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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们的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历史的印记。近百年来，由于前后历史时期地名更替频繁，加之失于必

要的管理，因而存在混乱现象。含意不好，用字不当，生僻，难写、难记，重复的地名较

多，地图上的标名与实际地名不符、错位的不少。

国务院发出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以后，我们立即组织力量对l：5万渠县地

形图上的4 0 l 3条地名逐一进行了考查核实，纠正错字、错音，错位地名5 6 9条，删去

消失地名56条，增补已为群众使用的地名1 3 1 1条。在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要求的基

础上，向二百多个单位索取了近三百份资料，编写成了这部《NJll省渠县地名录》。

《四川省渠县地名录》搜集了各类地名概2)己127篇，绘制了l l 15万的《渠县地图》，

辑录了生产大队(村)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及主要企事业单位、人工建

筑、名胜古迹地名3 8 6 7条，并逐条作了简要阐述。在统计口径上，以一九八。年末统

计部门的数据为准。书中的区，社历史沿革，主要参考了《县志》，《县志》上无记载的，

一般只概述了民国年间，解放初，人民公社化、体制调整四个时期的情况。书中县的历史沿

革，参照《县志‘》和县文物管理所的历史文献写成。

《四川省渠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地名专辑。它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渠县的历史

和现状；提供使用，促进我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一定意义。在编辑工作中，尽管

我们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水平不高，缺乏经验，错误一定不少。敬请批评指正。

橥县地名工作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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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 县 概 况

渠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达县地区西南部。东有华蓥山过境，以牛奶尖、云雾山与大1寸县

接壤；南邻广安县；西与蓬安、营山县毗邻；北面有华蓥山支脉成为与达县、平昌县的天然分

界。地理座标介于北纬30。38’一3l。16’，东经106。38 7—107。15’之间。东西宽36公里， 南北

长55．55公里，面积2012．99平方公里。全县辖l 1个区，2个区级镇，83个公社(69个集市)，

698个大队，6231个生产队。1980年底总人口116595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6329人)，比1949年

的824703人增长341254人。主要为汉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79入。县人民政府驻地渠江

镇，位于渠县中南，距达县城西南120公里处。地理座标北纬30。50’，东经106。58’，海拔300米。

一、历史沿革

渠县历史悠久。夏时为禹贡梁州域，商时腾雍州域， 周时为巴子国地， 春秋战国时属

。吉之贫国都”(《寰宇记》)古老的民族。贯人”以此为中心点聚居，并建立“贯国。，

国都设在渠县城东北三十七公里处(今土溪境内)。

渠县没县始于秦。公元前316年， 秦灭巴、蜀后， 称宕渠县属巴郡。 因治地临宕渠水

(今渠江)丽得名。 西汉初年袭秦制，仍称宕渠县， 屑巴郡(《寰字记》)。辖今川东北

地区，县址在今县城东北约37公里之土溪城坝。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属益州巴

郡，新朝王莽时改属庸部巴郡。东汉建安6年(公元201年)改属巴西郡， 建安23年(公元

218年)刘备分置宕渠都领宕渠县，治所仍在城坝。 据《寰宇记》载： “其城经后汉车骑将

军冯绲增修，俗名‘车骑城’。”后郡废。三国时，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宕渠县属

巴郡。延熙中，又置宕渠郡，领宕渠县。延熙九年(公元246年)郡废，宕渠县属巴西郡，郡

治阆中。公元263年，蜀亡予魏，宕渠县属南宕渠郡。西晋惠帝时分宕渠县，属宕渠郡。太安

2年(公元303年)没于李特。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成汉李雄复县，置宕渠郡，郡治县，

后郡废，县属巴郡。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割巴郡之宕渠县属宕渠郡，后省，以县改属巴西

郡。东晋安帝时(公元397—418年)县属南宕渠郡。东晋末为。蛮獠4所侵，宕渠县城从此

荒废。南北朝时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宕渠县属南宕渠群，为安汉故城(今南充)所辖

(《方舆纪要》)。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于汉宕渠县西南七十里置北宕渠郡(据民国

《渠县志，地理志》载)，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又于郡理置渠州。

西魏文帝十三年(公元547年)渠州领北宕渠郡，改置流江县(《四川通志》)。因县治地

移流江溪畔，故名。后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改北宕渠郡为流江郡，理流江县。隋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郡废，县属渠州。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渠州仍为宕渠郡，邵治在流江县。唐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渠州。天宝初，州改为磷山郡，治流江县。乾元初复名渠州，属山南

西道。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县属潍山郡，隶潼川府路。元仍为流江县属渠州，隶顺庆府路。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废州，改流江县为渠县(县以渠江得名)，属广安州，隶顺

庆府。清初沿明制，嘉庆19年(公元1814年)渠县改属绥定府。民国初年，渠县属东川道，

后道废，直属第十行政监察区大竹专员公署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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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渠县解放后，属川东行署区大竹专员公署。1953年，属四川省达县专员公

署。1968年属达县地区革命委员会。1978年属四川省达县地区行政公署至今。

渠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爷史。1933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本县的岩峰、贵

福、涌兴．文崇、三汇、土溪、静边等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壮大红军队伍，创建了

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至今在义和公社境还保留有。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巨幅石刻标语。

：、自然条件

渠县地处华蓥山脉北段西侧，渠江上游。地质分别属于两个构造体系，以渠江为界，东部属

新华夏{勾造体系川东褶皱带以西；西部属旋转殉造体系，龙女寺半环状构造地带。地质构造

除华蓥山背斜外，主要是一系列疏缓短轴背斜，倾角十分平缓，方向性不明显，出露地层除华蓥

山背斜有三迭系外，其余均为侏罗系和第四系地层。岩层主要有石灰岩、泥灰岩、页岩、泥岩、泥

质桫岩和砂岩。县境东部傍华蓥山脉的龙潭公社蕴藏丰富的地下水，最大流量为0．5m 3／秒，最

小流量为0．2m 3／秒。矿产主要有煤、石灰石、石膏、膨润土等，蕴藏量丰富，品位高、质量好。

县境地势总的趋势东、西，北三面偏高， 南部低平。最高峰是县境东部跨东安，龙潭

两个公社的万里坪，海拔1196米。最低点是县境南端望溪公社天关大队的三岔河边，海拔222

米。全县平均海拔在369米左右。 山地及深丘约占总面积29．1％左右。丘陵约占总面积的60

％。平坝主要分布在渠江两岸，占总面积10．9％左右。有。三山，三水、四分田”之说。

土质以粘土，黄壤土为主，山地丘陵多系紫色页岩和白砂岩，宜子发展柑桔、茶叶，油

桐等经济林木。平坝、浅丘主产水稻、小麦、玉米、油菜、黄花，甘蔗、烟叶、花生等作物。

河流统属渠江水系。由共和公社入境的巴河和从农乐公社入境的州河在三汇镇汇合而成

渠江，是全县的主要河道，另外还有它的四条支流。 渠江江宽水深， 由北向南婉蜒县境东

部，流经8个区，镇，21个公社，再经广安县至合川县境内注入嘉陵江。县内流长100公里。

年平均流量589m3／秒。四条支流是涌兴河、桂溪河、流江河、中滩河，分别发源于仪陇、营

山、蓬安等县境内， 由西北向东南注入巴河或渠江。 除流江河有24公里能航十吨以内木船

外，其余均不通航。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18万千瓦，可供发电的水力资源4．1万千瓦。

渠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较为温和，年平均气温17．8。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

温6．60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8．5。C，极端最低气温一2．60C，极端最高气温41．7。C．

活动积温6529．4。C。年无霜期315天。年平均相对湿度80％。年平均降雨量1037．2毫米。年总日

照平均时数1369．8小时，平均日照率31％。气候规律是春早、夏长、秋滂、冬胶。雨情规律是春

雨、夏旱、秋湿、冬干。渠江水系每年涨水多在夏秋两季，一般水位在19米左右。1975年洪水高

达22．29米，仅七L1918年(民国七年)的最高洪水位低0．25米。最多风向是西北风，频率16％。

三，经济状况

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22937万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不含省地企业)人平190

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7091万元，占70％；工业总产值5846万元，占30％。

农业：

现有耕地1055629亩(农业人口人均0．9亩)。其中水田19．94万亩，旱田35．89万亩，

地49．73万亩，分别占总面积的19％、34％、47％。粮食作物主产水稻(占粮食总产量的45％)和

小麦(占粮食总产量的20％)，玉米，红苕次之。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青麻，甘蔗，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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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烟叶、蚕桑、柑桔、油桐、茶叶等。

解放前，渠县农业落后，I 949年粮食总产只有42180万斤，人平占有粮食仅三百多斤。勰放

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努力改善生产条件，生产水平逐步提高；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由于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农业更是连年丰收，农村形势越来越好。

到1980年底， 全县已兴建水电站24处，装机容量6152珏。架设高压输电线720公里。

修建中、小型水库1 09处，扩建山平塘8755个，新修引水渠，堰21 oR。新修石河堤330处。

建固定机电提灌，水轮泵站396处，总蓄，引、提水量20196立方米．全县有效灌溉面积41．15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保证灌溉面积26．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些水电设施为

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农业机械化从零起步，到1980年，全县用于农业的机械总动力计74483马力(拥有大、

中、小型拖拉机667台，机引犁，机引耙、旋掰机、手扶棚条犁、机滚船1249部，柴油，

电动力机5026台，碾米机，磨面机，轧花机，榨油机、茶叶加工机共4433部)，机器耕作面积

64263亩，占可机耕面积的20％左右。

近年来落实林业两制，大捣植树造林，全县森林复盖率巳由1966年的2叻，上升到1980

年的9．4％，成片造林34万亩。全县现有木材蓄积量150万立方米。

在农业基本建设中，全县掀起了。群众办沼气”的烈潮。到1980年底， 累计建沼气池

57838个，15％左右的农户用上了沼气，成为全省最早办沼气的6个县之一，对于全县新能

源的开发，肥源的扩大，环境的改善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队企业近年来得到很大发展。到1980年底，全县共有企业1640个，企业人员17787人，

其中公社企业8701人。企业项目有种植业、养殖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建筑、水电、农

机、农具、砖瓦、玻纤、酿造，纺织、印刷，造纸等行业，总收入2995万元，占农付总产值

的1 7．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好形势。全县到i980年底，粮食总产

达到70336万斤，比I 949年增长I·6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生产粮食645斤。全县农业总产值

17091万元(其中农业12548万元，林业437万元，牧业3035万元；副业10I1万元，渔业60万

元)。1980年种植水稻49．47万亩，亩产659斤；小麦50．58万亩，亩产290斤；油菜6·85万

亩，亩产62斤；产茧7198担；柑桔67903担；毛猪存栏39．47万头，出肥3I．sT头；粮食征购

7532万斤，超购2577万斤。集体农副业总收入I J 616万元。每个农业人口平均100元以上．其中

分配给社员6899万元。

渠县是全国黄花生产基地县，黄花产量占全省80呖左右。渠县黄花素以色泽黄润，香

气浓馥，肉质肥硕，根条较长著称，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还能起降血压等作用，是我

国传统出口的珍贵土特产品，远销香港、新加坡，澳门，马来西亚，缅甸、美洲和非洲等

地。仅1978，1979，1980三年全县共出口70万斤，换外汇45万多美元。

工业l

解放前，渠县仅有一些竹木加工、铁器加工，酿造、织布，小煤窑等小手工业。解放

后，全县工业生产发展很快，现有中央，省、地属厂矿7个，县属厂矿90个，主要分布在渠

江沿岸和华蓥山北段西侧。生产项目有；采矿，电力、建材、纺织．制革、机械，酿造、化工

和食品、油料加工等。1980年固定资产8357万元，工业总产值8943万元。其中县办工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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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5846万元，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为：原煤23．1 6万吨，发电量1093万度，玻璃249．2吨，碳

铵I·81万吨，水泥I·29万吨，火柴6万件，铁锅58万口，石膏9·55万吨，饮料酒7877吨，食

用醋726吨，食糖114吨。

渠县广柑洒和红桔酒，均系全国优质名酒，获国家优质奖章(证书)。渠县广柑酒选用

优质广柑果汁为原料，以冰糖、蜂蜜，鸡蛋等作辅料，采用传统工艺酿制而成。果酒含有多

种维生素和蛋白质；色泽橙黄，清彻晶莹，入口舒适，酒味醇厚，后尾柔和，各味协调，果

味新鲜。渠县红桔酒，色泽橙黄，果味浓郁新鲜，酸甜适口。

渠县又一具有独特风格的工业品是。三汇特醋”。三汇特醋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生产历

史，素以“酸香回甜色浓，久存其味更美’著称。三汇特醋呈褐棕色，有光泽，酸味柔和，

浓度适当，乃调味佳品，现巳列为全国十大名醋之一。

变通：

解放初期，全县仅有一条川鄂公路过境，长约50公里。解放后，渠县交通事业有了大的

发展。襄渝铁路由北向南穿过6个区，在县境内设有渠县、三汇两个三级站和四个小站。增

修了渠县至营山县、渠县至达县石梯及渠县至琅琊区等公路干线，现有各级公路55l公里，

全县除宝塔、河东，河西，流溪、东安5个公社外，其余区、社都通了公路，全县每平方

公里有公路O．28公里。渠江水系航道航程240公里，上通平昌、巴中、达县、宣汉，下达广安、合

川至重庆。公路和水路年货运量在l oo万吨左右，周转量每公里在3000万吨左右，客运星达

300万人次。

财贸：

1980年底，全县共有财贸职工9325人，其中{全民所有N4911人，集体所有制4414人。城

乡商业购进总值5006万元，销售总额11 137万元；粮食征购完成10740万斤，其中l征购7420

万斤，超购770万斤，议购2550万斤；财政收入完成1723万元，其中：工商税1188万元，农业

税233万元；城乡储蓄年末余额1008万元。外贸产品，购进总值153万元，出口项目有鲜洋芋181

吨，黄鳝9·4万斤，潆山大曲288吨，八角锤，凸板纸和斜面木工凿等。

四．文教卫生科学技术

教育：

解放初期，全县有小学458所，学生3·5万人；中学4所，学生2200人。到1980年巳有完

全中学7所，初级中学8所，(不含小学戴帽的初中班)，有高中学生3005人，初中学生3651

人l有公社小学102所，大队小学690所，小学生Iey／多人。有中小学教职T_4465人。此外，

达县地区在渠县办有中等师范学校一所，中等技校--N。农村文化技术教育，N-r_业余教育，

幼儿教育等也有很大的发展。

文化：
’

县上有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所，新华书店、电影院，川剧团，业余体校．体育场

等国办文化体育单位。全县社社镇镇办起了文化站，有69个电影院，放影队。

卫生s

解放初期，仅有医疗机构2个，病床15张和一些个体开业医生及药铺。1980年县，区

(镇)、公社中西医院巳发展到92所，共有病床1359张，医务人员1691人；有大队合作医疗

686个，乡村医生1605人。一个医疗卫生网巳初具规模。霍乱、天花巳绝迹；疟疾，小儿麻痹症

等_巳基本消灭；钩虫、乙脑、麻疹，伤寒、出血热，腥红热等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



广譬：

县上有有线广播站，全县各社、镇都建起了广播放大站，97％以上的生产队通了广播，

共安装广播喇叭十万余只，架设各种广播专线8I 39公里。还建有电视差转台5座。

科学技术：

解放初期，全县农业，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基本没有，医疗技术人员也不到总人口的十

万分之一。到1980年底全县已有农，工、医技术人员1000余人，其中授予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

的11人，创造各类科技成果400余项，其中省级重大成果loN。县上有专门的农技，农机研究

所，示范繁殖农场和林牧副渔的技术推广站8个。

计划生育：

七十年代中期，实行计划生育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经过数年的努力，渠县计划生

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80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2．I％，、死亡率下降到7·15％，人口自

然增长率巳由一九七三年的32．1‰，下降到4．94‰；计划生育率达到61·5％；独生子女申请

面达到81．8叻，基本上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按计划发展人口的新阶

段。

五、名胜古迹

渠县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在渠城东北，今土溪，汉碑，青神公社境内至今尚存六

处汉晋时代石阙。这些石阙高大雄伟，雕刻精细，图案优美，造型细腻逼真，为我国古代石

刻艺术珍品，均列入全国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渠县是全国汉阙集中最多的地方。

冯焕阙。在土溪公社境内，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沈府君阙。在汉碑公社境内，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蒲家湾无铭阙t在汉碑公社境内，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家坪无铭阙：在青神公社境内，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家村西无铭阙；在土溪公社境内，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家村东无铭阙：在土溪公社境内，系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距县城东北约37公里的土溪城坝，系渠县西汉时之故城遗址。东汉时，为车骑将军冯绲

增修，故名车骑城。汉宋到南北朝，间断为州，郡治所在。三国时置宕渠郡。东晋末，其城

为。蛮獠’所侵，城廓渐废．宋代城廓移至城坝东北5公里之礼义城。至今尚存宋代。胡将

军碑”，正刻碑文，后刻礼义城地图；这里巳发掘出几处汉代墓葬和一批汉砖，汉陶并水井。这

些文物古迹为研究汉代以来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文化艺术及古建筑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城坝，礼义城及距城东北三公里之八豫山，均列为地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县城内之文庙，安北公社境内之壬万邦墓，金竹公社境内之桫

罗蝙唐代石刻，土溪公社境内大斌山古战场，三汇镇之白塔，河东公社境内之石塔，中滩公

社境内之观音寺含利塔，宝塔公社境内之庄子坝宝塔，共和公社境内之清河坝新石器及唐宋

村落遗址，义和公社境内之。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红军石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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