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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演变。经过漫长的历史朝代更

迭，有的地名沿袭下来，有的演变了，有的用了错别字，生僻字，自造字，使原意模糊不

清。“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破旧立新"，对地名大改、乱改，

重名现象比比皆是，地名混乱异常。这使人民日常生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国际交往

等各方面均受到很大影响。我县根据一九八。年六月江苏省地名工作会议的部署，于同年九

月十一日开始地名普查工作，至一九八一年底基本结束。在地名普查的同时，着重对全县重

名大队进行了更名，对姜堰，溱潼两镇的街巷进行了更名、命名，初步克服了地名的混乱状

态。达到了公社名称在地区内无重名，大队名称在县内无重名、街巷名称在镇内无重名的要

求。

《泰县地名录》是我县首次出版的地名工具书。它汇集了全县两个县属镇、三十九个公

社√＼百三十八个生产大队、四十二个相当大队(即相当于大队级的场，站)、九个自然镇，

二千三百零八个自然村，二百四十五条街(巷、居民区)、五十一个专业部门名称，一百。

一个自然地理实体、九十个人工建筑物名称、其它地名二十八条，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三条地

名。并附照片二十三张。它以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各类标准地名的规范化书写形式及读

音，直接为新闻报导、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民政管理、测绘、国防等各有关部门

提供了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使各有关部门、单位使用各类地名有了法定依据。它

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反映，也是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地名录依据《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

纲及要求补充说明》及《苏地字(1982)第11号》等文件进行编纂，编辑过程中参考了《江

苏地理》、《泰州志》、《泰县志》、《东台县志》、《姜堰乡土志》、《泰州历史沿革简

表》等书籍、史料。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

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及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发的《城市街道名称拼写规则(草案)》

等规定标注，标准地名的汉字书写形式以《新华字典》及《现代汉语词典》为准，对“两

典"中没有的少数地方用字已作了规范化处理。如“垡"改为“埭"、“堑"改为“垛’’，

“2磐"改为“卤’’，“氨’’改为“拐"等，采用的统计数据主要依1981年县统计局年报。

《泰县地名图》按1979年9月出版的《泰县地图》缩绘，参照地名普查地图进行补绘编

成。该图未经实测，且由于图幅面积的限制，尚有部分地名无法绘出，仅起地名示意作用，

不能作划界或其它规划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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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县 概 况

泰县位于长江下游北岸的江苏省中部，隶属扬州地区。东界海安县，南邻泰兴县，西接

江都县，北与兴化、东台县毗邻。县政府驻姜堰镇。地理座标为北纬32‘307，东经120908’。

面积1264平方公里。人口109．6万人(28．5万户)．其中农业人口101．8万人。除47人为回，

满，壮一彝，维吾尔，锡伯，土家等少数民族外，余均为汉族。、

全县辖2个镇，39个公社。27个居委会，838个生产大队、42个相当大队、6180个生产

队叶14个相当生产队。另有县属场圃7个，县农科所1个。自1981年起全县设顾高、张甸_

寺巷，苏陈。姜堰、溱潼，港口等7个区。

今泰县辖境原系泰州的一部分。泰州是淮东古城之一。据海安县青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址表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这里已有人类居住。夏、商时(公元

前21世纪一前11世纪)属扬州；．春秋时(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属吴，越}战国时(公
元前475年——前221年)属楚，时称海阳，秦时(公元前221年——前207年)属东海郡(一

说九江郡)，汉初吴王濞在此设置粮仓，名“海陵仓"，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置海陵县；东晋时(公元317—420年)一度改称海阳县；唐高宗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改称吴
陵县，武德七年复称海陵县，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取通泰、安泰之意升海陵县为泰

州，北宋时(公元960—1127年)称泰州军，南宋时(公元1127年——1279年)复称泰,J+lj
元时(公元1279年——1368年)称泰州路，明，清称泰州，辛亥革命后(公元1912年)废州

设泰县，泰县之名始于此。当时泰县县政府在泰州城，辖境包括现泰州市，泰县绝大部分及

现海安i江都v兴化等县一部分地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

本县境曾先后分别划属泰兴、江都、兴东(后为溱潼)、紫石(后为海安)等县管辖。1949年

1月21日泰州城解放后，分设泰州市v泰县，泰县县政府迁姜堰镇。1950年5．月，泰州市v

泰县合并为泰县，·同年10丹又分治。1958年lOy]两泰再次合并称泰州县，1962年1月两泰再

次分治。1964年10；9又将泰州市所辖泰东，泰西。寺巷，野徐，鲍徐、，塘湾，。朱庄，港口、

马庄，叶甸、里华、杨庄(．今罡杨)等12个公社划归泰县，遂成现状。·

泰县是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1926年初，我党印在蒋垛等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歹领导群

众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1929年春首次秘密建立。中共泰县委员会纾。·1940年9月，

新四军东进攻克姜堰，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千余人，，陈毅同志在姜堰开展重要革命活动达半月

之久，为黄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矿黄桥决战胜利后，+1940年lOy]中旬，泰县公开建立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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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民主政权，领导群众坚持抗El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期间，民主政府又领导群众坚持了游击

战争。在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小指挥所)曾设在

泰县白马庙，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等同志在此坐镇指挥八、十兵团渡江．大军于4月

21日发起渡江战役，挺进江南，4月24日司令部随军南下。白马庙三野司令部旧址现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县境地势南高北低，北部是苏北里下河碟形洼地南缘的一部分。地面最高点海拔7．7米，

最低点海拔1．4)K，平均海拔约3．5米。大体上以江海公路(通扬公路)为界，北部属里下河

水网区，俗称下河地区。南部属长江三角洲，俗称上河地区。北部多自然河流，并有湖泊和

草荡荒滩，较大的天然河流，湖泊有姜溱河、泰东河、卤汀河、茅山河、龙溪港、鸡雀湖、

鲍老湖、夏家汪、钥匙湖等。其中鲍老湖，夏家汪，钥匙湖和大片荒草滩已先后围垦造田或

开发成良种场和水产养殖场。新通扬运河横穿县境中部，古老的通扬运河蜿蜒曲折流经县境

中南部。南部较重要的河流有南官河、葛港河、东姜黄河、西姜黄河。南部大部分为高沙土

地区，土地贫瘠，河道较少，易旱易涝，民谣日： “刮风上天，落雨下河，三天无雨一小旱，

五天无雨一大旱。一解放后经大力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陆续开挖了许多人工河道，

较重要的有周山河、南干河、中干河、西干河、张甸支河，运粮河、虹桥河等。

气候类型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14．5℃，一月均温1．6℃，七月均温27℃，

最高气温达39．4℃(1966年8月8日)，最低气温-14．5℃(1969年2月6日)。年均降水

量992．3毫米，无霜期212天。四季分明。

泰县是江苏省粮，棉，油产区之一。尤其是下河地区，素称“鱼米之乡黟。经济以农业

为主，农业以稻、麦，棉，油料为大宗。全县有耕地104万亩，其中集体耕地94万亩。解放

-·以来，大兴农田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在北部采取联圩并圩，建圩口闸为主，以达控制水

位、排灌分开之目的，在南部则以疏通沟渠、开挖生产河和排降沟、建立电灌站为主，完善

了排灌系统。全县建套闸两座，筑圩312个，建圩口闸335座，排灌站1305座，开挖生产河道

366条，排降沟1405条，拥有机、电排灌动力合计27．5万匹马力，机电灌总面积达88．6万亩，

占集体耕地的94％。抗御旱，涝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增强。县建有农科所、良种繁育场，

绝大多数公社也建有以繁育良种为主的农科站，大力推广良种。改革了耕作制度。在下河地

区推行“沤改旱’’，在上河地区发展“旱改水”，普遍推行水旱轮作，部分实行两熟改三

熟。水旱轮作面积达84万亩，占集体耕地的93％。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30894万斤上

升到1981年的94941万斤I皮棉总产由15万斤上升到1047万斤I油料总产由2023万斤上升到

3274万斤。

泰县的副业以养猪为主，1981年饲养生猪达96万头(其中出售及自宰51．4万头)，基本

’上达到每亩耕地一头猪。大抡的黑毛猪，稀毛，白皮，大耳朵，皮薄肉厚，猪肥相宜，是泰

一r县的良种猪。众多的河湖港汝为水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繁衍、生息场所，水产品捕捞及养殖是

一2一 泰 县



又一项重要副业，水产品1981年产量2622吨。溱潼地区的螃蟹，俗称“溱湖簖蟹"，体大肉

壮，质嫩味鲜，远销外地。家禽饲养以南鸡北鸭为著，圈存量近143万只。养蚕是解放后新

兴的副业，1981年蚕茧产量1．2JY担。1981年农、副业总产值26186万元。

1949年泰县仅有126家私营小工厂和小作坊，工人数仅有1497人。解放以来，巳逐步建

立起机械、五金、建材、电子，仪表、电机、化工、橡胶、砂轮、纺织、印刷、服装、糖果、。

食品加工等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1981年县、社、镇工业总数583个，工业总产值27144万元。

职工总数53770人，全员劳动生产率4941元。另有大队办工业792个，职工总数24876人，队

办工业产值5826万元。

泰县水陆交通均较方便，陆路有江海(通扬)，姜八，泰高三条公路干线通达县外，长

途客车可直达南通、扬州、南京、无锡、常州、上海、徐州等地，支线公路十一条，农村公

共汽车通达28个社、镇。水路有客轮达无锡、盐城等地，县内有班轮通达14个社、镇。

1949年全县仅有初中2所，小学32所。1981年有普通中学84所，其中完全中学26所。小

学541所，幼儿园542所。在校中、小学生数21万人，教职二E8700余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8．1％，另有教师进修学校1所，工农中等技术学校2所，工农业余中学21所。县城姜堰

镇子1951年首建剧场，1954年首建电影队，1958年建电影院，现有电影院、剧场共3座。

此外，还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有线广播站、电视转播台等文化娱乐设施。全县有公

社电影队57个，并有20个公社建立了影剧院，较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为缅

怀革命先烈，对群众进行传统教育，于1957年在姜堰镇东北部兴建了泰县革命烈士陵园。

解放前全县没有1所医院，仅有少数个体医生开业的诊疗所。1981年全县有医院43所，

其中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各1所，农村中，t,,-Ptt院8所，公社卫生院33所，另有溱湖医院

(即县麻风医院)、复员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救护站、药品检验

所、医疗器械修配所，卫生进修学校等卫生医疗机构各1所。全县拥有病床1699张，医务人

员1897人，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 泰‘ 县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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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镇概况

姜堰镇为泰县县城，位于泰县中东部，为姜堰公社环抱。

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式姜堰乡土志》载。 “姜堰市者姜堰镇之改称也，古名三

水，以江，淮、湖水皆会集于此故名之，其水由西来至湾子口，一向东，一名北，相触回旋

为罗纹而成塘，故古又名罗塘。力据崇祯《泰州志》载。 “姜堰，州治东四十五里天目山

前，潴运河水北至西溪通运盐以达上河，嘉祜二年(公元1057年)守王纯臣移堰近南宋庄

侧，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大水移于罗塘港近运河口。黟又据传，北宋徽宗年间，大水为

患，姜姓人氏率众筑堤堰御水，以此得名“姜堰’’。

姜堰镇老街区以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为主干，略呈“十"字形；新街区逐

渐向西发展，新辟的人民路纵贯西部，罗塘路向西直抵中干河，近年拓宽的通扬东，西路又

于镇北部形成主干。全镇面积约2．6平方公里。

姜堰镇现辖17个居委会，4个农业大队，27个生产队，162条路、街、巷(居民区)，

11个自然村，总住户1．5万户，4．6万人。其中除17人为回、满族外，余均为汉族。

1940年9月13日新四军歼灭盘踞姜堰的顽敌后，陈毅同志驻镇上达半月之久，开展了重

要的革命活动，著名的姜堰军民代表大会即在曲江酒楼举行。巩固了姜堰地区的抗日统一战

线，为黄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2月，姜堰镇获短暂解放。1945年8月底，抗日战

争胜利后，姜堰镇第三次获解放，并建立了民主政权。1946年7月底，我党执行战略转移时

撤离，直至1948年12月25日姜堰镇最终获得解放，建立了姜堰区及姜堰镇人民政府，

1955年10月成立姜堰镇人民委员会，1958年9月公社化后，两泰(泰州市，泰县)合并，姜

堰镇并入姜堰人民公社，隶属泰州县领导’1962年1月两泰分治，自姜堰公社分出，复成立

姜堰镇人民委员会，隶属泰县人民委员会领导，1968年建立姜堰镇革命委员会；1981年5月

成立姜堰镇人民政府。镇政府位于人民路东侧。

抗日战争胜利后，姜堰镇一度为泰县县委和泰县民主政府所在地。1948年底姜堰解放后

一度为泰州行政区专员公署所在地。现中共泰县委员会，泰县人大常委会及泰县人民政府等

党、政机构均设在太平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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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堰镇在解放前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粮食集散地，索有“金姜堰黟之称。苏北里下河各

地的粮棉等市价均随姜堰的行情而沉浮，称为“姜市"。但是工业极为薄弱，经济呈畸形发

展。解放前姜堰仅有三家私营工厂，三百余工人。解放后，经济得到全面发展，至1981年底

巳建立了机械、建材、仪表、电机、化工、橡胶、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工业，县、镇办

工业计72个，职工约1．7万人，年产值11100万元。

郊区农业以种植蔬菜为主，现有总耕地980亩，其中集体耕地940亩，1981年生产蔬菜

4000万斤，农业总产值46．8万元。

姜堰镇的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飞跃发展。1949年镇上仅有设3个初中班的中学1

所，小学6所，在校中，小学生约2700人。至1981年底已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1所，

小学8所，中、小学教职215540人，在校中、小学生92 10人。姜堰中学是省重点中学之

一。镇上建有电影院、剧场、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文化娱乐设施。座落在镇东北部的

。泰县革命烈士陵园”是革命纪念地，园内绿树映掩、繁花似锦。解放前，镇上仅有私人开业

的诊疗所4个，从业人员约50人。1981年底已有全民所有制的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复员

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各1所，集体所有制的镇办医院1所，共计有医护人员约500人，病床480

张，医疗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 水陆交通方便，尤以陆路交通为最。江海(通扬)公路横贯镇中北部，姜八公路自镇西

部向南延伸。每天有长途客车通往南通、扬州、无锡、常州、南京、上海、徐州等地’与县

内26个公社、镇及泰州市有公共汽车相通。通扬运河由西向东流经镇东、南部，西姜黄河自

东南流至镇南部与通扬运河相汇，姜溱河与新通扬运河在镇北部交叉，中干河纵贯镇西。每

天有客轮通往溱潼、兴泰、俞垛、兴化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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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县 泰县Tai Xian

镇 姜堰镇 Jianflyan zh色n

人民路

通扬东路

通扬西路

太平路

Ranmin Ln

Tongyan9 Donglfi

Tonflyanfl X11讧‘

TAipin9 Ld

花园路Huayuan Ln

西桥南街XiqiAo Nanjie

南大街

东大街

西大街

北大街

罗塘路

Nan DAjie

Don9 Dajie

Xi Dajie

B6i Dhjie

Lu6tang Ln

陵园路Lin9Yuan Lfl

东进路Dongjin Ld

河东街 Hedonfl Jia

河西街 HexI Jie

西野行XiyahAn9

东场南村Dongch磊n9nancfin

东场北村 D6ngch磊ngb色icnn

官巷 GuAn Xian9

勤俭巷 Qinji 2in Xian9

万和巷 Wanha Xian9

西小桥XixiAoqiao

工农村 GonflnOnfcfm

西桥口XiqiAok6u

车乐巷 Fengle Xianfl

南唐属泰州(取通泰之意)，民罔废泰州置泰

县，194．9年分设泰州市、泰县。泰县县政府迁

姜堰镇。后几经合分，遂成现状。

据传宋徵宗时，姜姓率众筑堰防洪，得各姜

堰。古有三水、罗塘之称。也有错写成姜埝镇。

镇政府驻人民路。

南起新西桥，北至通扬西路。

以北大街分界，新拓通扬公路之东段，故名。

以北大街分界，新拓通扬公路之西段，故名。

因附近旧有太平庵，故名。位东板桥河南。i曾

用名红旗路。为县政府驻地。

通花园村，故名。东起西桥南街，西止姜八公

路。

位西板桥河南，故名。曾用名立新街，西桥河

南街。 V．

位坝口之南，故名。曾用名向阳路。 V

位坝口之东，故名。曾用名中大街、卫东街’￡

东风街。 v

位坝口之西，故名。曾用名人民路。 V

位坝口之北，故名。曾用名新北路。 、

以姜堰古称罗塘命名。东接西大街，西止巾干

河。 V

位烈士陵园东侧，故名。曾用名板桥河北巷。

因通过东进桥，故名。 t

位姜溱河东，故名。 。

位姜溱河西，故名。 v

该西郊旧有粮行，故名。曾用名跃进村。 u

为旧东灰场之南部，故名。曾用名丰收村。

为旧东灰场之北部，故名。曾用名丰收村。蔫

旧因巷内出过官人，故名。曾用名民主巷。

曾用名烂鼻孔巷。 他

巷内旧有万和染坊，故名。曾用名勤俭巷。龟

以街西有一小桥，故名。

工农群众集居处，故名。曾用名土坊街。 ，，

位西板桥畔，故名。曾用名西桥街，五四路。

巷内旧有丰乐客栈，故名。曾用名丰乐栈，红

光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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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巷 仁太巷

矿 五四路

RentM XiAng

Wtasi Ld

巷内旧有仁太缸行，故名。曾用名支农巷。

姜中学生常经此出入学校，故名。曾用名南后

街。

陈公祠巷 Chengongci XiAnfl巷内旧有陈公祠，故名。曾用名前进巷。

大王庙巷Dawangmiao Xiang巷内旧有大王庙，故名。曾用名邰家巷，红卫

巷。

南后街

石头场

广茂巷

六角池

西圣巷

务生巷

牛神庙巷

南园东巷

南园西巷

南园路

健康路

东涵子

上河边

姚义兴巷

后河边

互助巷

陵园东巷

喜庆巷

， 新安巷

Jr 马家巷

，． 东堂巷

扩 丁家巷

∥ 南山巷

矿 北山巷

——8—·

Nan H6ujie

Shit6uchlln9

Guan9mao XiAn9

Linjiaochi

位南大街西侧，故名。曾用名五四路。

清代，曾在此用石头铺一场地，故名。曾用名

红卫巷。

巷内旧有广茂号米店，故名。曾用名广茂号，

人民巷。

旧因该处有六角形池塘，故名。曾用名人民

巷。

Xishen9 Xiang 巷内旧有西圣庄，故名。曾用名建国巷。

Wfi sh6ng Xiang 巷内旧有务生米行，故名。曾用名文革巷。

Niftshenmiao XiAng巷内旧有牛神庙，故名。曾用名保卫巷。

Nanyuan Dongxiang为通往南园之东巷，故名。曾用名联盟巷。

NAnyuan Xixiang 为通往南园之西巷，故名。曾用名联盟巷。

NanyuAn Lfl 直达南园，故名。

JiAnkAn9 Ln 因通往人民医院，故名。曾用名西安里。

Donghanzi 该旧涵洞位姜堰东部，故名。曾用名东风街。

ShAnghebian 位上河(通扬运河)畔，故名。

Yaoytxin9 Xian9 姚义兴曾在此开香店，故名。曾用名东风街。

HOuhebian 位东大街北侧(后方)之河畔，故名。

Hflzht&Xian9 曾用名小船帮巷。

Lingyu直nD6ngxiang位烈士陵园东南，故名。

Xtqtnfl Xian9 解放初，以欢庆解放之意命名。曾用名五姓

巷、建设巷。

Xin’An Xian9 巷内旧有新安会馆，故名。曾用名新安会馆

巷、团结巷。

MAjia Xiang

Dongtang Xian9

Dinfjia Xian9

Nanshan XiAn9

：

Beishan XiAnfl

旧因巷内养马，故名。曾用名胜利巷。

巷口旧有东堂浴室，故名。曾用名刘家巷，清

洁巷。

巷内1日有丁氏祠堂，故名。曾用名兴无巷。”．

巷口正对天目山，故名山巷，南段称南山巷。

曾用名庙巷、永红巷。 ．-

山巷之北段，称北山巷。曾用名庙巷，永红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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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新华巷

东后街

东场巷

解放巷

京江巷

长兴巷

皮坊巷

浆水巷

北后街

刘家桥

沈园巷

白玉池

巷

巷

Xinhua Xiang

Don9 HOujie

Dongchang XiAng

Ji邑fang XiAng

Jinfljianfl XiAnfl

Chanflxinfl Xiang

Plfang Xiang

Jianoshul Xiang

BOi Houjie

Liojiaqiao XiAng

Shonyuan Xiang

Baiyftchi Xiang

巷口有新华书店，故名。’：●用名王家大门。

位东大街北侧，故名。曾用名中后街、八一

街。

旧为庙会场地，因位于东岳庙之东，故名。曾

用名文化巷。

曾用名民国春巷。

巷内旧有京江公馆，故名。曾用名张四房巷、

人武巷。

旧因郑长兴曾居此巷，故名。曾用名利民巷。

巷内旧有皮坊，故名。，曾用名革新巷。

旧因巷内豆腐店常有浆水外流，故名。曾用名

安全巷。

位北大街东侧，故名。曾用名永革街。

位旧刘家桥畔，故名。曾用名灭资巷。

沈姓曾居此建花园，故名。曾用名爱武巷。t

巷口旧有白玉池浴室，故名。曾用名堂、·太

平巷、改革巷。 。，

镜箱巷 Jingxiang Xiang 巷内旧有镜箱作坊，故名。曾用名光辉巷。

井巷 Jtng XiAng 巷内有井，故名。 、

东岳庙巷DOngyu色miAo Xiang巷内旧有东岳庙，故名。曾用名六一巷。

石老虎场 Shil／ioht＆chting 以传说该地旧有“十老虎”谐音得名。曾用名

先锋巷。 ，．

福利巷 Fdli Xiang

义庄巷

西卫生巷

中卫生巷

东卫生巷

同善桥

陆家园

中陈巷

，
东河边

，’青年路

Ylzhuang XiAng

X1weisheng Xiang

ZhOngw色isheng．

Xiang

D6ngweish邑ng

XiAng

TOng shAnqiao

Lfljiayu An

Zhongch色n Xian fl

Dongh色bian

QingniAn Ln

巷内曾办有福利工厂，故名。曾用名于六猴

巷。 ．。

巷内旧有义庄，故名。曾用名光明巷。

原名西臭水沟，后反其义命名。 。

原名中臭水沟，后反其义命名。曾用名小押店

巷。 ”，

原名东臭水沟，后反其义命名。 t，

此地旧有同善桥，故名。曾用名灰场巷、五一

巷。

此处旧为陆姓之园地，故名。曾用名勤劳巷．

旧为中陈家埭，故名。曾分段称青年巷和光明

村。

路东侧有河，故名j

姜堰二中学生常经此出入学校，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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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东汪

新建巷

香店巷

痘神殿巷

百寿巷

南詹家汪

北詹家汪

银行巷

西河边

东石家舍

西石家舍

三石巷

Dongwang 该处旧有东汪，故名。曾用名丁家汪。

Xinjian Xiang 因新建住宅成巷，故名。

XiangdiAn Xiang 巷内旧有三j{香店，故名。曾用名防修巷。

Doush色ndian Xi直n9巷内IH有痘神殿，故名。曾用名要武巷。
“

BAi sh6u Xian9

Nanzhanjiawan9

Beizhanjiawang

Yinhang XiAnfl

Xih色bian

Dongshijia she

Xi shijiashe

Sanshi XiAn9

巷内ff=1有百岁老人，故名。曾用名痘神殿巷、

广福桥巷。
”

位詹家汪东南侧，故名。曾用名新建巷。

位詹家汪东北侧，故名。曾用名朝阳巷。

银行位于巷口，故名。

路西侧有河，故名。
”

曾用名东新村。 ’

曾用名西新村。

因旧有广福桥，桥下有三块基石，故名。曾用

名广福桥巷，革命巷。 +?

曹四房前巷 CaosifAn9 Qianxiang位于旧曹氏住宅之南，故名。曾用名反修巷。

曹四房后巷CAosifan9 HOuxiAn9位于旧曹氏住宅之北，故名。曾用名立新巷。

草河南巷 Caohe NAnxiAn9 为旧草河畔之南巷，故名。曾用名苗家巷、曙

光巷。 一·

草河北巷

吴家村

石头街

沈家桥

迎宾路

迎宾东巷

迎宾西巷

荷花村

马家舍

裕储巷

南河边

磨子桥

红星巷

新桥巷

胜利场

五星巷

邰家垛

涵子头

大鱼池

一]O—

Caohe B6ixiAn9

Wfljiacfln

Shit6u Jie

ShenjiaqiAo

Yingbin Lfi

Yingbin DongxiAn9

Yingbin XixiAng

Hehu Acfin

Majiash宅

Yflchfi Xiang

Nanhebian

M6ziqiao

H6ngxin9 XiAng

XinqiAo XiAn9

Shenglichan9

Wfixin9 XiAng

Taijiaduo

HanzitOu、

DAyfichi

为旧草河畔之北巷，故名。曾用名火炬巷。

曾用名吴家缺，星火巷。

路面用石头铺成，故名。

曾用名翻身桥。

位于县二招门前，故名。 。

位迎宾路东侧，故名。

位迎宾路西侧，故名。
‘

‘

该处旧有荷花池，故名。曾用名爱武村。 、

曾用名爱武村。 ?

巷内旧有裕储栈房，故名。曾用名劳武巷。

路南侧有河，故名。 =

旧以磨子作桥，故名。曾用名工联新村。

瑚用名德大巷。
‘

此巷通新桥，故名。

曾用名星五巷、翻身巷。

该处旧有一涵洞，故名。曾用名永革街。

该处有一大鱼池，故名。曾用名新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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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永福街 Y6I"19ffi Jie 以该处旧有永聚栈房和福兴厂各取首字命名。

曾用名工农街，再兴庄。

／t 益民路 Yimin Ln 因经过益民生产队，故名。

∥ 中干河东路Zh6ngganh6 Donglfl位中干河东侧河畔，故名。

区片 坝口 BAk6u 为上下河之间的堤坝旧址，故名。曾用名文革

场。

居民区南郊新村 Nanjiao Xincfm 位姜堰南郊，故名。

∥ 西桥新村XiqiAo Xincfin。 位西桥居委会境内，故名。

矿 周家舍 Zh6ujiashe

矿 花园村Hu磊yuAn COn 该处旧有花园，故名。曾用名花园头。 ‘：

∥． 梁山村Li{in9 shAn CQn 该处四周环水，戏称小梁山，故名。曾用名尼

姑塔，红卫村。 i

， 五星村 Wfixinfl Can 、

∥ 赵家舍 Zhaojia she
’

∥ 盐库新村 Yankd Xincfin 境内有盐库，故名。 、

／t 西郊新村xijiao xincfln 位于镇西郊，故名。 t’

扩 老庄新村L直ozhuang Xincfin该新村紧邻老家庄，故名。 ’

∥ 罗塘南村LuOtAng NAncfill 位罗塘路南侧，故名。

tt 罗塘北村Lu6t磊ng B色icftn 位罗塘路北侧，故名。

∥ 五家庄 Wfijia Zhua ng 位姜堰公社五家庄附近。

∥ 工人新村 Gongren Xincfin 为新建工人住宅区，故名。位罗塘影剧院之北。

矿 鼓庄 Gn Zhuan9 传说古时曾在此击鼓指挥战斗，故名。曾用名

古庄、红星村。

，， 桃园村T直oyuAn Cfil"1 曾用名韩家舍。 ．

∥ 府东衬 Ffidon9 Call 位县政府东侧，故名。

扩 府西村 Ffixi Cfln 位县政府西侧，故名。

∥ 东安里DOng’An Li 曾用名红旗村。

∥ 太平庄Taiping Zhuan9 境内旧有太平庵，故名。曾用名东安里，跃进

巷。

∥ 东郊新村DO ngjiao Xincfln 位于镇东郊，故名。 、

∥ 沿河东村， YAnhe DOngcftn 曾用名沿河对。

∥ ‘沿河西村 YAnh6 Xicfln 曾用名沿河村。

。
∥ 陵园东村Lingyu{in DOnflcfln位烈士陵园之东北，故名。

’。

矿 陵园西村LingyuAn Xicfln 位烈士陵园之西北，故名。

扩 高家园 Gaojiayuan 曾用名郁家园、生产园。

∥ 王家舍 Wangjiashe 曾用名先烈村。

扩 萃丰新村 Cuifen9 Xincfin 该处旧有萃丰栈房，故名。

姜堰镇 一1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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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沟东村 Ch丘nggOu DOngcan位水沟东侧，故名。

长沟西村 Changgou Xicfin 位水沟西侧，故名。

罗家场LuOjiachang 旧为挑箩工人歇息处，谐音得名。曾用名益民

村。

粮东新村。LiAngdOng Xincfin位粮机厂之东，故名。曾用名一厂东庙。

坛口新村Tank6u XiI'ICQn 地形似坛口，故名。

西园村XiyuAn Can 旧为西园田，故名。

迎宾村 Yingbin Can 位县一招，二招之间的迎宾桥畔，故名。

北园新村 Beiyuan Xincfin 旧为北园田，故名。

沈家舍 Sh6njia she

光明新村 Ouanflmin9 Xincfin位通扬西路北侧光明生产队境内，故名。

胜利村 Shen91i cnn 曾用名雷家舍。

蒋埭路 Ji磊ngdai Ln 经过蒋家埭，故名。曾用名反帝街。

曙光新村 Shfiguan9 Xincfin 曾用名陈家舍。

劳动新村Laodon9 Xincfin 曾用名太和巷、丁家舍。

杨家坝 Yangjiaba 曾用名爱国新村。

交通新村 Jiaot6ng Xincfin 为航运局职工住宅区，故名。曾用名秦家池。

千河西村 Ganhe Xicfill 位中干河西侧，故名。

工联大队 G6nglian Dadui 取“工农联盟”之意。驻蒋家埭。

蒋家埭 Jiangjiadai

裕家舍 Ynjia she 邻近旧裕储栈房，故名。

大桥口Daqiaok6u

丁家舍Dillgjiash色

彭垛大队 P色n9du6 Dadui 旧属彭垛乡，故名。驻东场南村。曾用各立新

大队。

西园大队XiyuAn DAdul 地处西园田，故名。驻东石家舍。曾用名红卫

大队。

公园大队 G6ngyuan Dadul 邻近烈士陵园，故名。驻金家舍。

金家舍 Jinjiash6

兴旺庄 xingw矗ngzhuang’ 旧因王老旺在此开油坊兴旺t故名。曾用名东

河、东风街。

夏家舍Xiajiash色

许家舍 ．Xfijiashe
。

赵家舍 Zhaojia she

李家舍Lijia she 、

时家舍 Shijia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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