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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名胜

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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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地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社会交往的工具。我县位子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历史悠久，建

制沿革复杂，地名伴随着历史发生了无数次变化．但是，前人从未对地名作过普查清理，因

而存在许多混乱现象。有的重名或一地多名，有的用字不当，含义不好，有的用字生僻·难

记难写’¨地图上有的地名错字．锚音，错位或名存实亡，这对于国家行政管理和人民生活交

往都很不方便．

遵照嗣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们从1981年4月开始用两年多时间在全

县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本蓿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点，注意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对县内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t普查原有地名4433条，删去名存实亡地名

36条，纠正错字、错音．错位地名721条，新增地9318条，形成了地名图，地名卡片，地名

成果袭，地名概况等四项成果。 ．

‘青川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成果编辑成书的。全书编撰了公社以上行政区划及重

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概况57篇，辑录了生产大队以上驻

地，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等地名4715条I对每条

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扼要地解释了名称来源，绘制了1：20万‘青川县地图'，标明了大

队以上行政区划和部份自然村地名，采集了反映本县风光概貌，工农业生产，土特产及文物

古迹的照片lO幅． ．。．

本≮地名录'引用了1980年底县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的有关数据，各个地名的含义和历史

沿革，多来自民间积累和‘龙安府志'，‘史记'等有关史书，资科，是二千多年地名成果

的结晶，是本县标准的地名图书。凡使用本县地名，必须以本‘地名录'或县地名办公室提

供的标准名称为准。

青川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九年七月

吉日



青，川县概况

青川县位于四川省北部。地理位置介于东经104。367 41扩至105。377 54扩，北纬32。157 04，

至32。56’07∥之间。东与陕西省宁强县及广元县三堆，羊木两区交界，南与江油县及广元县宝

轮，竹园两区接壤，西与平武县相连，北与甘肃省文县、武都两县为邻。面积2938平方公

里．辖7．个区，1个镇，，36个公社、226个大队，1598个生产队、4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40075

户，196308人其中农业户35945户，1．79396人，多数为汉族，有回族127S户，3969JL．并
有少数藏、蒙，壮，苗，朝鲜，东乡等族散居。县人民政府驻地乔庄镇，东经105。141，

北纬32。357．海拔820米，距省会成都249公里。

(一)历史沿革

青川县夏‘尚书·禹贡》记为梁州之域。商周为蜀国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

316年)为蜀郡地。

西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析葭萌县地于境东部置自水县，治今沙州公社，属广汉

郡，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改属梓潼郡。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于境西部置广武县，治今青溪公社，属阴平郡。

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取阴平、广武二名之尾字更广武县为平武县。东晋太元十

五年(公元390年)白水县改属晋寿郡。

萧梁时期，平武县荒芜。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置北益州并平兴郡于白水县治．西

魏褒帝二年．(公元553年)改北益州为沙州，置马盘郡，马盘县于境西，治今青溪公社，属

龙州J置建阳郡，秦兴县于境中部，治今乔庄镇，属龙州。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沙州，平兴郡，改自水县名平兴县，属利州，罢马盘，建

阳二郡，改秦兴县名方维县．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平兴县为景谷县。大业三年(公

元607年)马盘、方维二县改属平武郡，景谷县属义城郡。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景谷，方维二县复置沙州，治今沙州公社。贞观元年(公

元627年)罢沙州，省方维县为镇入景谷县。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马盘县为清川县，取

。清水(今青竹江)清澈黟之意得名。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省景谷县为白水镇，入昭化县。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省清川县入龙州。

明洪武四年(1371年)以原清川县地置青川守御千户所，属四川都司。“清矽“青黟谐

音，故名。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裁守御干户所入平武县．雍正九年(1731年)置青川分县．分

县署设今青溪公社，属平武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赤水县苏维埃。同年红军北上后，置平武县第三

区。

1942年置青JiI县，治令青溪公社，属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9年12月建青川县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建青川县人民政府，驻今青溪公社，属剑

阁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1年县人民政府迁乔庄镇。1952年将水磨、七里、罗家3乡划

归昭化县，将昭化县自水区(今沙州区)划入。1952年剑阁专署更名广元专署，仍属。1953

年罢广元专署，属绵阳专署。1958年，将广元县凉水、楼子两公社划入，形成今县境。

(二)自 然 条 件

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秦巴山地摩天岭与龙门山北段交接之中山地带，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县境内最高点为西北边缘的大草坪，海拔3837米，最低点为东南部边缘的马夫

滩，海拔491米。一般海拔600--2000米，相对高差500--1500米。东部为低山河谷地貌区，

海拔500--1000米，相对高差250一500米。西南部为中山地貌区，占总面积的55％以上，一

般海拔800--2000米，相对高差500一1500米。著名山峰有轿子顶(海拔3045米)：锣锅顶

(海拔2813米)，锣圈塘(海拔2042米)、取水包(海拔1773米)、石人梁(海拔1801米)、

鸡公嘴(海拔1900米)、大龙池(海拔2117米)，棕包山(海拔1883米)。西北部为中高山

地貌区，一般海拔1200--3000米，相对高差1000--2000米，著名山峰有大草坪(海拔3837

米)、麻山(海拔3504米)、马鞍岭(海拔2805米)、大草堂(海拔3231米)、双石人(海

拔2884米)、团包(海拔2784米)。山体多为砂页岩，石灰岩、结晶岩、千枚岩，片岩，板

岩等组成。龙门山大断层从西向东横穿县境，为地震活动区。

、 境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s春迟、夏短、秋凉，冬长，四季分明，日照

适宜，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日照1337．6ib时。年平均气温13．5℃，一月均温2．5℃，

七月均温22．8℃，极端最高气温36．2℃，极端最低气温一9．2℃。年平均无霜期233天。年平

均洚水量1027毫米。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七至九月。冬季雪期较长，中，高山地带一般从十

月上、中旬开始，至次年四月上旬结束。年平均六级以上大风3．4次。主要灾害性天气是早

旱、霜冻，寒潮，冰雹，暴雨和秋绵雨。

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嘉陵江一级支流白龙江，由甘肃省文县入境，横贯

东部，经姚渡纳大团鱼河，汉道河．经沙州公社白水街纳乔庄河，经自河公社王家坪纳刘家

河等水流入广元县，境内流长62公里，平均流量525立方米／秒，嘉陵江二级支流青竹江

(亦名清江河、青溪河)，发源于境西北摩天岭，向东南经关虎、青溪、桥楼、曲河，

前进，红光，关庄，苏河、凉水等公社进入广元县注入自龙江，境内流长124公里，平均流

量30．3平方米／秒，嘉陵江二级支流乔庄河(亦名石板河)，由甘肃省文县入境，从北向

南，经乔庄、黄坪，瓦砾，孔溪、上马、骑马、天隍等公社，在沙州公社白水街注入自龙

江，县境流长79公里，平均流量12．3立方米／秒。此外，小河、溪沟众多，遍布全境。境内

自产地表水17．04亿立方米，客水130亿立方米，地下水补给量3．01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

量为48．55万千瓦，可开发26万千瓦。水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有水域面积

18．17万亩，产国家二类保护动物大鲵及日本林蛙，中国林蛙和鲤鱼、鲫鱼、马口鱼，美人



鱼等七十余种鱼类。自龙江河宽水深，可行木船。沿江、河两岸有少量平坝及一、二级阶地
分布。

、

境内土壤主要有黄壤、黄棕壤、暗棕壤。
‘

境内矿产、森林，草场资源丰富。已探明可开采的矿产有黄金(储量22．7吨)、石灰石

(储量6亿余吨)、铜(储量7千余吨)以及煤、铁、锌、铝，汞，铀、石英，滑石、自云

岩、石棉、蛇纹石，重晶石等。全县有林地167万亩，森林覆盖率38．1％，产青桐、栓皮栎、’

桤木、马尾松、杉，柏杨、核桃，漆等树木。有珙桐、冷杉、樟木，楠木，银杏，连香树等

珍稀树种。其中，有耳林32万亩，是全国黑木耳生产基地县之一，漆林2．9万亩，茶园0．84

万亩。全县牧业用地47．14万亩，其中天然草场地16．9万亩，有牧草191种。草场广阔，牧草

繁茂，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森林，草场中有猕猴桃，刺梨，火棘、沙棘，棕榈、板栗，

山楂、山桃，冬桃，山杏，薇菜、蕨菜等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及大黄，银花，党参，羌

活，柴胡，山药，贝母，半夏、细辛，木通，木瓜、杜仲、黄柏、厚朴等中药材，特产“国

晏之花力竹荪、香菇，有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和猕猴、小熊猫、

猞猁、金猫，云豹、林麝、一短尾鸡、红腹角雉、绿尾虹雉等国家二类保护动物以及斑羚、岩

羊，大灵猫，小灵猫，黑熊，野猪、鹿、麂，獐，狼，獾、兔、白雉、兰马鸡，红腹锦鸡等

野生动物。

全县有耕地86．7万亩，占总面积的19。6％。其中水田仅3．8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4．3％，

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旱坡地82．9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95．7％，主要分布在低，中山地

带。大于25度的陡坡地占总耕地的一半以上，耕种艰难。产玉米、小麦，大豆，水稻、马铃

薯等粮食作物。此外，城乡居民点及工业，交通用地4．98万亩，难利用地3．3万亩。

(三)经济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青川县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苛政凶残，生产力的发展受

到严重阻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县内的工业只有染布、铁器加工，铸铧等原始小手

工业，农业则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经济极端贫乏，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通过兴办交通、水利，

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商贸文卫等各项事业的发展。198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4833万元，人

平246元，比1949年增长了5．9j倍。多数人民的温饱已基本解决。工农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

是：

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由于生产工具原始，生产方式落后，生产门类单一，经

济效益极低。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仅5840万斤，亩产97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

政府领导人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善生产工具、普及良种，致力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

况。到1980年为止，全县先后兴修堰渠960条，山湾塘305口，机电提灌站66处，改坡地为梯

地16万多亩，拥有拖拉机268台(共5790马力)，各型柴油机1253台(共14279马力)，大小

电动机440台(共4305珏)，机动脱粒、打米、磨面，榨油，粉碎，喷灌等机械2101台，小水

电站71个，装机容量1221珏。同时，还普及了良种，广泛地使用了化肥。通过大力兴修水利、

改良土壤、改善生产工具，普及良种，使用化肥，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广种簿收的原始农



业生产方式。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04，463，000斤，比1949年增长了78．4％，平均亩产

179斤，人平产粮582斤。1980年产油料作物2，330，000斤。其中：花生161，700斤，油菜籽

l，644，700斤，芝麻3，900斤，向日葵319，500斤。1980年产蔬菜2，725，100斤。

林业，多种经营。青川幅员面积大，林业和多种经营在农村经济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境内林木繁茂，植被良好，处处皆可“抬头见森林黟，森林覆盖率达

58．95％。1958年至1961年大炼钢铁、办公共食堂伐木作燃料，1962年至1963年毁林开荒，十

年文化革命中滥砍乱伐，使全县的森林资源不断遭受破坏，1977年森林覆盖率下降到32％。

1977年以来，人民政府采取禁止毁林开荒、封山与育林并重、奖励群众造林与飞播相结合等

方式，先后营造速生丰产林36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回升到38％，木材积蓄量达985万立方

米。大多数区、社都出产木耳、核桃，茶叶、薇菜、生漆、油桐，蚕桑、黄樟油、栓皮、猕

猴桃及天麻、乌药、杜仲、党参，当归、黄柏、黄连，大黄等。1980年多种经营的产量、产

值是1949年的1—5倍。其中l木耳156，700斤，产值达150多万元，油桐1，433，600斤，产值

达5l万元J核桃1，858，200斤，产值达85．8万元；生漆26，800斤，产值15．8万元；药材产值

29万元。

畜牧业；县境草场广阔，牧草丰富，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腐朽

的生产关系压抑了畜牧业生产。1949年底，全县仅有耕牛20016头，生猪存栏33000头I骡，

马、驴、羊、兔及家禽曲数量少，种类低劣。1952年以后发展较怏，到1958年，全县有耕牛

28400头，生猪43600头。但是，由于1958年的瞎指挥和】959年至1961年的自然灾害，畜牧业

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1961年底，全县耕牛下降为23800头，存栏生猪下降为22400头。196二

年以来，认真执行畜牧业政策，引进良种，推广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改善饲养方法，畜牧业

逐步发展起来。1980年，全县耕牛发展到356]4头，户平近1头I生猪发展到92293头，户平

2．6头j山羊发展到12309只，长毛兔发展到3500只，家禽164419只；蜂9903箱。骡、马、驴

等也有一定的发展。

1980年全县农副业总收入1611．6万元；其中农业收入1178．9万元，林业收入90．7万元，

牧业收入74．2万元，副业收入156．5万元，人平总收入90．3元。
‘

工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县境只有私营手工染布，红炉铁器加工，铸铧等小手工

业。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27．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业逐步由小手工业发展成

为县办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两大类，并且实现了机械化生产。1980年巳拥有县办国营糖醛

厂、制药厂、石英矿、铁合金厂、玻璃厂、酿造广、机砖厂、粮油加工厂以及集体性质的水

泥厂，防火涂料厂、铁木制品厂、竹藤厂、缝纫厂、建筑工程公司等30余个厂矿、企业，共

计职工1800多人。工业总产值达1152万元，比1949年增长了近4l倍。
‘

交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境内只有通甘肃省文县碧口和本省江油县的驮运道，交

通十分困难。从1953年开始，人民政府采取民办公助、以工代赈，民工建勤等办法修筑、养

护公路。到1980年，先后修筑起了昭(化)、青(川)，乔(庄)、三(锅石)、姚(渡)i

白(水)等公路27条(段)，共426．7公里l修建永久性桥梁72座，其中100米以上的大桥4

座。全县已有7区1镇33个公社通汽车。1980年，全县有客车8辆，客运量720,800人次，周转

量645．06万人公里J有货车70辆，货运量15．56万吨，周转量209．91万吨公里。交通事业的



迅速发展，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物资，文化交流，繁荣了城乡经济．

邮电。1949年，县境内只有县邮政局一个，电话管理所职工28人，单机一台，杆路30公

里，昭化幅射乐安寺、广元幅射姚渡的邮路各一条。1980年全县发展到邮电局1个，支局7

个，邮电职7"．111人，交换机712门，电话机336部，电话线路687公里，开展电报，电话及汽

车，自行车、步班邮路，年产值达151800元。

商业。1949年前，由于道路崎岖，交便不便，县境只有数家小坐商及长途摊贩，从业人员

百余人，经营土布、食盐及小百货。因为货物稀少，且受地方势力掌握，所以市场萧条，物

价昂贵，有时一斗玉米只能换一斤食盐。从营业额看，年社会商品和购进额仅78．9万元，销

售额49．4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市场，稳定物价，沟通城乡物资

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一方面组建，发展国营商业，扶持合法个体商业，

另一方面对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食盐等实行批发，零售经营，加强市场管理，

促进商品交流。经过长期努力，逐渐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集体，个体为补充，三种所

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商业网。1980年，从业人员达近2000人，为1949年的近20倍。商品销售

的品种、数量与日俱增，用户对商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食品，百货，日用品购销两旺，

缝纫机、手表、自行车销量成倍增长，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商品销量直线上升。

从营业额上看，1980年，商品购进总额1205万元，为1949年的15倍多I销售总额2269万元，

为1949年的45．9唐。

(四)文教卫生事业

教育事业；1949年县境有初级中学一所，教职员T8人，3个班招生70余人，小学23所，

学生008人。据普查统计，当时全县有大学毕(肄)业生15人，中专、高中毕(肄)业生81

人，初中毕(肄)业生345人，高小毕(肄)业生435人，读过初小或私熟的4444人，识字人．

数仅占总人口的7％。中华人民中和国建立后，县境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绍合黟的方针，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1980年，全县有高完中3所，

初中8所(其中刚波高中班共20个)，小学381所，中小学共有教职员工2099人，在校学生

4404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6％。有幼儿园26所，教职员工52人。托儿所1个，教师3人，

有大学毕业生612人，中专、高中毕业生5891人，初中毕业生25098人，小学毕业生70525人，

在校大学生157人。

文化事业t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县内无文化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80年，

先后建立起县文化馆(附设阅览室)1个，区文化站4个，新华书店，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川

剧团，体育场、业余体校，广播站及放映队71个，电视差转台1个，覆盖面达70％。

卫生事业。1949年全县仅有l所卫生院，6名医护人员，私人诊所两家，中药铺13家，民

间医生62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至1980年，医疗卫生机构达

224个，病床595张，医护人员1639人，其中中级医师以上的88人，医士341人。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增进了人民的健康，入平均寿命巳由1949年的38岁提高到68岁以上。

计划生育：全县认真贯彻党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落实具体措施，成绩显著。1980

年，人口出生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4‰。已有2062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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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孩子育龄夫妇的58％． ．

(五)名 胜 古 迹

县山河壮丽、历史悠久，大自然形成的自然风景和劳动人民二千多年来雕琢成的文

辅相成，交相辉映。主要的名胜古迹有。

河自然保护区。位子青川县城西北摩天岭南翼关虎公社境内。面积63万亩。多箭

桐，红樟、银杏等稀有树种。有60多种兽类、300多种鸟类在此生息。国宝大熊猫

居全省之冠，有扭角羚、金丝猴，华南虎、金钱豹及红腹角雉，绿尾虹雉、血雉、

稀乌兽。国务院1978年批准为自然保护区。

坪战国墓葬群遗址：在乔庄镇东南双坟梁。1979年至1980年先后三次发掘出土战国

，随葬物400多件，其中有珍贵的先秦木牍。

旧城遗址。在青川县城西38公里青溪公社驻地青溪。

州城遗址：在青川县城东27．5公里白龙江东岸白河公社新南大队境内。

县烈士陵园；在青川县城西南36公里房石公社场头。1962年，为纪；念19 70年剿匪壮

7名解放军战士建立此陵园。面积约1320平方米。园内有镌刻“死难烈士万岁黟的



行政区划、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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