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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识别不同地域的各种地理实体的符号。地名工作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它和军事、外交、公安、民政、交通、邮电、新闻、出版、文教，卫生、测绘、

科研等项工作及人民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

“

《涟水县地名录》是我县首次专门介绍地名资料的工具书，也是各单位使用

地名的法定依据。它以录志结合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我县标准化、规范化的各类

地名，为大家提供了较为准确，完整的地名资料。今后，各单位在使用地名时，一

律以本地名录中的“标准名称"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地名，如确

实需要更动，必须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为便于大家阅读和使用本地名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加工、编写而成的。共收录了各类地名

五千六百五十七条。

二、主要内容包括：县，镇、公社，场圃的地名图和概况，大队级以上的行

政区划和居民地标准名称；部分的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名胜古迹，革命纪念

地，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等方面的概况和标准名称等。

三，使用的数字，大部分采用县统计局一九八_年度统计的各项概数。行政

区划的面积为约数。

四、由于县境内气候特征基本一致，县概况中已作了反映，故在公社一级的

概况中省略。
‘

五、县、社等地名图上行政区划的界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的依据。

六、地名加注的汉语拼音，采用《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七、部分较为特殊地名的来历、含义，附有注释。

八、为便于查阅，编写了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

九，收录了国务院和江苏省地名工作的有关文件，供大家阅读。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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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水县概况

．涟水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废黄河下游。东与响水、。滨海、阜宁县为邻，南与

淮安县隔河相望，西与淮阴、沭阳县接壤，北与灌南县毗连。全县总面积约·千

六百七十平方公里。下辖两个镇，三十个公社，八个场、圃，五百六十九个大，‘

队，八十三万余人。大部分为汉族，少数民族有回、．满、藏、壮、侗、朝鲜。i，

县因水(涟水，亦名涟河，已湮没。)得名。《水经注》记载fj“淮水自淮

阴又东至淮浦县，枝分为游水，北至朐县，与沭水合，’盖即涟水矣。力置县始于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名淮浦。隋始名涟水。元入安东州。明改安

东县。民国三年，因与奉天省(今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和东沟县)同名，

复名涟水县。一九四一年，以盐河为界，分设涟东、涟水两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于一九五。年六月两县合并，仍称涟水县。 ?
，

我县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张大卓、贾伯

谊，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先后献身。一九二七年底，中国共产党在我县建立了特

别支部。一九二八年建立县委，到一九三五年，先后建立了城区、大程集区、五

港区，时码区、西区、金岔区和北区等区委。一九四O年秋，八路军南下部队来

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陈毅、黄克诚、张爱萍，李一氓等同志

都曾在此领导过抗日斗争。 ．

，、4

解放战争期间，著名的涟水保卫战即发生在我县县城。一九四六年十月，我
‘

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与蒋介石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和二十八

师一九五旅浴血奋战了十四昼夜，歼敌九千余人，取得了华中自卫战北线的第一个

大胜仗。 、

，

全境属徐淮黄泛平原，以废黄河决口扇堆积地形为主，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

斜，海拔自十六米下降到二点九米，大部分地区在五至九米之间。’土壤有粘土‘



碱土等。除废黄河东流入海外，六塘河、南六塘河、东

盐河、一帆河、唐响河等大部河流由西南流向东北，汇

(今响水县管辖)历史上曾是淮河的入海口。气候属暖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一月份平均气温一0．1

。年平均降雨量1008．5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13天。灾害

大，干旱、连阴雨、低温为次，冰雹、龙卷风亦有发

耕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原为旱谷地区，现为水旱并存

区。粮食作物以三麦、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油

全县粮食总产一亿多斤，平均亩产只有五十五斤，棉花

产只有十八斤。三十多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

水利建设。先后兴建了中、小型涵闸、桥梁一万O一百

灌站一百七十六座。平田整地八十多万亩，保证灌溉面

收、稳产高产农田五十八万亩。逐步形成了防洪、排

套水利工程体系，合理调整作物布局，大面积地推广早

碱，植树造林，实行水、肥、土、林综合治理，正确处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了农村各项经济政策，推

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重点户、专业

粮户纷纷出现。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上升到八亿二千

百五十三斤，是建国初期的十倍，棉花总产一千三百多

二斤，是建国初期的六倍多。一九七七年以来向国家交

棉二千七百万斤。多种经营，一九八一年饲养生猪四十

生产水果一千九百多万斤I，产蚕茧一万一千多担，为省

展。建国前，我县仅有一些个体手工作坊。现已拥有化

制药、酿造、食品等四十一个县办工厂，有职工七千多

值达一亿O六百万元。久享盛誉的高沟大曲，一九七九



年被评为江苏省优质酒，畅销省内外。钾酸、硫酸、黄磷等化工产品远销国外。

社(镇)队办工厂七百四十个，有职工二万五千多人，一九八一年总产值达七千多

万元。编织、蔬菜脱水等产品销售到东南亚，日本和西欧等地。

境内的公路主要有：淮高灌、淮涟六、沭陈、涟头、涟灌、涟新等。班车通

往上海、青岛、南京、徐州、连云港、淮阴和附近各市，县。盐河、一帆河，唐

响河、六塘河等均可通航。交通较为便利。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亦较迅速：建国初只有中学两所，小学二百四十七所。

现有中学五十二所，小学六百五十所，在校学生十七万八千余人。学龄儿童入学

率达98％。现有幼儿园四百六十六所。县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

剧场、淮剧团等文化单位。公社有文化站，广播放大站、电影放映队。卫生事

业，建国初只有县级医院两所，区级卫生所八所。现有县医院两所，卫生防疫

站、妇幼保健所各一个，地区中心卫生院四所，公社卫生院(所)三十五所，大

队卫生室五百多个，有病床一千张。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人民的健康

水平。

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有；五岛公园、三里墩西汉古墓遗址、月塔、米公洗

墨池、嵇安墓、涟水保卫战革命烈士纪念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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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城镇概况

涟城镇位于县境南端。东与城东林场接壤；南与城南果园交界，隔废黄河与淮

安县宋集公社相望；西与保滩公社毗连，隔盐河与药材种植场为邻；北与朱码公

社相接。镇因涟水城而得名，为历代县署驻地，现为涟水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系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该镇为历史古城。据《安东县志》记载： “昔宋之季，有古城，有月城，有

涟水城，今俱荡然。”明代弘治和万历年间，先后在此筑过土圩、土城，天启五

年(1625年)，知县刘君聘建造砖城。清末称城厢。民国初改称本城市，十八年

废市，分设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个镇，隶属一区管辖；二十四年始称涟城

镇。一九三九年三月被日寇侵占。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第一次解放，称

涟城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受国民党统治。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二次解放，仍称涟

城镇。一九五八年七月成立人民公社时，为东风公社涟城分社。一九六三年一月

恢复镇制。镇人民政府驻新闻路。下辖新涟、西门、北门三个居委会，四个生产

大队，五十七个居民小组，二十八个生产队，二十七个自然村，二万五千余人

(其中农业人口六千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有回族、侗族、朝鲜族四十多人。

全镇总面积八点三二平方公里。市区呈椭园形，地势低洼。有耕地三千三百

余亩。土质多系沙土，部分为两合土。涟东总干渠、盐河流经，公路纵横，为全

县的水陆交通中心。

解放前，这里是个消费城镇。街道狭窄，路面坎坷，加之战争摧残，房屋大

部破损，经济萧条。解放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生产，基本上

改造成生产城镇。整理、拓宽了街道，逐渐铺成柏油和水泥路面，市区楼房逐年

增多，商业网点遍及全镇，经济活跃，市场繁荣。工业，除县办工厂外，镇办工

厂有十九个，职工二千一百人。生产项目有五金、电机修造、日用化工、棉织等。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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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镇办企业总产值达五百六十一万元。郊区农业以种植蔬菜、三麦、水

稻为主、一九八一年产蔬菜四百多万斤，产粮二百一十八万斤。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除县办的学校、

医院和文化单位外，镇设中学一所，小学六所，在校学生四千多人，学龄儿童入

学率达98％。镇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有病床四十张。一九八一年度的计划

生育工作为全县先进单位之一。

境内有五岛公园、米公洗墨池、涟水保卫战革命烈士纪念塔等名胜古迹和革

命纪念地，



标 准r、名 称

涟 水 县

涟 城 镇

安东路①

中 山路

公园路

环城南路

环城西路

渠南东路

渠南西路

环城北路

渠北路

城东路

襄贲路⑦

新闻路

健康路

新涟街

北大后街

新北街

北门 街

南小街

双桥街

前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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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城镇地名

汉 语 拼 音

Li6nshuT Xian

LiSnch吾ng Zhan

梭

And6ng L0

ZhongshOn L凸

GOngyuOn LO

HuOnch6ng NanlO

HuOnch6ng XTIO

QOnOn Dongl0

QOnOn×T10

HuOnch6ng B(}i10

Q曲百i LO

Ch6ngd6ng L0

XiOngb否n LO

×Tnw6n L0

J10nkOng L0

×TnIion J16

B吾idO HOu Ii6

×Tnb吾l Ji吾

B吾im6n J垮

N6n×iooii百

Shuongqi60 Ji6

Qian×i00I|吾

巷

道

备· 注

驻涟城镇

驻新闻路

曾用名东风路

曾用名七一路

曾用名南大堆

曾用名西环路

曾用名后大堆

曾用名轮船站

曾用名北环路

曾用名渠北岸

曾用名菜市场

曾用名新北镇

ShlrzT Xlang

XTwOn Xi6ng 曾用名西弯口

Zhlhu6i XiOng

TOo NiXing

]．一{j√，j

j{—刽j

巷巷巷巷

字弯淮

十西治陶

／



北门新村

黄河新村

西门新村

新涟居委会

西门居委‘会

北门居委会

大关大．队

大关街④

包二庄

东张庄

徐 庄

胡 庄

王 庄

南张 庄

王 庄

张王庄

东门大队

梁 庄

东 门

小月 堆④

管大 桥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i80 XiSng

ZhOng Qi6nxiSng

Sh吾ngl'i'XiSng

H百hua XiSng 、。

YfnhOng HOuxiang

XiOmT TOng

居 民 区

BSimOn×TncBn

HuOngh6 XTncOn

XTm6n XTncon

．龟 婪 会

XTnliSn J0w爸ihuT

XTm百n J0w苦ihu} 曾用名红旗居委会

B苦im(m jnw荟ihui

大队和自然村

DOguan Dadul

DOguanji8

Bso’吾rzhu石ng

D6ngzh石ngzhuang

×dzhuong

Hdzhuang

WOngzhuOng

N6nzh石ngzhu石ng

WOngzhuang

Zhangw6ngzhu西ng

Dongm吾n DOdu_『

LlOngzhu百ng

Dongm每n

XiSoyu吾duT

GuSndSqi60

驻大关街曾用名五七大队

驻梁庄 曾用名蔬菜大队

·9

．称巷巷巷巷巷塘

．jUⅡ占u

J业n

名

护和花骺米准肖中胜荷银虾

标



准 称

张 庄

桥 西

后 园

闸 关

北 门

渠北大队

严 庄

徐 庄

陈 庄

二塘大队⑤

武 庄

管 庄

张 庄

小 桥

汪 庄

夹板庄

汉 语 拼 音

Zhengzhuang

Qi60xT

H6uyuan

Zh69uan

B6im百n

X曲百f D6du?

Y6nzhuang

Xdzhuang

Ch6nzhueng

Ertang Dadu；

W百zhueng

Gu6nzhuang

Zhangzhudng

Xi石oqi60

W6ngzhuang

Jiabanzhuang

备 注

曾用名闸口大队

驻武庄

注 释

①安东路：明，清两代，涟水曾名安东县，该路以此得名。

②襄贲路：贲，古音肥。南、北朝时，襄贲县曾乔置于涟，该路以此得名。

③大关街：此处为清代官府在盐河上设置的征收盐税的重要关口，称大关，街亦由此得

‘名。

④小月堆：以前为防废黄河倒口，在此打了月牙形小堆，故称小月堆。

⑤二塘大队：清乾隆五十一年，废黄河在此处倒口，冲成两个大塘，大队以此得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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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沟镇．概况

高沟镇位于县城西=It--"十八公里，淮高灌和沭陈公路的交汇处。总面积一点

四五平方公里。地形呈椭园形，地势低洼。明初，这里高姓居住最早，境内有一条

南北大沟，故名高家沟，简称高沟。后渐成集市。民国十七年称高沟镇。一九四

二年前隶属沭阳县。同年冬划属涟水县：。一九四四年改称高沟市；一九四五年，

涟水县人民政府驻高沟后复名高沟镇，隶属高沟区；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

划属高沟公社，一九六三年划为县属镇。镇人民政府驻中桥路。下辖两个居委

会，一个生产大队，二十六个居民小组，三个生产队，五个自然村，五千九百余

人(其中农业人口一千人)，绝大多数为汉族。

该镇接近涟、灌、沭三县交界处，为我县北部的集市贸易中心。淮高灌、沭

陈、涟高公路和南六塘河均从该镇经过，日通客车九十余次，货船来往频繁，交

通方便。
。

： 很早以前，这里就有了酿酒业。抗战前，有七家糟坊，产品行销本省各地，

商业、手工业亦较发达，棉织、卷烟、榨油等作坊有三十多处。后因战争影响，

商店倒闭，作坊停业，市场冷落。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拓宽街

道，重整市容，中桥路、高心路、东西大街和东马路，四条街道交叉呈“井"字

形，房屋鳞次栉比，街道整齐清洁，商业网点遍布，市场繁荣兴旺。

境内有县办工厂一个，镇办工厂二十一个。生产项目有酿酒、缫丝、棉织、

印刷、酱醋、化工、面粉、挂面等。特产有高沟大曲、高沟捆蹄。一九八一年镇办企业

总产值为六百七十万元，比一九八O年净增一百万元。农业方面，有耕地五百余

亩，均系粘土，种植三麦、玉米、棉花。一九八一年产粮三十万斤，产棉一万二千斤。

镇内有中、小学各一所，在校学生一千四百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还

有文化站、影剧院和卫生所。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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