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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油酥米花糖创始于191 0年，l』其历史悠久、工艺考究，质量优

良、价廉物荚的独特风格，载学囤内，远销东南亚，

以香脆可口著称的江律天府花

最高的1967年出口599．2吨，1 981{

：，远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为4 55吨。



采用高盐低温稀湿发酵酿造工艺的江津酱油，味鲜淳厚，酱香浓

肓f【，营养丰富，驰名川东。畅销津，巴、壁，远销贵州。】981年酱油销

告量达1，200余吨。

以隋统工艺生

一。的高蜒白酒，具

有四川小曲酒的特

也，它和江津广柑

酒除销省内重庆、

成都、渡口，西

丹、甘孜、阿坝等

地、市、州外，辽

远销北京、天津．

上晦、河北、青

海、西藏、!j：}州_等

古、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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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丝绸生产品种繁多，各类丝织面料色译鲜艳，美观大方。生丝

远销东南亚和欧洲Hf场，内销上海，江浙等地。

解放后的江津皮革生产发鼹迅建，1 9 81年生广：皮作品种达11 5类。

其中出口手套27．800打。还出口猪皮29。400张，羊皮23，068张，狗皮

37·7 89张．免皮7，705张。杂皮8，8】2张，产品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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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j随着人类社会的

进步，历史的变迁、文化的繁荣，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变换更

替，给我县地名带来了不少问题。有的重名或一名多写’有的含义不好，用字不当，有的名

字生僻，难写难记，有的实地地名与地图对不上号，(错位、错字或错名)’有些生产大队以

序数命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混乱，给四

化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多不便。

我们遵照国务院干Ⅱ四川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自1980年8月至1981年8月，在全

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昔查工作。对全县95个公社中有18个公社在地区内重名，929个生产大队

中有370个大队在县内重名，有29个大队以序数命名，分别进行了命名更名。在命名更名中，

我们卒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殃地理特征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等原则。l司

时以1·5万地形图(1960年一一1973年版)为基础，普查了县境内地名7，076条，包括新增行

政区划名l，042条，新增地名752条。删去消失地名234条，纠正了错音、错字、错位等地名

1，378条，共1，612条，占图上地名的22．8％。通过反复考证核实，全部6，842条地名基本上’

达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地名普查成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

、况)经省、地区验收后，已按规定上交。
。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调查比较深入，工作比较细致，资料比较系统，整

个成果又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审定，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这次地名

普查结束了我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情况，也是千百年来民间积累的地名遗产的

总结。因此，我们将全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汇编成《江津县地名录》，给各部门提供良
好的基础资料。 ， ·

。本地名录根据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参N1960年一一1973年国家测绘总局l。5万地形图和

1976年四川省测绘局编制l一13万江津县地图，缩ili4成l：15万江津县地图，标注了全县村以

上行政区划地名，水陆交通以及重要水利设施；搜集了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各种地名概况材料

共125篇I辑录了全县生产大队(村)以上行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人工

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等地名共6，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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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工农业生产方面的数字除土特产系1980年外贸站统计数外，其余均为

1979年县统计局统计年报，人口为公安部f-J1980年统计年报，其它方面的数字为有关专业部

门提供J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1980年地名普查实数。今后在使用我县地名时，均应

以本地名录为准。

本地名录为便于查阅使用，附录有“地名首字笔域索引，，。 、

江津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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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县概况

江津县位子永jiI地区南部，地跨长江两岸。东邻綦江县，南界贵州省习水县，西依合江

县，北靠璧山县，东北毗连巴县，西北紧接永川县。面积3，138平方公里。北纬28。31 7--29‘281．

东经105。497—106。367。1979年底辖14个区，3个镇，95个公社，929个生产大队，7，488个

生产队，20个居民段，人I=1135万余(其中非农业人1：：114万余)，主要为汉族，并有蒙、回、藏、

满，苗、壮、侗、朝鲜、维吾尔、彝，布依、瑶，白，土家，哈尼、傣、黎、水，纳西，达

斡尔等族283人。县人民政府驻几江镇。

江津古为巴国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属巴郡江州县，郡，县均治江州(今重庆)。汉

时．四JiI属益州，下辖七郡，巴郡仍为其中之一，江州县未变。南齐武帝永明五年(公元．

487年)，江州县分置为江州县和垫江县，江州县治地迁獒溪I=I。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公

元551年)置七门郡，江州县改名江阳县兼为郡治。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江阳县

自蓰溪r3移治于今几江镇。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因地处长

江要津故名。隶属渝州(开皇三年，巴郡改称渝,k14．)。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江

津县分置万春县(县址在今永川县朱家沱)，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万春又更名万寿县。

宋太祖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省万寿县入江津县，并徙治马鬃镇，同时分置鼎山县(未几

废)。元时，江津复移治今址，属重庆路(宋改渝州为恭州，又升恭州为重庆府)。明时，

地方行政为省、府、州、县四级建制，江津县属重庆府。清时，省以下增设“道，，一级，江

津县隶属JiI东道重庆府。民国初为省县建制，1935年起属NJil省第三督察区，解放后，1949

年属川东行署区壁山专区。1951年4月璧山专署迁江滓，更名江津专区。同年，、县治由几江

(原城关)镇迁往白沙，1956年县治从白沙迁回几江镇。1960年专署由江津迁永川仍名江津

专区，1968年改为江津地区，1981年7月更名为永川地区，隶属关系未变。

江津全境，清时划为3里，下分为12都，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成立城镇乡自治会(15

个镇乡)，全县分为16个区(县城为中区)。民国先沿旧制，后改为区、联保，保，甲四级

制，全县划为5个区，76个联保，继又改为68个乡(镇)，928个保、，1，224甲。解放初期，

全县划为10区，68个乡(镇)，建立区、乡(镇)人民政府，1956年至1958年乡(镇)为人

民委员会，区为区公所，1958年10月划为13个区，1962年又新划杜市、吴滩两个区，则为15

个区，区为区公所，乡镇仍为人民委员会．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区，公社为革

， I、I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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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委员会，1978年区为区公所，公社仍为革命委员会·1980年通过选举，县成立人民政府，

公社成立管理委员会。 ．

自然条件。江津县处于四川盆地东南缘和云贵高原北坡地带。南部山岭绵延属大娄山支

脉北向延伸入县境，东南为四面山，西南为高尖子，南为黄雀岩，群山北向蜿蜒达长江南

岸。北部系盆东褶皱带的三条东北向平行褶皱背斜山岭的延伸，山势较低平：其一为中梁山

一的延伸，受长江切割为猫儿峡，入县境东部为龙门槽，其二为缙云山的延伸，由双溪入县境

北为华盖槽，其三为花果山的延伸，由现龙入县境西北角为碑槽。这些山岭槽谷系由中生代石

灰岩，页岩及砂岩组成．当表层砂岩被剥蚀后，下部石灰岩出露并经流水侵蚀发育成二岭一

槽。槽谷内有小型岩溶地貌，为该山地主要农田地带。其余地区，丘陵起伏。全县地形南高

北低，山区多在南部。县境内计有78座大小山岭，千米以上的有。骆来山，阳照山、老龙

坪、毛坪，华盖山、川洞、破岩子，屏山、四面山，周家寨。按地貌和农业气候的差异，全县

可分为三个区域。北部为浅丘，约1704．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4．33％，平均海拔

271米(最低点为珞璜公社石家沟，海拔197．2米)，属粮、果、蔗、全面发展区I中南部为深

丘，约818．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6．07％，平均海拔343米，属穆食和经济作物区I南

部为山区，约615．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9．6％，平均海拔700米(最高点为四面公

社蜈蚣坝，海拔1709．4米)，属农，林，牧综合发展区。全县大部分岩层近于水平，广泛分

布着侏罗、白垩系地层，以棕红色砂岩和页岩为主。由于岩层近于水平，砂岩与页岩相间，

经过地质运动和溪流的切割，又形成一些高丘台地，如圣钟坪、鹤山坪、篆山坪，高家坪，

，褒子坪，云雾坪、灯云坪，金紫坪、艾坪等，相对高度100米左右。长江沿岸有断续冲积小

平坝，如德感坝，圣中坝，燕坝、中坝等，为农业丰产区。浅丘间散布着大块坝子，如双河

坝，蹇家坝、仙池坝，稿子坝、李市坝⋯⋯等，为水稻重要产区。

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流长127公里，流经29个公社，除长江外，全县主要溪河

有38条构成自然的纵横水系。綦河由南向北，纵穿县境东部58公里，流经12个公社，笋河也

由南向北，纵穿县境南部和中部，有82公里通航，西南部的塘河也由南向北，纵穿县境29公

里。流经4个公社I壁河(季节河)t自北向南纵穿县境。

气候t因受盆地和云贵高原气候的交叉作甩，加之地貌、植被的影响，热量丰富。但春秋两

季，气温不稳，南北差异大，年平均为摄氏17．8度，北部偏高为18．4度，无霜期336．9天以上l

中部为17．5度，无霜期约300天，南部为15．3度，无霜期约200天。1月平均气温为7．7。C，

7月平均气温为28．5。C，极端最高气温为41．3。C，极端最低气温为一2．oC，年活动积温为

4746譬。2c。于平均降水量为l’094毫米，但分布不均d匕部地区偏少，约为l，033__一(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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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毫米，中部约为1，116毫米。全县日照1，273．6小时，其中南部为800小时，北部、中部为

1，280／b时。主要灾害性天气。夏季的伏旱十有九年发生，特别是北部平均四年发生一次连续

30天左右降水小于35毫米的重伏旱，全县在春、秋、冬3季，平均有3至4次的寒潮发生，最多

年达8次，9至11月都有不同程度的绵雨，持续最长的可达1月之久·7至8月局部地方有

雷雨大风的发生，夏季的洪涝发生在江河两岸和谷地一带，山区和槽谷地带常有冰雹灾害．

自然资源及经济作物：境内有森林7l万亩，县森林覆盖率占土地面积为18％，分布于南

部地区的柏林、蔡家、永兴，贾嗣区，以及北部的边缘山区。迄1979年底，两个国营林场和

131个社队林场共造林6万亩，树种有椐栗，柁杉、马尾松，楠木等．矿藏有大量的耐火材

料砂石。石灰石蕴藏量上亿吨，石门，德感，仁沱3个区为主产地。蔡家，塘河公社的天然

气，已输外地供工业上用。煤分布在仁沱，杜市区和华盖槽，现只有社，队小煤窑开采．

全县有社队茶场1．6万亩，1979年产茶叶48万斤．桑树和柞坡面积9，700亩，1979年产桑，．

柞蚕茧165万斤。江津柑桔，名扬中外，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主要分布于长江、綦河、笋河

沿岸。95个公社均有分布，(其中有67个公社向国家交售柑桔)．现有柑桔510万株，占地

10万余亩。1980年产5，014万斤．国家收购3，924万斤，年出I：1 4千余吨。其著名品种有锦

橙、先锋橙、长叶橙、冰糖橙、五月红、大红袍，红皮香柑等。工业原料如皮革，羽毛，猪鬃，

肠衣，棕片、棕丝，每年均有大量出口，中药材黄连，栀子，积壳、枳实，陈皮、佛手等，

1979年产量为91万斤．江津米花糖和江津白酒驰名省内外，天府花生亦是出口特产．

农业方面．由于北部、中南部it照长，气候、土壤条件优越，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和畜牧业

发展，全县现有耕地114万余亩，(其中集体耕地105万余亩)。大宗作物为水稻，小麦，玉米，高

粱、红苕。1979年集体经营部分粮食总产为9．63亿斤，人均产粮788斤，人均口粮563斤。还

有油料种植7．89万亩，主要为油莱、花生，芝麻，甘蔗2．49万亩，烟叶6千亩，麻类800亩，

1979年有生猪80万头，牛6万头，农副业总收入1．516亿元，其中多种经营收入4，803万元，

人均分配收入77元。

农业机械装备总动力，1979年为85，877马力，有农用载重汽车20辆，大中型拖拉机5 9

台，手扶拖拉机249台，机动脱粒机498台，机动喷雾器246台，排灌用电动机和柴油机3，523

台，水泵3，799台，碾米磨面机3，381台，轧花机1l台，榨油机62台，粉碎机1，399台，推土

机4台，制茶机40台。

1979年底已完成小(一)型水库20座，容量2，891万立方米，小(二)型水库230座，容量

6，109万立方米，山、平塘12，071口I容量5，363万立方米，石河堰389遭，容量1，239万立方

米，自流渠144条，容量834万立方米，江河提灌124处，容量2，803万立方米，以上工程水量总

计19，239万立方米，占耕地总需水量55％．利用江河溪流建成电站‘含国营和社队营)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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