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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乐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关于地名

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等文件精神汇编的。它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标志

着我县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状况的结束。今后．各行各业使用有关地名

都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应按国务院有关文

件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我们在地名的确定、恢复，命名，更名等工作中，以上级文件为

依据，在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从实

际出发，确定了可以继续使闸的地名，恢复了“文化革命”中被任意

改动的地名，更正了1：50．000地图上错标的地名．更改了确需更改

的地名。对地名的更改，我们采取慎重态度，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尤

其是人民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决不轻易更动；更改确需更改的地名，则’

通过群众协商，社队上报，县政府审批。

编纂本地名录是长乐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

《长乐县地名录》印着本县社会历史的足迹，比较准确地反映本县地

理，社会经济状况，为“四化”建设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地名资料。根

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

母拼写法》的规定，各类地名都标注有汉语拼音．以便利国际交往中

使用．

《长乐县地名录》汇集了全县十五个农村人民公社、一个直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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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一个国营农场、一个国营林场、一个国营良种场，二百零五个生 、j

产大队的地名。其中行政区划名称地名228条．，居民点地名754条，

山峰地名236条，江、河、湖、沙洲、岛礁地名46条，码头、公路、

桥梁、电站、水库，海堤地名62条，工厂、企事业地名5 7r条，名胜古

迹地名3 5条。⋯，． ．

‘。一应该指出，这本地名录还不能详尽地反映长乐县地名的全貌：

县境内还有一些山峰‘t岛礁、滩涂以及海底的地物地貌等地名尚未查

考收录．有待今后补充完善。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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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县概况

长乐县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口南岸，位于东经119。23 7～

1 1 9‘597，北纬25。407-'--,26。04，，东临东海，北接闽江，南毗福清，

西界闽侯。总面积六百五十八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二万九千余，绝大

多数为汉族．满族三百三十多人，畲族一百三十多人。方言通用福州

话。满族则兼讲“京话”方言，满族集居的洋屿为福建省少有的北方

方言岛。长乐系侨乡，海外侨胞七万多人．分布于美国，新加坡．日

本、香港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县辖十五个公社、一个镇、一个国营

农场、一个国营林场、一个国营良种场，下分二百零五个大队、五个

居委会，共有七百三十九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设在吴航镇．距省会

福州陆程三十三公里，水程五十公里。

长乐县历史悠久，设县始于唐武德六年(公元六二三年)，从闽

县中分立．取《书经》： 。宅新邑，宁厥止”之义，名为新宁县，同年

改称长乐县(闽志记载： “地名长乐，居者安之”)，县治设在今之

古槐。唐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县治移至吴旧造船处(即今吴航

镇)．改为吴航县。《宋书；州郡志》载： “三国时孙吴于福州置典

船校尉”，在长乐造船(当时长乐尚未置县，属闽县．福州、闽县同

属建安郡)，故有“吴航”之称。唐元和三年(公元八。八年)并入福

唐县。元和五年(公元八一O年)重新设置长乐县。五代时期，长乐

县名三改三复(两度改为安昌，一度改为侯官)，至后晋天福七年

(公元九四二年)以后，长乐县这个地名才稳定下来。一九三四年，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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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长乐，统辖长乐、闽侯，福清、

平潭等十一县，划闽侯的光俗等六里并入长乐。一九--A年行署迁往

福州，长乐仍属第一行署管辖。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长乐解放，八

月底成立县人民政府。解放初属闽侯专区，一九五六年改属福安专

区，一九五九年又划属闽侯专区．一九七一年改属莆田地区至今。．

长乐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有了党组织的

活动，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中游击队在长乐一带开展革

命斗争。闽浙赣地下党省委机关和闽中游击队司令部，曾设在江田南

阳村，游击队副司令员陈亨源同志即江田南阳村人。抗战期间，项南

同志也曾在长乐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

一年八日，游击队在琅尾港歼灭日军长乐守备司令田中岛等四十二人．

长乐地处海防前线，濒海临江，形势险要。历来是军事要地。闽

江口的梅花，文石为海上进入福州的门户，沿江的营前、金刚腿与福

州的马尾、闽安镇隔水相对，互成犄角，扼守着闽江咽喉。明戚继光

曾屯兵营前(当时称瀛州)剿倭，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清

政府在洋屿设旗营训练水师。东部海岸多港澳，明、清以来均有驻兵

设防。

长乐平面图形东西窄(二十公里)，南北长(四十一公里)。海

岸线长九十六公里。低山丘陵成倒置“丁”字形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境

界，山脉多南北走向。位于中北部的最高峰大埔尾，海拔六百四十六

点三米，晴日登山巅可望见福州大桥。西北部为福州平原的一部分，

东部为开阔的海滨平原。平原地带河汊网布，沃野相接，为主要农业

区。闽江从县境东北入海，闽江口因泥沙沉积，在梅花附近形成新月

形沙丘。西部较大的河流有上、下洞江，分别由营前港、洋屿港汇入



闽江：。东部多人工河港，较大的有宋，代开凿的陈塘港，i流经克凤的五

门闸入海。境内山地多红壤，平原多水稻土，沿海则多滨海风砂土。

东部有花岗岩残丘，石料资源丰富，古槐公社所产花岗板石质地坚

细．色泽光艳，远销日本等国。 ， ?

全境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暖热湿润，几乎无冬。年平

均气温摄氏十九点二度．七月平均气温摄氏二十八点三度．一月平均

气温摄氏十点二度。无霜期三百四十一天。年降雨量一千三百八十二

点三毫米。十月至次年二月为干季，。五个月降水量仅占全年百分之十

五，春夏多雨，五、六月间为黄梅雨季节，时间虽仅月余，雨量却占

全年百分之三十五。平均每年受台风直接或间接影响达五次之多，时

间多在七、八、九三个月，最大风力在十二级以上。

解放前，长乐旱涝频仍，滨海地区时因海潮倒灌泛滥成灾，一九

一八年一次海啸淹没农田十万余亩，冲塌房屋数以万计。建于一九二

九年的莲柄港水利由于旧政府维修不力和苛征水费，非但不能发挥应

有效益，且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一九三一年，溉田局乘天旱之机大肆

勒索，-激起农民反抗，酿成“十三乡民变”事件。解放后．人民政府

发动群众．大兴水利建设，对莲柄港水利工程进行全面整修和扩建，

在营前港筑坝建闸，在东阳山开凿八百四十多米长的隧洞(即朝阳

洞)，引闽江水输灌东部沿海耕地，并修建山塘水库三百八十五座(其

中蓄水一百万方以上的三座)。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从解放前的二万亩

扩大到现在的十八万七千亩，旱涝保收田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

沿海还修筑了海堤三十七公里，基本上制服了海潮倒灌之灾。

长乐索称“鱼米之乡”，经济以农为主。全县共有耕地二十七万

三千六百亩(占总面积百分之二七八)。其中有水田二十万亩，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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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万亩，沙滩五万亩，海涂七万亩。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百

分之七十四。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次为甘薯。稻米以质佳著称。经

济作物有甘蔗、花生、西瓜、油菜、茉莉等．还有柑桔、水蜜桃，龙

眼等水果。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三亿一千八百三十万斤，平均亩产一

千四百三十七斤，是我省商品粮主要产区和高产县之一。森林面积二

十四万亩，多为薪炭林和沿海防护林。畜牧业以养猪为主。渔业以海

洋捕捞为主，次为海水养殖。拥有机动渔船八百二十六艘，一万零八

百七十吨位，二万六千四百八十二马力。一九八O年渔业产量六千七

百万斤，其中捕捞五千三百一十七万斤，养殖一千三百八十二万斤，

盛产黄鱼、带鱼，鳗鱼．梭子蟹、金鲟、虾、蛏、蛤、紫菜等，漳港

等地的海蚌是世界稀有的水产珍品。

工业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八十

九，现有榨糖、造纸．农械．陶器，造船、水产冷冻．印刷、食品加

工等工业。全民所有制工厂十七个，县属集体所有制工厂一百十四

个。年产五千吨合成氨的国营长乐化肥厂正在兴建中。一九八O年工

业总产值三千四百五十四万元。近年来社队企业蓬勃发展，厂场达Z-

百六十五个，八。年总产值六千三百二十万元。

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每日开往福州的汽轮达九航次，开往福州、

莆田、福清的公共汽车有十多班次。，公路总长一千一百多公里．乡村

简易公路总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社社通公共汽车，队队通机动车辆，

内河航运也很发达。 、

长乐昔称“海滨邹鲁。．但广大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却很难得到文

化教育．解放前夕文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解放后．文教事业

发展很快。现有小学二百七十一所，在校小学生七万七千七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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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九四九年的九点四倍；中学十五所，在校中学生一万八千九百四

十四人，为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一点七倍；中等师范一所，在校学生四

百多人，中小学教职工四千一百多人，为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倍。县城

有文化馆、电影院、剧场、有线广播站、新华书店、闽剧团等；农村

有公社广播站十五个，文化站十一个，电影放映队十七个。县城有医

院二所(其中一所为中医院)，共有病床三百五十张，公社遍设卫生

院，大队均有医疗站。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

县境内有名胜古迹多处。明代航海家郑和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

(又称郑和碑)，宋代的三峰寺塔，都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

还有清名医陈修园墓、蔡夫人庙、平倭古战场、六平山石刻、晦翁

岩，龙泉寺、金刚腿、叠翠岩等胜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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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吴 镇概 况

吴航镇位于长乐县西部，东经119。31 7，北纬25。57；，东与鹤上

公社交界，西、南、北三面与航城公社接壤。北背山坡，西南平坦，

面积八平方公里，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交通方便，商业发达，

为历代县治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相传三国孙皓曾于此造船，故本县有吴航之称。河下街即所谓吴

航头旧址。解放前分为汾华、河金两镇，后合并为吴航镇。解放后划

为第一区，一九五六年改为城关镇，一九五八年成立城关人民公社，

一九六四年公社扩大仍复城关镇，隶于城关公社，_九六八年以后成

为县直属行政机构。因与本地区内兄弟县城关镇重名，在这次地名普

查中更名为“吴航镇”(沿袭历史上的曾用名)。 ‘

镇人民政府设在塔山路，辖4个居委会，．3个大队，下有居民小组

36个，生产队47，个，全镇计4，．609户，20，25 9人，其中农业人口6，814

人，均属汉族。

全镇以塔山为中心，周围分布四条街，三条路，三十八个巷。此

外，岭沙、鳌头、郎中山等三个自然村则屏障镇之东南。就机关、企

事业单位和学校分布而言，解放路为政治中心，河下街为商业中心，

和平街为文化中心。胜利路、建设路为新兴街道，东关、西关、十洋

三个大队为农业基本区。

全镇耕地面积3，047亩，其中水田1，783亩，旱地1，264亩。主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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