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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綦江区位于重庆南部，东连南川区，南接贵州习水和桐梓两县，西临江津区，北靠巴南区，

属渝黔结合区域，交通优越，渝黔高速、渝黔铁路和规划中的渝黔高铁南北贯穿全境，素有“渝

南门户”之称。全区呈火炬形，北宽南窄，东西宽 65 公里，南北长 82 公里，幅员面积约 2751

平方公里，下辖 5个街道 25 个镇，365 个行政村、90 个社区。

綦江城区和万盛经开区城区东西相距 30 公里。綦江城区位于区境北部偏中，北至重庆主

城 60 公里，南距贵州省遵义市 150 公里，东至南川区 50 公里，西距江津区 50 公里；万盛经

开区城区位于区境北部偏东，北距重庆主城 80 公里，南距贵州省遵义市 140 公里，东至南川

区 30 公里，西距江津区 80 公里。

三角镇位于綦江区东北部，东与永城、隆盛相连，北与横山接壤，西连古南，南临三江、

石角。幅员面积 106 平方公里。三角镇距綦江城区 11 公里，距重庆主城区 62 公里。全镇辖 19

个村，2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 4.7 万人。三角镇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綦江城区未来发展

的核心地区，是三角镇政府所在地，是三角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角镇位于通惠河上游乐兴河与瀛山河汇合处。四周群山环抱，綦万高速公路由西向东穿

境而过，镇内交通主要有綦隆公路穿镇而过。三角场镇用地呈三角形，地形狭窄，支离破碎，

用地紧张，加之河流割据，用地矛盾十分突出。现建成区主要由横山街、向阳街、瀛山街三条

街组成。镇内基础设施完善，商贸兴旺，市场繁荣。

三角镇距县城 11 公里，区位优势突出，由于位置独特、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现为綦北

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小商品流通活跃，市场繁荣，市场体系较发达，能辐射周边的隆盛、永城、

横山、石角等地区。三角应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增强辐射能力。

二、气候气象

三角镇属四川盆地中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3℃-19℃之

间，最低气温-4℃，无霜期 348天，平均年降雨量 1050mm，以东北风为主导风向，平均风速

1.0m/s，气候无明显异常，虽有大风、冰雹，但未有明显灾情发生。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有少量滑坡。

三、自然环境与资源

三角水源丰富，有重庆首个"泽渝工程"--鱼栏咀水库，正常蓄水位 353 米，库容 2387 万

m3，以及马踏塘、三岔河、土地河三座小（一）型水库和莲花洞、双剪、牛角函等六座小（二）

型水库及 823 口山坪塘，有效库容 857 万 m3，可灌溉古南、三角、新盛三个镇 52 个村的 7.3

万亩耕地，并向县城提供生活饮用水 2000 万 m3 以上，解决灌区 4.95 万人、24.46 万头牲畜

饮用水以及周边场镇 8.48 万人的生活用水。

1、水库

三角镇域内水库和河流较多，可作为生活用水水源，主要有鱼栏咀水库、三岔河水库、关

门石水库、莲花洞水库、马踏塘水库等水库，目前三角镇区的水库水源为鱼栏咀水库和关门石

水库。

表一：镇域现状水库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水库

名称
所在地

总库容

量

水库

等级

正常蓄水

位

设计洪水

位

最高洪水

位

灌溉范围及面

积

供水范围

及面积

备

注

1
关门

石
乐兴村

41.59

万

小二

型
706.60 710.40 709.12

乐兴村 1620

亩

2
莲花

洞
乐兴村

16.02

万

小二

型
1016.121 1016.121 1016.121

乐升坪 1692

亩
乐升坪村

3
牛角

凼
塘垭村

13.99

万

小二

型
61.510 616.07 615.10

塘垭村 543

亩

4 双剪 石盘村 23.4 万
小二

型
660.50 661.96 660.50

石盘、柏香

1991 亩

石盘村、

柏香村

5
唐家

湾

巴南镇

跳石村

46.66

万

小二

型
856.4 856.62 856.4

乐兴、后坝

6499 亩

乐兴村、

后坝村

6
鱼塘

湾
大湾村

13.91

万

小二

型
771.55 780.20 778.801

大湾村 1299

亩

7
马踏

塘

佛子寺

村
166 万

小一

型
408.234 408.234

桐垭、塘垭、

彭香 5800 亩

8
三岔

河
大湾村

122.66

万

小一

型
401.19 401.8 401.19

杜家、徐家、

彭香 1704 亩

9
土地

河

巴南镇

跳石村
143 万

小一

型
834.4 841.02 834.4

大湾、中坝

1739 亩

10
鱼栏

咀
杜家村 2100 万 中型 2000 綦江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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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水

城镇供水现状：三角镇现有主要水厂为：三角镇水厂、乐兴村水厂。
表二：镇区水厂调查表

注：请图示镇区（或集镇区）现状给水管网走向、管径；标注镇区（或集镇区）现状水厂、供水站、水池

的位置与规模；取水口位置及名称；水源地名称等。

表三：镇域现状主要供水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所在地

供水设施

名称
类别

供水能力

（升/日）
所在地

水源

类型
供水范围 服务人口 备注

1 三角场镇
三角供水

站
供水站 徐家村 水库 三角场镇 8000

2 乐兴村
乐兴供水

站
供水站 乐兴村 水库

乐兴场、

乐兴村
4000

3 吉安
吉安供水

站
供水站

佛子寺

村
水库 吉安场 2500

注：类别指水厂、供水站、高位水池等；水源类型指河流、水库、堰塘、山溪水、地下水等。

请在图纸上标示输水干管、供水干管的走向及管径。

3、用水量

三角镇域内的最高日用水量按分类加和法预测，整个镇域的用水量分为人均综合生活用

水量和工业用水量。其中人均综合用水量包括居民生活用水、公建用水和市政用水等。

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给水工程规划导则》和《室外给水设计规范》，同时参考国内相似

区域的实际用水情况。
表四：镇区近年用水量调查表

年份
用水总量（万

吨/年）

生活用水量（万

吨/年）

生产用水量（万

吨/年）

其它用水量

（万吨/年）

最高日用水量（吨/

日）
备注

2006 21.9 18.2 3.4 0.3 600

2007 23.7 19.5 3.8 0.4 650

2008 25.5 21 4.1 0.4 700

2009 29.2 24.3 4.5 0.4 800

2010 32.8 27.5 4.8 0.5 900

2011 36.5 31.5 5 0.5 1000

2012

4、污水处理

三角镇镇区内的排水系统均为雨污合流制，雨水、污水排入下水道后，经过位于徐家村的

三角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后排入水体；镇区外乐兴场有污水处理站一座，可处理乐兴场及周边

区域的污水。

表五：镇区现状污水处理设施调查表

序

号
名称 所在地

处理能力

（吨/日）
处理方式 服务范围

污水经处理后流向

及用途
备注

1

乐兴污

水处理

站

乐兴场 6000 过滤、沉淀 乐兴场镇 排入河流

2

三角污

水处理

站

三角镇徐家村 12000 人工快渗 三角场镇 排入河流

注：请图示镇区（或集镇区）现状排水管网走向、管径；标注镇区（或集镇区）现状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站的位置与规模；污水处理工艺等。

四、人口概况

全镇幅员面积 106 平方公里，辖 19 个村和 2个社区，总人口 4.7 万

表六：镇域历年人口变化统计表

年份
总人口

（人）

总户数

（人）

非农业

人口

（人）

男

（人）

女

（人）

劳动力

（人）

人口机械增长（人） 人口自然增长（人）

迁入 迁出 出生 死亡

2003 50314 14540 3138

2004 50182 14730 3237

2005 50194 15209 3346

2006 50956 15096 4131

2007 51261 15120 4679

2008 50719 15606 4014

2009 50413 15214 4016

2010 50251 16303 4297

2011 49043 17053 3430 25149 23894 29733

2012 48056

2013 47864

2014 47724

厂址 水源

规模(M3/d)
处理工

艺

出水水

质

占地面

积

供水范围及

人口

存在问

题

水厂出水压力

（Mpa）
设

计
现状

徐 家

村
鱼栏咀 200 800

乐 兴

村
观门石 15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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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镇域现状人口年龄结构调查表（2011 年） 单位：人

0～6 岁 7～12 岁 13～30 岁 31～40 岁 41～60 岁 60 岁以上

3066 2309 10570 6735 14688 11675

备注：以上各人数相加应等于 2011 年镇域（或乡域）总人口数。

表八：镇域现状人口文化程度结构调查表（2012 年） 单位：人

不识字（文

盲）人数

小学文化

人数

初中文化

人数

高中文化

人数

中专文化

人数

大专文化

人数

本科文化人

数

本科以上文

化人数

5114 17658 22394 2494 574 395 380 34

备注：以上各人数相加应等于 2012 年镇域（或乡域）总人口数

表九：镇区历年人口情况统计表

年

份

户籍非

农业

人口户

数（户）

户籍非

农业

人口数

（人）

户籍农

业人口

户数

（户）

户籍农

业人口

数（人）

户籍总

户数

（户）

户籍总

人口

（人）

居住半

年以上

的外来

人口数

（人）

寄宿学

生数

（人）

通勤人

口数

（人）

流动人

口数

（人）

2004 3237 469 46945 14730 48965 50182

2005 3346 46848 15209 48998 50194

2006 4131 46825 15096 49011 50956

2007 4679 46582 15120 49038 51261

2008 4014 46705 15606 49044 50719

2009 4016 46397 15214 48843 50413

2010 4297 45954 16303 48803 50251

2011 3430 45613 17053 47825 49043

2012

表十：镇域各村基本情况调查表（2012 年）

名称
类别

幅员面

积

（平方

公里）

总人口

（人）

外

出

务

工

人

数

社（组）

数

（个）

耕地

（亩）

林地

（亩）
主要产业

农民人均年收

入（元）

杜家村 行政村 5.362 3110 1493 9 4145 2312 木瓜 7726

永安村 行政村 5.717 3602 1234 8 4637 1479 水果 7783

徐家村 行政村 5.0171 3008 1429 10 4785 1485
畜牧业（猪、

鹌鹑、山羊）
7779

龙门村 行政村 4.4761 1996 904 6 3512 1985 蔬菜 7754

乐升坪村 行政村 6.5221 2577 1258 11 5502 3038 核桃 7791

红岩村 行政村 6.408 2067 940 7 4367 3228 花卉 7790

望石村 行政村 5.3052 1767 803 5 3836 2120 木瓜 7832

桐垭村 行政村 7.3117 3187 1540 11 5429 2101 木瓜 7708

彭香村 行政村 6.2827 3052 1551 11 5130 1405 木瓜 7867

佛子寺村 行政村 7.0553 3057 1473 9 5621 2693 蔬菜 7712

塘垭村 行政村 4.6293 1941 932 8 3540 1705 蔬菜 7810

柏香村 行政村 4.414 1878 828 8 2888 1873
木瓜、畜牧

业
7712

石盘村 行政村 4.7207 1984 912 8 3477 2212 花椒 7751

石栏村 行政村 3.5336 1501 711 5 2815 1203 畜牧业 7741

乐兴村 行政村 6.5138 3326 1693 12 5408 1785 核桃 7840

大湾村 行政村 7.6647 3035 1450 11 5526 3457 花卉、苗圃 7760

中坝村 行政村 3.813 1535 734 9 3251 3298 花卉、苗圃 7646

后坝村 行政村 6.2048 2223 1096 11 4995 2757
蔬菜、花卉、

苗圃
7759

东岳村 行政村 4.7862 1780 978 7 3177 1895 蔬菜 7696

备注：类别栏请填写场镇、居委会或行政村。

五、经济发展

2014 年，预计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77999 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0.6%，较上年

增长 12.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4300 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14.56%，较上年增

长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3091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07.5%，较上年增长20.1%；

工业总产值完成 68433 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05.8%，较上年增长 18.5%；镇级工商税收

完成 231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3%。

重点围绕木瓜海棠园、彭香山地农业示范园和横山路农业线、龙门路农业线这“两园两

线”布局特色效益农业。一年以来，木瓜海棠园完成了园内广场、景区环线、观光便道、叠水

景观以及游客接待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成功举办首届木瓜海棠旅游文化节，正在创建镇内首

个 3A 级景区；完成彭香山地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规划面积达 9912 亩，引进 5家业主入驻，

蔬菜育苗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与市农科院联合打造的全市落叶果树良繁基地基本建成，200

亩柑橘示范园长势喜人；以观光型农业为发展方向，横山路农业线已沿公路建成云岭水果庄园、

玉禾桂花园等，龙门路农业线已有瀛龙生态园、市政局苗圃园、乐山翁花果园等 5个项目落地。

坚持差异化理念推进由南至北的“三游”产业协调发展。依托老瀛山核心旅游资源，积极推进

地质公园二期科考步道、游客中心、红乐环山路等项目建设，为全面推出地质科普旅游打下基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总体规划（2014-2020） 基础资料汇编

5

础。针对城市居民近郊旅游需求，新培育农家乐 6家，成功创建星级农家乐 2家，集中推出乐

兴挂面、木瓜干片茶、特色畜禽、新鲜果蔬等一批旅游商品，进一步提高观光农业游品质。正

在高规格规划中坝旅游度假区，已经实现天台山与圣灯山的旅游过境公路通车，以休闲度假、

农耕体验、田园养老为特色的避暑养生游即将全面启动建设。

表十一：全镇历年经济情况统计表

年份
地区生产总

值（万元）

第一产业产

值（万元）

第二产业产

值（万元）

第三产业产

值（万元）

城镇居民年

可支配收入

（元）

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元）

2004 18830 7328 3351 8151 2416

2005 22155 8656 3958 9541 2775

2006 26166 10224 4675 11267 3188

2007 30903 12075 5521 13307 3622

2008 36018 13652 6350 16016 4253

2009 41677 14365 7165 20141 4776

2010 47971 16232 9303 22436 5555

2011 55760 18992 11847 24921 6693

2012 62124 21641 12996 27487 7551

表十二：镇域现状工商企业情况统计表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所在

地地

名

经营

范围
年产量

年产

值

(万

元)

年利

润

(万

元)

年用电

(千瓦时)

年用

水

(万

吨)

职工

人数

占地面

积

(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綦江县

大强齿

轮厂

三角

粮站

汽车

齿轮

52.75

吨
11019 25 274 万 0.39 102 20000 16000

2

綦江县

伟松汽

车齿轮

加工厂

三角

粮站

汽车

齿轮

58720

件
5957 24 151 万 0.24 95 12000 9600

3

重庆市

银山纸

业有限

公司

杜家

村

纸

板、

纸箱

9990

吨
1998 28 35 万 0.25 106 10000 8000

4

重庆南

洲烟花

爆竹有

限公司

桐垭

村

烟花

爆竹

15880

箱
1588 36 22 万 0.3 183 4500 3600

5
綦江星

月建材

桐垭

村

粘土

砖瓦

6400

万块
1600 20 10 万 0.5 98 6000 4800

有限责

任公司

6

重庆三

农食品

开发有

限公司

杜家

村

蔬菜

加工

2291

吨
1833 27 1 万 0.1 93 3000 2400

7

綦江县

万金源

泡菜厂

塘垭

村

蔬菜

加工

1778

吨
1422 15 1 万 0.1 43 3000 2400

8

綦江县

老瀛山

纯净水

厂

三角

后街

瓶装

水生

产

5417

吨
1625 24 12 万 0.6 43 2500 2000

9

綦江县

三角镇

曹瑞竹

木制品

厂

三角

农贸

街

竹木

制品

加工

销售

收购

1588

万元
1588 17 10 万 0.1 48 3500 2800

10

綦江县

宏发粮

食加工

厂

乐兴

村

挂面

生产

3465

吨
1386 14 15 万 0.1 35 2800 2240

11

重庆庆

顺汽车

半轴有

限公司

三角

医院

旁

汽车

零部

件及

配件

制造

1594

万元
1594 19 14 万 0.1 91 4000 3200

12

綦江县

长白隆

其木竹

有限公

司

农贸

街

销售

百货

劳保

用品

日杂

1495

万元
1495 20 18 万 0.1 43 3000 2400

13

綦江县

三角镇

桐垭木

器厂

桐垭

村

木容

器制

造

1302

万元
1302 13 14 万 0.1 31 1700 1360

14

綦江县

顺强建

材厂

徐家

村

砼结

构构

件制

造

1147

万 M3
1147 12 10 万 0.1 30 1800 1400

15

綦江县

榆欣套

装门加

工厂

三角

镇后

街

木制

品制

造

21167

件
1270 12 17 万 0.1 29 2000 1600

16
重庆长

固复合

徐家

村

玻璃

钢管

2180

吨
1090 13 15 万 0.1 18 30000 24000



重庆市綦江区三角镇总体规划（2014-2020） 基础资料汇编

6

材料有

限公司

道

17

綦江县

童吉电

子元件

厂

石盘

村

电子

整流

器

390 万

元
390 9 5 万 0.1 12 1700 1300

18

綦江县

圆城石

膏制品

厂

彭香

村

石膏

制品
6600M3 330 9 2 万 0.1 13 1500 1200

19

重庆市

德宜信

实业集

团

开发

区核

桃湾

房屋

工程

建筑

9004 300 50 万 0.5 1860

20

綦江县

园林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

乐兴

居委

会

房屋

工程

建筑

7102 229 40 万 0.3 1148

21

重庆烟

塔建筑

安装有

限公司

文龙

街道

大石

路

房屋

工程

建筑

2760 153 20 万 0.1 1442

22

綦江县

博阳装

饰工程

有限公

司

塘垭

村

房屋

装修
235 18 5 万 0.1 52

注：本表包含镇域（或乡域）内（包括镇区和各村）现状所有的乡镇企业。

六、交通

高速公路：綦万高速横穿三角镇区，西起重庆市区，东至万盛经开区；

公路：綦隆路连接綦江城区至隆盛镇，及分别连接镇区至巴南区和后坝村的两条公路。

表十三：镇域现状交通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 称 类 别 所在地

占地面积

（ ㎡）

建筑面积

（㎡）
服务范围 备 注

1
三角加油

站
加油站 三角场 200 100 三角场片区

2
乐兴加油

站
加油站 乐兴村 150 80 乐兴片区

3 鱼栏咀招 招呼站 鱼栏咀水 30 30 乐兴片区

呼站 库

4
三台山招

呼站
招呼站 三台山 30 30 柏香村

5
田家湾招

呼站
招呼站 田家湾 30 30 田家湾

备注：类别指客运站、货运站、公交停靠站、招呼站、加油站、加气站、汽车维修站等。

七、社会事业与市政基础设施

1、市场设施

镇域内目前有 3个农贸市场。
表十四：镇域现状市场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市场

名称
地 点

赶集

频率

（次

/月）

占地面

积（m
2
）

集市人

数（人/

次）

贸易货

物品种

贸易入

货的主

要来处

主要贸易

对象（镇

域比）

对城镇影响程度（指

交通、市容、商业、

居民、生活等）

1
三角

场

三角场 9 1500 3000 农副、

商贸

农村、商

贸

三角场镇

2
乐兴

场

乐兴 9 1000 2000 农副、

商贸

农村、商

贸

乐兴片区

3
吉安

场

吉安 9 800 15000 农副、

商贸

农村、商

贸

吉安片区

备注：镇域（或乡域）现状市场包括场镇集贸市场和乡村集贸市场。

2、教育设施

三角镇目前有 2所中学，为三角中学和乐兴中学，分别位于三角场镇和乐兴场；小学共 4

所，分布在三角场镇、乐兴村、吉安场、桐桠村。中小学校规模较大，基本能满足教育需要。

表十五：镇域现状教育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 称

类

别
所在地

建筑面

积（M
2
）

占地面

积（M
2
）

班数

（班）

学生人

数（人）

教师人数

（人）

学校

性质

1 三角中心小学 小学 三角场镇 3726 11243 22 1129 88 公立

2 三角中学 中学 三角场镇 12400 24672 23 1158 101 公立

3 乐兴中学 中学 乐兴场 7573 9399 9 365 39 公立

4 乐兴小学 小学 乐兴村 2743 6950 12 524 55 公立

5 吉安小学 小学 吉安场 2131 6506 8 254 26 公立

6
三角瀛山幼儿

园

幼儿

园
三角场镇 200 100 5 154 110 私立

7 三角
幼儿

园
三角场镇 200 100 5 154 10 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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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路桥小学 小学 三角桐垭村 618 1754 3 46 4 公立

备注：类别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职中、技校、党校等；学校性质指：私立、公立、业余学校等。

3、医疗卫生设施

全镇共有镇卫生院 3所，分别为三角卫生院、乐兴卫生院、吉安卫生院，除桐垭外各村

均设有卫生室，共 18 个。桐桠村也将建设卫生室，为村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强化

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工作，推动改水改厕等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规

范化建设，实现农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

表十六：镇域现状医疗卫生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称 位置

人数 门诊 住院

建筑面

积（m2）

占地面积

（m2）
医

生

护

士

总

数

门诊面积

(m2)

门诊

人次

(年)

床位

(张)

床位

(张)

住院

(人

数)

1 三角卫生院
三角

场
31 15 46 119.03 10 55 100 9000 2942.1

2 乐兴卫生院
乐兴

场
22 6 28 700 10 30 1450 1600

3 吉安卫生院
吉安

场
1 2 2 550 800

4

除桐垭村外

18个均有村

卫生室

备注：包括场镇医院、卫生院、诊所、村卫生室等。

4、行政事业单位

表十七：镇区行政事业单位调查表（含市、区级驻镇机构）

序

号
单位名称 位置

职工人数

（人）

建筑面积

（m2）

占 地 面 积

（公顷）
存在问题 规划设想

1 镇政府 三角场镇 92 2500

2 镇派出所 三角场镇 14

3 镇交警队

4 镇国税所

5 镇地税所

6 镇工商所

7 镇司法所 三角场镇 1 100

8 其 他

5、文化娱乐设施

表十八：镇域现状文化娱乐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

称
类别 所在地名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最大容纳人数 创建时间 备注

1 文化活动站 场镇 640 320 200 2009

2
户外健身场

所
三角社区 200 60 2009

3
户外健身场

所
乐兴社区 100 50 2011

4
篮球场、乒

乓球台
塘垭村 700 100 2011

5
篮球场、乒

乓球台
乐兴村 700 100 2011

备注：类别指电影院、图书馆、文化活动站、村文化活动室、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撞球场、户

外健身场所等；最大容纳人数指设施同时能容纳的最多人数。

6、社会保障设施

表十九：镇域现状社会保障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所在地名

建筑面积

（㎡）

占地面积

（㎡）
最大容纳人数 创建时间 备注

1
三角养

老院

养

老

院

杨柳滩 2000 1500 100 2011

2
乐兴养

老院

养

老

院

乐兴村吕

家坝
250 300 20 1998

3
吉安养

老院

养

老

院

石栏村 300 500 25 1998

备注：类别指收容所、救助站、孤儿院、养老院、五保家园等；最大容纳人数指设施同时能容纳的最多人

数。

7、环卫设施

表二十：镇区环卫设施调查表

类别 所在地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数量 服务范围 职工人数

存在问题

及规划设

想

垃圾处理

场
乐兴场、吉安场 250 100 2 乐兴场、吉安场 4

垃圾转运 徐家村 876 100 1 三角场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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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垃圾收集

点

垃圾箱 三角场、吉安场 12 乐兴场、吉安场 1

公共厕所
三角场、乐兴场、吉

安场
400 240 8

三角场、乐兴场、

吉安场
3

其他

注：类别指公共厕所、废物箱、垃圾转运站、垃圾收集点、粪便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垃圾焚烧厂、晒水

车等。

8、殡葬设施

现有公墓 1个，位于徐家村团山堡社。
表二十一：镇域现状殡葬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名称

所在地地

名
类别

占地面积

（㎡）

建筑面积

（㎡）
职工人数 服务范围 可否搬迁 备注

1
三角

公墓

徐家村团

山堡社
坟地 30000 2 全镇

2

注：类别指殡仪馆、火葬场、陵墓、坟地等。

八、其它资源

1、旅游景点

三角的自然景观主要集中在老瀛山自然保护区，老瀛山是区内第一名山，距县城 20KM，

山属石角、三角、永城三镇，最高峰拨高 1357.2 米，最低峰白云观拨高 1001.4 米，老瀛山峰

峦迭嶂、巍山雄距、蜿蜒曲折、绵延 60 公里，集险、奇、峻、秀、幽为一体，古有“山盘四

十八面险，云暗三百六旬秋”之说。山上有近 15 万平方公里的神秘幽深的原始森林，珍稀植

物较多，植被覆盖率达 90%以上，自然生长数百种中草药，有野猴、野猪、獐子、锦鸡等几十

种野生动物；在老瀛山顶海拔 1000 余米处的丹霞地貌连绵数公里，赢得了重庆“红色处女地”

的美誉；有传说动人、形象逼真的送夫岩、三轿石；有刚劲有力、气势磅礴、天书一笔于绝壁

上的“虎山”大字；有山泉飞瀑、历史绵长极具探险考古价值的莲花宝寨；还有潮音洞、望天

观音、乐隐寺、白鹤林等美景；更有玉瀑飞虹、瀛山峰烟、观音沐水等奇观。“天成大庙接雷

霆，宏钟惊破万重山”之说的天成庙踞

于顶峰上，曾为川东南最大庙宇；在老瀛山一山腰绝壁处的白垩系地层中有重返一亿年

前侏罗纪时代的恐龙及恐龙足印化石，随着 2012 年恐龙研讨大会的召开、恐龙足迹国家地质

公园的建立、借着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契机，三角镇将全力打造地质科普旅游区，勾绘出“世

界老瀛山，秀美新三角”。

表二十二：镇域旅游景点情况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所在地 主要旅游景点名称

年游人容量

（人·次）

门票收入（万元/

年）
景区类型

1 老瀛山 恐龙脚印化石 15000 无

2

2、历史文物古迹

表二十三：镇域历史文物古迹情况调查表（2012 年）

序

号
位 置 文物古迹名称 级别

年

代

保护范围及要

求

现状保护

情况
现状用途

1 三角镇红岩村 恐龙足迹 国家

2

九、电力

三角镇的农网改造己完成，目前供电已到达镇、村及村民组，用电普及率为 100%，主要

负荷分布在镇区、乐兴村。电源为三角变电站。在镇区内设有配电房，目前用电基本能满足要

求。

表二十四：镇域现状主要供电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序号 供电设施 位置 规模(KVA) 占地面积(Ha) 供电范围

1 220KV 变电站

2 110KV 变电站

3 35KV 变电站 三角镇场镇 15000 500 三角镇、横山镇

4 10KV 开闭所

注：镇域现状 10kv 以上的架空线路及电缆请在图上标示（各村的请在镇域（或乡域）地形图上标示，镇区

的请在镇区地形图上标示）。

年用电量

(万度)

其 中 最大负荷

(KW)
特殊用户情况

工业 生活 镇区 集镇 其他

15260 2100 130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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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邮政和电信

三角镇镇区内设有 1个邮政支局，吉安场和乐兴场分别设有邮政所（点）各 1个。现有

电信所一个，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电信光纤接自綦江区电信局。移动通讯公司在三角镇境内

有信号站，移动通讯在镇域内信号覆盖率达 80%以上。三角镇内现已接通有线电视。

表二十五：镇域现状邮政、电信情况调查表（2012 年）

名

称
位 置 数量

建筑面

积

(平方

米)

占地面

积(亩)
邮路 实装电话

业

务

量

总

装

机

容

量

年产

值

电话

普及

率

问题

与规

划设

想

邮政

局

邮政

支局
三角场 1 1250 0.375 48400039

150

万

150

万
100%

邮政

所
吉安场 1 150 0.225 48401449 51 万 100%

邮政

网点
乐兴场 1 200 0.15 48409215

100

万
100%

电信

支局

电信

所
三角场镇 1 600 0.3 48400181 3 万 3 80 万 100%

中国

移动
三角场镇

用户

数
基站数 基站位置与规格

3 1

中国

联通

中国

电信

注：干线光缆请在图纸上标出走向。

表二十六：镇域现状有线电视情况调查表（2012 年）

名

称
用户规模

机站

数

普及

率

光纤容

量

光纤走

向
差转/制式 问题 规划设想

有 线 电

视
3000 1 100%

十一、燃气

三角镇目前使用的是来自于篆塘镇的天燃气，但仅覆盖镇区及周边地区，镇域各村生产生

活普遍以煤和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对大气污染较大。清洁能源液化气的使用规模较小，主

要作为少数城镇居民生活燃料。

表二十七：镇域现状燃气设施调查表（2012 年）

名称 气源

储

气

量

设计

供气

规模

现状

供气

规模

输气干

管管径

配气干

管管径
压力

用气

户数

管线

长度

占地面

积
位置

存在问

题与规

划设想

配气

站

篆 塘

镇
3000 600 160 75 600 45KM `

液化

气站

调压

站

注：输气干管走向、管径和配气干管走向、管径请在图纸上标注。

十二、产业

三角镇农副业发达，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玉米、薯类为主，其次是豆类等小杂粮，经

济作物有果、茶、蚕桑等多个长经品种，有油菜、花生、木瓜、辣椒、花椒等等短经品种，并

盛产猪、鸡、山羊等畜类。

根据现状产业分布、基础设施条件与产业规模，考虑发展趋势，将全镇经济分为三个经济

区，分别是北部经济区、中部经济区、南部经济区。

北部经济区：范围包括乐兴村、中坝村、石栏村、东岳村、后坝村、大湾村、石盘村，以

乐兴村为核心。重点发展发展特色农业，大力种植优质果林经济。

主要产业发展方向为：优质粮食作物种植，以木瓜、无公害蔬菜产业、花卉苗圃为重点的

经济作物，以生猪、山羊为重点的规模养殖业，近郊农家乐休闲产业。

该区域为低山丘陵地貌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的工业项目，规划在经济发展上突出生态观光、

绿色观光，借助现有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发展绿色食品的开发及结合良好自然环境的农

家乐休闲产业，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区、绿色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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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经济区：范围包括柏香村、佛子寺村、徐家村、桐垭村、塘垭村、永安村、杜家村、

彭香村，着重发展商贸旅游和畜牧业。该区域地势开阔、交通方便、旅游资源丰富，重点发展

杜家村，形成以鱼栏咀水库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发达的新农村。

南部经济区：范围包括镇区、红岩村、乐升坪村、望石村、龙门村。主要以红岩、乐升坪

村为核心，在现有旅游资源基础上，深入发展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以镇区为主导，大力推进第

二产业的发展。

该区域是全镇人口、产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借助现有的基础条件及未来的交通优势，加

快城镇化、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发展，使该区域成为带动全镇经济发展的首要区

域。
表二十八：各村基本情况调查表（2012 年）

村名称 总户数（户） 农业户数（户） 总人口（人） 农业人口（人）

杜家 1155 920 3110 2660

永安 1024 1019 2602 2580

徐家 751 741 3008 2908

龙门 757 642 1996 1883

乐升坪 748 711 2577 2553

红岩 762 743 2067 2045

望石 628 561 1767 1665

桐垭 985 890 3178 3037

彭香 1137 1026 3052 2864

佛子寺 1093 917 3057 3025

塘垭 723 627 1941 1918

柏香 568 476 1878 1687

石盘 753 709 1984 1934

石栏 444 425 1501 1496

乐兴 1201 1196 3326 3306

大湾 1047 953 3035 3014

中坝 629 628 1535 1525

后坝 774 765 2223 2204

东岳 578 545 1780 1758

表二十九：各村产业调查表（2012 年）

村名称 主要产业（可按主导产业顺序排列）

杜家 木瓜

永安 水果

徐家 畜牧业（猪、鹌鹑、山羊）

龙门 蔬菜

乐升坪 核桃

红岩 花卉

望石 木瓜

桐垭 木瓜

彭香 木瓜

佛子寺 蔬菜

塘垭 蔬菜

柏香 木瓜、畜牧业

石盘 花椒

石栏 畜牧业

乐兴 核桃

大湾 花卉、苗圃

中坝 花卉、苗圃

后坝 蔬菜、花卉、苗圃

东岳 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