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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丽 蔷。

《阈清县地名录》现已正式编印出版了，，它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

要成果之一。
。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地名普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

关系到国家的四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

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我县此项工作从

_九八。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暂行规

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文件精神，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配合下，经过全

体参加地名普查人员共同努力，历时一年，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

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

我县在地名普查工作中，以国务院和上级有关文件为依据，对全

县地名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核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根据地名要

保持稳定的精神，把大部份地名确定下来，继续沿用。对一些需要命

名、更名、复名的持慎重态度，可改可不改的，尤其是人民群众用惯

了的地名，不去轻易更动；对需要更改的地名，通过与群众协商讨

论，予以更改；对一些有历史意义的地名，则予‘以恢复。同时将1：5

万地图上标错的地名更正过来。所有更改的地名，均严格按照审批权

限上报批准后公布施行。《闽清县地名录》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县地理

和社会经济状况，将为今后进行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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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有关各社、镇，场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以保证准确性，便于

交往。

这本地名录，除综述闽清县概况外，共分九个部分：1、各公社

(镇)概况与社．队、村地名；2、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3、国营

农、林场和县良种，种畜场以及公社级单位办的专业场概况和名称；

4、主要人工建筑名称；，5一主要河流概况、名称；6、千米以上山

峰名称；7、主要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8、照片选辑；I 9、7．

地名命名、更名有关资料一I’．’ √．-～√-：

今后各行业使用地名时，：应以《地名录》上记载的地名为准。j
： 一．i’j一 ．’‘：：：’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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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清县地处本省中部，位于东径1 8 8度3 0分一一l ci 9度

0 0分≯北纬：2 5度5 5分一一2 6度‘3 2分。东临闽侯j西，接尤

溪”南连永泰；；北与古田县交界。南北长6 7：．5公里，东西宽3 3．7

公里，．总面积j上4 6 6．5 7平方公里，一总户数5 2 3．4 3户，·人j口

2 4 2 2 9 7人，除畲族3 6户l 6 8人外，’均为汉族。划分1 5冷

公社，．■个．梅城镇，一个佳头农场，还有国营美菰和白云山两个林

场。全县有．2 6 4个大队，3 4 0 2个生产队．．方言属福州语系。县

人民政府驻地梅城，7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j

闽清简称。梅”，’古称“梅溪坪”．：相传宋代以前，县内一条最

大溪流绕城地段两岸遍植梅花树，故称“梅溪”，县城也叫： ?梅

城”√．史载； -梅溪在县治，前代多种梅花，故亦有梅溪坪之称一，

又说；．．j梅溪水流特别清澄，故又称“梅清一(或作梅青)。本省最

大河流闽江由西北斜贯境内，梅溪与闽江会合。1江水浊而溪水清一，

因名梅溪为“闽清水一，后遂以。闽清”为县名。

行政区划原隶属侯官县(今闽侯县)，唐贞观元年(公元6 2 7

年)，观察使王翔凑折侯官西乡地十里设梅溪场，至五代后梁乾化六

年(公元9 l 1年)，’王审知割据福州称闽王j始改场设县，属长乐

郡。后唐时改长乐郡为长乐府(公元9 3 4年)；后晋又改长乐府为东

都(公元9 4 2年)；后汉改东都为彰武军(公元9 4 7年)；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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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彰武军为福州府(公元9 6 0年)，宋景炎元年(公元l 2 7 7

年)又改福州府为福安府，元改福安府为福州路(公元l 2 7 9年)，

明改福州路为福州府(公元l 3 6 8年)；清立福建省，仍设福州府

(公元1 6 4 6年)，闽清均隶属之。民国元年(公元l 9 l 2年)，

福州府改为闽海道，不久闽海道撤销，闽清直属省政府管辖。民国

要十四年(公元l 9 4 5年)，省之下分设行政区署。闽清属福建省

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l 9 4 9年8月i 6日闽清解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闽清划属闽侯专署管辖， l 9 5 6年专署撤

销，改属南平专署， l 9 5 9年闽侯专署恢复，闽清再次划圜， l 9

7 1年闽侯专署撤销，闽清划莆田行政公署管辖。

县内地势四周高，向中部闽江谷地倾斜。闽江把全境分为南、北

两部分，江北约占全县的四分之一强。江南多丘陵，江北多山地。地

层多为中生代火山岩，山地、丘陵多黄土、红壤土，山垄多烂泥土．梅

溪谷地平原为冲积层．溪流两岸多砂土。全县平均海拔2 4 6米。最

高点为下祝须弥山，海拔l 3 7 S米，盆地以六都最大，素有g小小

闽清县，大大六都洋’之称，全县总面积折合2 l 6．9 8万亩，其

中农业耕地2 6 6 3 l 9亩(水田2 5 5 5 4 6亩，旱地l 0 7 7 3

亩)，林业用地l 6 3．4 6万亩，非林地2 9．8 9万亩(包括3 9

条大小溪流)，从比例看，山、水、田约为8：l：l，是个_八山

一水一份田帮县份。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季节寒暑悬殊颇大，早晚温度升降不

同，平原山区冷热各异，年平均气温l 9．7度．最冷月(一月)I o．1

度．最热月(七月)2 8．8度，绝对最低气温一9．7度，最高40．6

度。全年无霜期平原地区为2 5 3—3 4 l天。高山地区为．2 4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5 5天。年平均降雨量为I 4 0 0——1 8 0 0毫米，多集中于西

至六月。大于l 2度的有效积温平原地区为2 8 9 5．4度，高山地

区为1 8 3 2度。年平均风力1．7秒米r副台风时5至6级，下冰

雹局部地区阵风9至1 0级。

物产，农业以水稻为主，甘茹、小麦次之， l 9 8 0年全县粮食

总产量达2 l l 7 6．3 9万斤，坂东。塔庄．白中，梅溪亩产平均

超过千斤。经济作物花生、大豆、甘蔗、黄麻、白地瓜、油菜籽、茶

叶等。水果以橄榄著名，还有雪柑、李。无核柿，渡口柚等。五大名

果”。此外还有梨、桃、荔枝，龙眼。芭蕉等，尤其橄榄、，李果还

远销上海、香港等地。 I 9 7 9年又引种芦柑、蜜桔和华盛顿脐橙，

哈姆林。夏橙，血橙优良品种。果树面积l 8 4 9 8亩，茶叶面积

9 9 2 0亩。全县有林地面积l 3 t．9 3万亩，宜林荒山3 1．5 3

万亩，南部多针叶林，西北部多阔叶林^盛产松、杉、竹和各种杂

木，森林复盖率由解放初的4 7％提高到5 6％， l 9 8 0年木材蓄

积量2 0 0万立方米，除地方用材外，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原木2万立

方米。林副产品有油茶、油桐、棕片、乌臼、板栗等。溪河有少量淡

水鱼，一部份水库还放养有鲢、草和鲤鱼。，闽江闽清段产有淡水鳗和

毛蟹。
‘

地下矿藏已发现的有瓷土、锰铁、石英石、叶腊石、磷矿石、

钼、钨等，其中以瓷土蕴藏量最大。

地方工业已初具规模，根据1 9 8 0年统计，县工业局所属的有

铁合金、合成氨、二化、一瓷、二瓷、水力发电设备、造纸、印刷、耐火

材料、雨伞、矿山开采队、味精，以及酿酒厂等1 3个工厂。非工业

局所属的有水泥，水泥制品、翻胎、拖拉机修配、自来水，以及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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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站等l 3个厂、站。二轻系统所属的有纺织、鞋塑、7工具、陶器、

纸箱、服装，工艺等1 5个工厂。此外，还有地属闽清电瓷厂。农村

人民公社工业， 1 9 8 0年底全县有社办工厂7 0个，队办厂、场

5 6 9个。全县l 9 8 0年工业总产值达4 9 4 7．4 l万元，占工

农业总产值比重为5 0．6 6％。

传统手工业品，一是瓷器，．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闻名国内外，

宋代东桥义由就建窑烧瓷，，在清乾隆中，德化窑户又来本县十一都

(今池园公社)丽山头地方与'-3地群众合营瓷业，设窑十余个，．生产

日用粗瓷，，产品畅销省内外，数百年长兴不败。解放后，瓷业更有了

长足发展，全县包括地区，县、公社和一些大队联办的，比较现代化

的瓷厂已达8个，产品有日用瓷、电瓷、白瓷砖和马赛克，梯板砖

等，8 0年电瓷类产品达3 3 9 5吨，’日用瓷器1 5 3 7．万件。其中

县办的闽清一、二瓷厂生产的日用瓷器，远销东南亚、西欧、美洲、

非洲等地，8 0年出口达1 2 5 4．1 5万件。莆田地区闽清电瓷厂

和池园联合瓷厂出产的电瓷瓶畅销全国。白樟、，池园、白中和县耐火

材料厂生产的白瓷砖销售省内外。闽清传统手工业雨伞，久负盛名，．

前身徐宝陛伞厂；产品1 9 5 3年曾获全国甲等奖，7 9年以来积极

恢复名牌，花样创新，品种增加，产品畅销美、日等国，增加了国家

外汇收入。 ．

水利电力。闽清境内多崇山峻岭，水力资源丰富，境内有梅溪、．芝

溪、金沙溪、安仁溪、古田溪五大溪流可供开发利用，解放后大兴农田水

利建设，现有全县水利工程1 1 3 9处，其中蓄水一千万方的中型水

库一座，小(一)型5座，小(二)型2 7座，总蓄水量达3 1 41．4万

立方米，还有千亩以上灌渠1 7处，百亩以下7 1 4处，总灌溉面积

4



达1 9万多亩，其中旱涝保收田1 4．1 7万亩．农村小水电解放以

来有了很大发展。8 0年底有水电站2 3 l处，装机2 8 4台，容量

2．3万多千瓦，年发电量达4 8 0 0多万度，居全省第二位，仅次

于永春。同时有6 2个电站已联入闽北大电网。我县最大的三港溪三

级电站建于1 9 7 1年，装机8台，容量3 0 7 0千瓦，8 0年底全

县已有2 4 6个大队办了电站，社队办厂场都用电力加工生产，农村

9 0％农户照明有了电灯．

，闽清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南福铁路与闽江横贯县境中部，设有闽

清、安仁溪两个火车站和雄江、梅台、大安．溪口四个轮船停靠站．

I 9 7 6年全省最大的公路桥闽清大桥(长7 3 3．7米)建成通车。

全县公路四通八达。以梅城为中心，通车里程8 0年底达6 5 0．7

公里，其中我省福古瓯、闽永，闽尤三条公路干线跨境l 4 3 5公

里。 1 9 7 0年全县实现了社社通汽车， 1 9 7 9年有2 0 3个大队

通汽车，占总大队数的7 6．9％。全县具有民族形式石拱桥l l 1座，

长3 7 9 9米。各种类型运输车辆2 9 2辆，大型拖拉机1 0 5台，

手扶拖拉机8 7 0台。机动船、木帆船和轮驳船1 2 6艘。

解放后闽清教育事业发展很快， 1 9 4 9年全县只有初中4所，

小学1 0 7所，学生7 5 6 1人，教员3 6 0人。l 9 8 0年，全县

已有完全中学4所，初级中学1 0所，附设初中班1 7所，小学418

所，在学学生4 9 8 7 8人，教职员工2 8 7 4人(其中民办教师

1 0 6 5人)。另外还有幼儿园2 1 3个，在园幼儿7 7 5 8人，教

养员2 6 2人。县城有文化馆，电影院，闽剧一、二团，公社电影院

4个，电影放映队I 8个。医院除县办2所外，社社有卫生院，队队

有合作医疗站。此外，还有闽清精神病防治院和美菰林麻疯防治院．
S



计划生育抓得较好，人口自然增长率， 1 9 7 6年2 3．4‰，8 0

年下降到7．5 1‰．

本县历史文物古迹主要有：白云山石碑，为南宋赵均于淳右六年

(公元1 2 4 4年)六月御书所刻；县城台山石塔，始建于唐代，为

县令唐廷相于明嘉靖2 5年(公元l 5 4 6年)重建；城关文庙大成

殿，为清乾隆1 5年(公元I 7 5 0年)重建；梅溪坪石壁有宋代著

名学者朱熹题写。梅溪”两字。坂东湖峰建有闽清侨领、沙罗越诗巫

_新福州。开拓者黄乃裳纪念堂和陵墓。此外还有白岩山风景区，危

崖峭壁上有l 0 8处天然岩景，山上有古庙宇，每年夏秋游人不断，

县志载南宋朱熹游岩时曾书。八闽岳祖”四个大字，字迹今已模糊．



(一)

公社(镇)概况与社、队、村地名



梅城镇概况

梅城镇位于闽清县城，紧靠梅溪公社，是闽清县党，政机关所在

地，全县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全镇总面积l 4平方

公里，分为两个农业生产大队，一个居委会，有城关、北大、南大、西

半四条街，醴泉．安M-条巷，南门、北大、城j乾、西门等四条路。耕地

面积8 2 4亩，园地面积9 6 5亩，镇人民政府座落在城关大街中心。

梅城古时广种梅树，故有梅城之称。原是一个小城镇，人口不上

千人，房屋破旧，水田不上百亩，群众靠讨柴买米过日子。解放前有

一道顺口溜： “担柴当仙家，傍晚就洗脚，连下三日雨，米桶就跷

脚。”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多数群众都盖了新房，添置许

多高档商品，是个经济较富裕地区之一。

物产以果、蔬为主，果园面积超过水田面积。 1 9 8 0年粮食总

产达I 2 2．9 4万斤，亩产1 4 3 8斤，水果年产量达4 8 0 0担，

主要是橄榄、雪柑、梨，还有桃、李、龙眼、枇杷等，尤其橄榄、雪

柑等水果在省内外颇负盛名。近年来，街道办工业发展迅速，先后办

起建筑社、农机修配厂、建材场、抽纱厂、机械厂、乐器厂、笔杆

厂、水泥袋厂等，并开办了服务性行业，如招待所、旅社、饭店、

电机维修、缝纫i修配钟表、牙科、木器加工等， l 9 8 0年产值达

2 0 0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仅有一所小学，一所外国人办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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