霜期310天以上。年平均雾日为71

天，最多的年份达148天．最大雾日，能见度不及20米，因而有“雾都”之称。风力一般仅

有I-、'2级，8级以上大风少数年份仅有1～2天。年平均降雨量l，100一-I，400毫米。5月到9Y]

雨水较多。年平均蒸发量865毫米。1981年7月，因川西川北迭降暴雨，江水陡涨，市中区遭

受特大洪水灾害，重庆寸滩水位高达191，41米，流量为85，000秒立米，超过建国以来的历史

纪录，是1892年有水文记载以来的第二位。全区有16个街道，4367户(15596人)及18个工

厂，学校、商店受灾，损失达1，700多万元(不包括在区的市属以上单位)。城市绿化和市政

设施受到破坏．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抗洪救灾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市容概貌

市中区房屋依山而筑，鳞次栉比，瓦角连云，坡大坎多，街巷弯曲，素称“山城。．加

之鹅岭，枇杷山的林园点缀，风景十分秀丽。白天观山城，山水交映，层次分明，有鲜明的

立体感，夜间登高眺望，万家灯火倒影江中，有如水上浮宫，引人入胜．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原因，市中区向来是川东的商埠．1927年前，沿长江城垣的下半城

是繁荣的商业区。1927年后，逐步向沿嘉陵江城垣上半城发展，形成了现今格局的雏形．解

放以前，城市建设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区内建筑物除极少数比较好外，其它多系砖木穿逗结

构的平房、沿江尤以捆绑房屋和棚户居多。道路坎坷，垃圾满街．污水横流，电灯不明，自

来水不灵．它代表了旧中国城市的面貌。解放后，新建房屋面积3，779，530平方米，市容市

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破烂污秽的旧城区逐步换上了新装．不少竹木捆绑房屋已为高楼大厦

所代替．1949年9月2月朝天门、千厮门地区曾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今日展现在眼前的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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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的客运大楼，电影院。绿树成荫的街心花园，宽敞的仓库群以及众多的商店、旅馆等建

筑物．昔日破烂不堪的较场口，如今也是高楼林立。小巧的街心花园嵌于其间。解放碑地区

巳成为全市商业中心，各行各业集中于此，非常繁华热闹。两路口地区建有可容纳近五万观

众的体育场、体育馆．大溪沟地区有雄伟壮观、金碧辉煌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还有山城宽

银幕电影院、和平电影院、重庆剧场等影剧院共15个。有重庆百货商店、群林市场、两路

口百货商店等大型综合商店，还有会仙楼、重庆饭店、小洞天等有名餐厅。长江大桥，嘉陵

江大桥、嘉陵架空客运索道(嘉陵索道)等交通设施的建成使用，使山城的交通面貌焕然一

新。山城由于人口集中，商业繁荣，因此对市政工程进行了不断的维护，不断增加新建项

目．为了加强环保工作，在市区各主要公路交叉点开辟了街心花园，公路旁的人行道上种植

行道树，使城市绿化得以加强。

(四)经济状况

解放前，市中区工商业凋敝，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沉陷于苦海之中．“一唱雄鸡天

下白。，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人民欢欣鼓舞．32年来，全区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

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交通运输：解放前区内交通极为困难，没有铁路，只有四条汽车客运路线和破旧柴油车

38辆，其中多数不能行驶。区内道路90％都是土路，水泥路面只有5．7公里。解放后国家进

行了大量投资，铺设沥青、水泥路面、新建，扩建和翻修路面562，900平方米，多为高级路

面．现有公共汽车、电车约500辆，客运线路36条，交通甚为方便。

在运输方面，解放前全靠人力担抬，无机械化运输设备。过江物资全靠轮渡运输。每到

冬春大雾则停航，夏秋洪水则封渡，成为千年来无法解决的天然障碍。解放后相继修建了长

江、嘉陵江公路大桥和成渝、川黔，襄渝等铁路干线，极大地改变了昔日运输的落后面貌。

全区现有专业运输机动车、汽车和拖轮、驳船等477辆(只)，装卸大部份已实现机械化．朝

一 天门港已建设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有轮船码头八处，常年可停泊1，000吨级的船舶，洪

水季可停靠4，000吨级的客货轮，每年货运吞吐量约400万吨，客运每月平均约10万人次。菜

园坝重庆火车站，是全国的大站之一，客运货运吞吐量大。该站1980年客运发送340万多人

次，达到397万多人次。货运发送84，722吨，达到97，880吨。牛角沱汽车站有十八条路线通

。郊区、专县，每天可出动客车共300辆，运载20万人次。

工业；解放前，区内只有个体手工业和小生产作坊，基础相当薄弱，工具设备简陋，生

产分散落后。解放后，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区工业虽经历了1961年和1964年两次上交市管，

1970年市下放部份工业由区管，但区属工业仍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80年末，工业总产值

为21，799万元(不包括在我区的中央、省，市属企业)比解放初净增5．23倍，利润1，967万

元，比解放初净增272倍，人平劳动生产率5，613元，比解放初净增1．4倍，固定资产3，547万

元，比解放初净增350倍。区属工业、街道工业已发展到380个(其中区属118个，街道工业

262个)，职工人数37，621人，具备了一批比较适合城区条件生产的服装、鞋帽，刺绣、雕

刻、针织、文教用品、光学元件、电子仪表、天然气表、汽车配件、制伞，制镜、眼镜、日

用五金，各式灯具、机械加工，外贸出口等四十多种行业．主要工业产品100多种，各种花

色800余个，有几十种出1：3产品受到好评．从1970年到1980年10年间，平均年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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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其中轻工业速度发展较快，超过了全区工业平均增涨幅度，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72．13％。解放以来，区为市输送了40多家工厂，为全市工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贯

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区属工业已取得了新的成绩。

全区的民政工业、校办工业和街道劳动服务业等已发展到216个。

商 业：市中区由于地处水陆要冲，历史上一直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口岸之

一。但解放前，由于受到4三座大山”的压迫，整个商业濒于垂危。解放后，在“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总方针的指引下，有了很大发展，行业较为齐全，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到1980

年末(不包括在我区的市属财贸企业)区属商业、粮食、饮食服务行业，有大，中，小型服 ·

务网点千余个，职工1万7千多人，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3千余户，国营商业的购进销售额为

16，588万元，利润总额为629万元。国营饮食服务行业的营业额为1，550万元。区属工商企业

收入税收额达3，730多万元，市中区已成为全市商业金融中心。解放碑，小什字、较场口、

七星岗、两路口，上清寺、菜园坝地区的主干大街，是商业最繁荣的地方。仅解放碑地区民

族路一条街就有大小商店152家．

(五) 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解放初期，全区仅有小学36所，中学，师范6所。现有小学56所(其中民办5

所)，中学25所(其中民办6所)，中、小学入学人数47，565人。较著名的市区属重点学校有

四十一中、六中、人民小学、巴蜀小学和省属重点人和街小学，教学质量较高，每年都为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不少成绩优秀的学生和合格的劳动者，职工业余教育有较快发展，全

区办有职工大学、电大班和文化技术学习班，学员16，300多人。幼教事业发展很快，现有幼

儿园(班)109所(其中公办13所、街办14所、学校办20所，市属单位办51所，区属单位办

11所)，60％以上的适龄儿童入托入园。

文化事业：解放前仅有电影院6个、剧团5个，而且规模都不大，设备也较差。解放以

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新建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少年宫、影剧院、图书馆

等，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迅速繁荣兴旺起来。现有市、区电影院和剧场15个、剧团11个，

市，区图书馆和博物馆9个。重庆人民广播电台，重庆日报社、市川剧院、京剧团、越剧团，

话剧团、杂技团，市儿童图书馆，市新华书店等市属文化单位均设在市中区。由于文化事业

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

卫生事业：解放前十分落后，医务人员缺乏，医疗设备简陋，经过解放32年来的建设和

发展，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现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大大增加，人民健康水平有很大提

高．全区现有市、区医院18所(其中有大型综合医院6所，外科、口腔科，妇科、儿科等专

科医院4所)，保健站、防治所、防疫站、急救站和集体所有制医院13所，共有病床2，468张，

医务工作人员5，605人。较著名的医院有儿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一工人医院、市

中医研究所等。在医疗和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的奖励和表

扬．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传染病发病率大大下降，1951年消灭了天花。1953年消灭了

回归热、伤寒，其他如百日咳、疟疾等多发病率也大大下降．1980年全区人El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2．22‰以内，计划生育率达到97．62％，被评为省，市的先进单位．



(六)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及游览地

市中区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地方。1925年秋，中共四川省委一开始建立就在这里

开展革命活动．四川省委旧址在二府衙19号，首届省委书记杨罔公同志在此办公和居住，他

于1927年4月2日被捕，4月6日牺牲于浮图关。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即发生在七星岗

地区打抢坝。在伟大的新民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许多革命先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

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为了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于1938年12月派周恩来、董必武等

同志前来重庆，组成中共代表团并主持南方局工作，驻曾家岩50号。代表团以重庆为中心，

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实现和平建

国方针，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于1945年8月28日由延安来重庆与国民党

进行和平谈判，驻上清寺桂园，并在这里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解放以后，毛主席，

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亲临重庆视察，给了全区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现市中区列为革命纪念地的有。红岩革命纪念馆曾家岩分馆、红岩革命纪念馆桂园纪念

地、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革命纪念馆新华日报纪念地、中共重庆地方工作

委员会、辛亥革命烈士墓园等六处，接待广大人民群众瞻仰与学习．还有邹容烈士纪念碑，

张培爵烈士纪念碑。现已修葺一新，供人凭吊．

市中区历史悠久，古迹较多．现列为市级文物古迹保护的有罗汉寺，巴蔓子墓两处。

市中区的风景区，解放后进行了较大的修建和绿化，现已辟为游览活动的地方有六处．

较著名的有：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中山二路，于1952年建成开放，是全市规模较大，设

备齐全，环境较好的文化娱乐场所，每年接待游览者达数百万人次。市少年宫，1955年建

立，是全市少年儿童开展科技、文艺，体育活动和进行校外教育的一个重要地方。鹅岭公园

于1958年开放，位于鹅岭正街，虎踞两江之巅，巍峨峻峭，树木参天，花草遍地，亭台画栋，曲

径通幽，庭院小巧玲珑。富有苏州园林风格。登亭远眺，数十里风光，尽收眼底．秕杷山公

园于1955年开放，园内花木甚多，风景宜人，炎炎夏季，凉风习习，是一个纳凉观景的好地

方。白日登上红星亭可以看到周围的秀丽山川，入暮可俯视山城夜景，万家灯火齐明，宛如

璀灿繁星，闪耀在群山之间，荡漾于两江之中，景色瑰丽，十分壮观，深为人们所赞美．

注。邹容烈士纪念碑及张培爵烈士纪念碑．现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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