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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盛产耕牛，历史悠久，驰名省内外．图为牛市一瞥

阳坪种牛场系现代良种牛场，以牛

奶质量最高而著称。图为牛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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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水力资源丰富．利于发电。图为装机容量二万多个千瓦Ⅳ

的花溪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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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历史形成的，但又是随着历史发展与社会前进而改变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需要，遵照国务院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从l 9 8 1年7月至

l 9 8 2年3月，我县组织力量开展了地名普查，以l：5万的地形图为基础，普查了县

境内2 3 6 5条地名，对重名、含义不当、用字不准、错音错字、错位错名、序数命名的地名

进行了更改和纠正。在全县3个区，2 6个公社， 1个镇，2 6 3个大队中，本着尊重

历史，保持隐定，反：央万史巾地理特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将序数命名

的3个区，重名的4个公社，1个镇，l 8 2个大队，以及错字、错音、镨名、不当的4 6 5

条地名进行了重新更名和纠正，删去了久已消失和失去意义的地名6 1条，增加了大

队和其它地名4 4 0条，普查成果共2 7 4 4条，基本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等4项成果已上交验收。

编写这本地名录，全部是以四项成果为基础的，为了把这些通过细致工作，深入考

查，单位核对，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汇集成册，使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特专门编写此地名录。其地图是以1：5万地图缩小到1：2 2万的行政区划

图，标注了大队以上行政区划和少数方位性较强的人工建筑、自然村；编写了县、区、

社及一些大型入工建筑和名胜等文字概况3 9篇；对全县大队以上行政区划，自然村，

人工建筑、企事业单位、自然实体等2 7 4 4条地名，分别加注了汉语拚音和简要说明

了来历含义。

此地名录的编写格式和排列，均按要求而笔，所采用的工农业、土地、人口等数字

是以1 9 8 0年1 2月县统计部门报表为准，一些专业，企业、人工建筑概况是由该

单位提供，然后核实修改而成．

按有关文件规定，今后凡使用洪雅县地名，应以本地名录为准。

洪雅县地名领导小组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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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雅县概况

洪雅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邛崃山脉东南端，乐山地区西部，距省会成都2 9 O

华里。县城驻地东经l O 3度2 2分，北纬2 9度5 4分。东与夹江县、峨眉县接壤，

南与金U河工农区、汉源县交界，西与雅安县、荣经县为邻，东北与丹棱县，北与

名山县相连。面积l 9 4 8．4 3平方公里。全县1 9 8 O年人口6 l 4 3 6户，

3 O 3 3 7 5人，其中男1 5 2 l 2 7人，女l 5 1 2 4 8人，总人口中非农业人El

2 l 5 9 5人。均为汉族。全县所辖3个区，1个镇，2 6个公社，2 6 3个大队，

1 9 6 6个生产队，有1 7 4 7个自然村，7个居委会，l 8个集市。县人民政府驻洪

川镇。海拔4 6 O米。

洪雅之名，据县志载，起于北周，即公元5 5 7年至5 8 1年。但当时的洪雅是现

在的丹棱，因县之西有洪雅川(痹河溪，今安溪河)而得名。古在唐、尧，虞、舜、
夏、商时代是梁州(今陕两、四川部分地区、贵北等地)属地，周武王时，把梁州合并

雍州(今陕、甘、宁。青部分地区)，属雍州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7 7 O年至

2 2 1年为蜀国，属犍为郡(治所在今彭山县东)，秦惠王时伐蜀，为秦属地。在汉、

三国、魏、晋、南朝的宋时即公元4 2 O年至4 7 9年为南安县(今乐山)仍属健为郡

(治仍在今彭山县东)。齐、梁时期即公元4 7 9年至5 5 7年为齐乐郡后为齐通郡属

地(即今眉山县)。北朝西魏时即公元5 3 5年至5 5 6年属眉州。北周时即公元

5 5 7年至5 8 1年在今天的洪雅县治地设洪雅镇。当时的洪雅县(即现在的丹棱县)

属嘉州(治眉山)，直到隋t阴开皇十三年即公元5 9 3年，改原洪雅县为丹棱县，而将

原来洪睢之名移用于现在的洪雅县治地才正式命名为今天的洪雅县，属朋山郡(今天的

乐山)，唐高祖武德元年即公元6 2 3年废南安，以县置乾州。唐开元七年即公元

7 2 9年，又于县设置义州以獠户(指西南少数民族)设置南安、平乡二县，属于义

洲。八年即公元7 3 O年废去义州，将南安、平乡二县省去，仍复为洪雅县，属眉州

(今眉山)。宋朝太宗淳化四年，即公元9 9 3年将洪雅县改属嘉州(今乐山)。元世

祖至元二十年即公元l 2 6 0年设嘉定府路，将洪雅省去，并入夹江县。明朝宪宗成化

十八年，即公元1 4 8 2年，分夹江，又复置洪雅县，属嘉定州。清朝雍正十二年即公

元1 7 3 4年，升嘉定州为府，洪雅县仍属嘉定府。民国初期属建昌道，后属四川省眉

山行政督察专署。解放初属川西行政公署川山专区。1 9 5 3年后撒眉山专区划入乐山

专区，l 9 5 9年丹棱与洪雅合并，名洪雅县。l 9 6 2年复分置丹棱、洪雅二县，各

领辖原地仍属乐山专区至今。

本县大体属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自然地形，由东北向西南高度递增。南北长l 2 8华

里，北宽8 6华里，南宽9 2华里，中部宽仅3 O华里，状若运动员手中哑铃．西南部

属山区，东，IL部坝丘皆有，以坝为主。山地区面积1 3 1 5．5 9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



6 7·5％，丘I必_{『积4 9 0·l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 5·2％，青衣江两岸平坝

Ⅱii穆l l 4 2·7 4平方公里，占7·3％。全县最低水位水面面积l 7 2 0 5亩，其中

塘库堰水面4 9 5 7亩。海拔l 0 0 0米以上的1 1 2 0·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

的5 7·5％，海拔最高点西南角小凉水井3 5 2 2米，海拔最低点青衣江入夹江县境

处4 2 5米。西南面有海拔2 8 0 0米古木参天的瓦屋山，南有与蛾眉山相对峙的八面

山，西北有绵延千里伸入汉王境内的总岗山。全县矿藏有铜、铁、铅、锌，尚有藏量较

大的煤炭，芒硝、石灰石等。还盛产木材。土壤类型多样，山丘多为紫色土，平坝多为

冲积土，土层深厚，养份丰富，有利于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长。水利条件颇为优越，

县内有青衣江、花溪河纵灌全境，又地势起伏，落差大，水力资源易开发利用，目前已

建电站l 2 8处，装机容量l 0 7 2 l碰。本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型，年平均气温

l 6·8。C，一月份平均气温为6·6
o

C，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 5·7。C，极端

最高气温为3 6·2。C(一九／k--年八月十五日)，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3·3。C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县境内气温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相差l 0。C上下。东北

部坝丘区无霜期较长，达3 0 0天左右．西南无霜期2 5 0天，日照1 0 8 0小时．

年平均降水量(2 1年)1 4 9 3·8毫米，最多达2 1 6 5·4毫米。雨量积中在

夏、秋两季，高温与多雨期一致，6、7、8三个月集中全年雨量的6 0％左右。上述

自然条件宜于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全县著产有三：

一、森林面积宽广。林业用地l 5 8·4 2万亩，有林地面积7 1·4 6万亩

(国有林4 9·4 6万亩)，入平2·3 6亩，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复盖率

2 3·8 4％，全县活立木蓄积量6 5 8·9 2万立方米。年采伐量约3万立方米(包

括社队自用材)，外调2·5万立方米左右，品种繁多，尤以红心杉享有盛名，水杉更

是稀有木材，各种用材远销省外，楠木远销美洲。还有香杉、冷杉、柏木。经济林有果

树、桑树、白蜡树，果树以桔为主。洪雅已成商品材基地，是中央和省的南方用材基地

之一。
‘

二、洪雅县历来为全省水牛产地和重要流通渠道，是向全国开放的耕牛市场之一。

年上市量为1·3万多头，成交量6 3％以上，本县产牛占市场销售量的7 0％，

1 9 8 0年就售出近7 0 0 0头，年底存栏数2 8 5 l 8头，生产队平1 4·5头。洪

雅水牛的特点是体质结实，结构匀称，体型较大，蹄质坚实，肢势端正，拖拉力大，平

均拖挽力4 2 0公斤以上。其繁殖率为3 2—4 0％。商品率占l 8—2 7％，远销

8个省，8 8个县，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近年又引进了良种挛拉牛，已杂交产仔

4 7 0 0多头，使耕牛不断改良繁殖。

三，黄连品种繁多，集中以雅连为著，闻名于国内外。远在汉代已有记载，近代更

是有名。一九七四年版。新编医药学’’中说，黄连产于四川、云南，陕西、湖北，以四

川洪雅所产为最著，特称雅连。一九七九年版“四川中药志"称：洪雅已成为雅连之

乡。在地面积4 l 0 6多亩，其中雅连2 7 3 0亩。一九八。年产4·9 9万斤，其中

雅连3·6 6万斤。远销南方1 5个省、市、自治区。国外，每年向非洲，南洋群岛等

地控制销售2 0 0 0—3 0 0 0斤，雅连已成为供不应求的珍贵药材．

全县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主体以农业为主，从l 9 8 O年看，工农业总产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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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0 5 l 4万元，人平3 4 7元。

农业：现有集体耕地面积2 6 2 1 4 3亩(农业人口平均0·9 3亩)，其中水田

2 l 9 2 9 4亩，占8 3·6％，另有社员自留地2 6 4 5 9亩。主产水稻，其它粮食

作物有玉米、小麦，其次尚有薯类、豆类、杂粮等。经济作物有油菜籽、花生、甘蔗、

烤烟、白蜡、竹笋，药材有黄Lg,天麻等珍贵产品，畜牧业主要有水牛和猪。

建国3 2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大搞农业基本建设，逐步

改变生产条件，先后兴修水库l 9座，其中总岗山水库容量最大，容积3 3 l 0万立方

米，渠堰4 5 6条。大渠有三，除花溪渠外，柳新渠、王关渠系近年新建。塘9 6 8

口，电力提灌站5 6处，共可蓄引提水9 3 3 8万立方米，可保灌面积1 7·5 7万

亩，比l 9 4 9年新增灌面积l 3·8 7万亩。同时不断改进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

种，实行科学种田，农业生产发展很快。l 9 8 0年粮食总产达到2 6 l 9 3．5万

斤， 比l 9 4 9年的l 0 6 5 9万斤增加l 4 5·7％。 l 9 8 0年农业总产值

5 7 7 6万元，农业人平产值2 0 4·9 8元。多种经营1 9 8 O年产茶叶7 l O 7

担，白蜡3 5 7担，黄连4 4 2担，土纸l l 7 2 0吨， 水果1 0 7 9 2担， 蚕茧

1 5 5 l担，生猪出肥数1 5 6 4 9 5头，耕牛年底存栏2 8 5 l 8头。l 9 8 0年

征购4 6 3 0·3 4万斤，议购6 4 6·5 6万斤，社员人平分粮6 2 1斤。社员劳

动日值0·6 1元，人平分配9 4元。社队企业总产值6 3 7·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l 9％。

工业：全县解放前夕仅有私办小型面粉厂、饭锅厂，小铁厂、小铜厂。在建国以

来，工业象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地、县、区办有发电站、煤炭、农机修造，机械制造、

农具生产、建筑建材，日用五金，电度印刷、布鞋、针织、棉织，造纸，服装、酿造、

粮油加工、食品加工、糖果糕点等7 1个厂场，其中地属2个。l 9 8 0年主要工业

产品产量：煤3 8 7 4 5吨，水轮机和粉碎机l 6 4台，其中水轮机设计新颖，符合标

准，远销国外。水泥3 5 2 4吨，饮料酒1 0 1 8吨，红糖5 9吨，五金1 2 0 0 0

件，棉布4 0·1 5万米。

交通；解放前仅有一条不能行驶汽车的公路8公里，解放后迅速发展。现已有公路

1 7条，省道2条，县道4条，社道l l条，总长度3 2 9公里，达到社社通汽车。尚

有电站，林场等专用公路8 l公里。全县架设了中型以上桥梁1 3座，3 1 5·8米，

飞渡于青衣江，花溪河上的大桥4座，长8 l 1米。全县拥有各式汽车1 4 7辆，勾通

了城乡，促进了物资交流。

商业：在建国前夕，城乡仅有一些零落的私营商店。解放后在。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指引下，现已有经济网点3 l 4个，商业服务人员3 3 5 2人，购销总额

1 9 8 0年为6 9 9 l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 0 5 3万元，财政收入5 5 3万

元，均比解放初成倍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县人平1 3 3·8 2元。外贸购销已日

益扩大，1 9 8 O年购销额已有1 4 1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亦日益发展。在教育方面，解放前仅有小学1 5 0所，中学4所．解

放后到1 9 8 0年已发展了小学3 0 2所，学生5 5 9 6 7人，教职工1 5 9 4入(公

办5 6 5入)，中学3 0所，学生1 3 5 4 4人，教职工8 6 5人(公办6 3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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