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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县志记载，早在三国东吴孙休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建宁

就开始有了县一级的行政建制，并被命名为绥安县。一千七百多年以

来，建宁的地名几经变革，存在着异地同名、一地多名、一名多写、

用字不当、含义不清，以及地图标名与实际地名不相符合等问题。

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遵照国务院(1 979]305号文

件和根据全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对全县地名进行了一次全

面的普查。’在工作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听取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

的许多意见，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混乱错写的地名恢

复过来，把需要更正的地名更正过来了，把有必要调整的地名作了适

当的调整，把无名的作了命名。在地名普查中和对地名加以标准化、

规范化的过程中，我们掌握了三条原则：实在不宜于使用的地名，予

以更改或调整；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不改；广大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决

不轻易更动。并由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通过

了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关于更改部分地名的报告，并颁告全县实行。

编制这本《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意味着

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将由此结束。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

的地名，凡与本《地名录》不·致的，应一律以此为准。今后凡需要

更改地名的，须报经县人民政府审批。

建宁县地名办公室

_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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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宁 县 概 况

建宁，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革命斗争

的史绩。据考证：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烟群居，现在里心、溪口、城

关公社一带，就是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据载：这里在夏商时期隶属扬

州，周朝归属七闽地，春秋战国改属越国、秦属闽中郡，汉隶会稽。

三国归吴，为建安郡所辖，孙休永安三年(公元二六O年)置绥安县(即

今建宁、泰宁、宁化)。晋朝改属江州(即今九江)。东晋安帝义熙

元年(公元四。五年)因避帝讳，改绥安县为绥城县。县址设今建宁

城西南三里处(即今高沙洲一带)。齐、梁、陈、隋分别属江州、闽

州、抚州管辖。唐朝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将绥城县分设归

化、黄连二镇，黄连镇即建宁)。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年)

邑人陈岩(武将)表为义宁军，封为观察使，镇守归化、黄连二镇，

归属建州。南唐保大四年(公元九四六年)改黄连镇为永安镇(场)。

中兴元年(公元九五八年)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建宁含义即建州和义

宁军合称，并有“永安一为“宁一的意语。建宁县至今已有一千。二

十三年历史。宋、元、明、‘清建宁均属福建省邵武府(路、军)管

辖。民国初期废邵武府，设北路观察使驻延平，建宁为其所辖十七县

之一，民国三年，改北路观察使为建安道，建宁属之。一九四九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宁县于一九五。年二月十一日正式解放，十三

日成立建宁县人民政府，隶属福建省南平专区，至一九七。年夏划归

三明地区管辖。



志载： “入闽有三道，建宁为险道"。地处闽赣两省交界，地形

险峻，是战略要地。历史上黄巢、邓茂七农民起义军，太平军都在这里

留下战斗营寨的1日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

中心根据地之一。一九三一年五月廿九日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中国

工农红军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

势，长驱直入建宁。在万安桥一举歼灭了国民党五十六师刘和鼎的部

队，取得了第二次反Ⅳ围剿一最后一仗的胜利。六月二日在南门操场

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同时

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成立了建宁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

基层组织。七月，在建宁制定了口千里回师”粉碎蒋介石第三次甜围

剿"的战略决策。一九三二年底，在江西省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国

共产党建宁中心县委和建宁县苏维埃政府。同时还建立了城市、铺

前、枧头、里心、升东(黄埠)、客坊、均口、澜溪、安寅、溪口，

(溪源)十个区和七十二个乡苏维埃政府。由于建(宁)黎(川)泰(宁)

苏区的扩大，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四十次常会决

议，闽赣苏区，地方广大，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占重要地位，以三片

苏区划为闽赣省，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十月黎川失守，迁驻建宁县。

十二月十一日在大成殿召开了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

赣省苏维埃政府。建宁成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一九三四年在第五

次反“围剿”中，我工农红军和建宁人民为保卫苏区在邱家隘、将军

殿、驻马寨、西山崃与蒋介石的“围剿”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

战。因此，建宁人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着光荣

的革命斗争传统。

建宁在福建的西北部，位于东经1 1 60 30’一l 1 70047，北纬26。30，



一27。06 7之间，总面积为一千七百一十平方公里。东接泰宁，南临明

溪、宁化，西北与江西省广昌、南丰，黎川毗邻。县人民政府设在滩

城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县辖一个镇，五个居民委员

会。八个公社，九十个大队。农、林、良种、水产养殖场各一。全县有

一千一百五十四个自然村。划分为九百五十四个生产队。二万二千八

百四十九户，有十二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其中农业户18709户，农业

人口106449人)。均为汉族。以建宁方言为主，次以闽南，江西、福

州。浙江等地方言。 ，

全县地理概貌。东北、西北、西南属于武夷山脉中段。东南以金

铙山为屏障。县境四周，高峰叠嶂耸立、境内丘陵起伏延绵，边陲关

隘居多，武夷山脉延伸，环抱东北西北部。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有天

台山、双门石、黄峰岩、风门碣、酒头峰、打鼓寨。最高的黄峰岩海

拔一千六百九十二米。东南以金铙山为主脉，自北向南。志载：山有

八十四峰，周回三百余里。是建、泰两县的界山。主峰白石顶海拔一

千八百五十八米，支脉有笠帽山、．宝峰山、小华山，风山蝽、 王家

山、燕子咀、九县石、金岗炼、高畲咀等千米以上的高峰。山脉东高西

低、地势西、北、南向东倾斜。边界共有三十一个关隘，其中主要的有

叶竹隘、百丈隘、邱家隘、甘家隘、船顶隘、茱萸隘、邱坊隘都是沟

通闽赣两省的重要隘口。山涧小溪流网布全境，由于林木苍翠，植被

密茂，水土保持较好，河水含沙量少。宁溪、都溪(下游为澜溪)，

里沙溪、富田溪、开山溪、黄坊溪六条水系汇集于濉溪主河，环绕濉

城，东出大源，注入泰宁金溪。楚溪发源于桐荣、都团、大岭，汇集

于溪源，。经蒋坊、楚尾，独自流入泰宁县大田公社。

建宁地属闽西北商寒山区，气候很不稳定，冷热变化异常。尤其



在冬春季节，常有“一日南风三日雪一的突变。’是福建降雪最多的地

方，最高年连续降雪十九天。特别在海拔六百米以上的山区，每逢冬

春之交，经常冰雪封山，寒气袭人。有时连山间盆地也覆盖大雪。年

平均气温为1 6．8℃，最高气温(七月)为39．9℃，最低气温为零下

9．6℃。无霜期最高年为340天，最低年为234天，正常年一般在280天

左右。年雨量为1822毫米。全县土壤分布为七条水系主溪两岸形成的

冲积平洋田，土地肥沃，水利阳光和机耕条件较好。约占总耕地面积

40％；山垄排头田，土质浅瘦田块小，高山水冷日照短。约占耕地总

面积60％。还有部分深脚冷、烂、锈水田。从海拔高度三百米以下的

占耕地面积1．08％；三百至五百米的占75％；五百至八百米的占

22．42％；八百米以上的占1．5％。主要自然灾害是。三寒”一一倒春

寒、五月寒和秋寒，对双季稻生长不利。春寒造成烂种死苗，梅雨造

成坐苗不长，秋寒造成不孕不穗。还有少量旱、涝灾害。

建宁在历史上被称为穷山僻野，交通闭塞。在旧社会是经济萧

条，民不聊生。解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人民当家作主，艰苦创业。在贫穷落后，单一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改

革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成为以农为主，

林、牧、副、渔、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经济。农业是全县的

经济命脉。二十三万一千亩耕地，其中二十二万亩种植水稻。解放后

大力推行耕作技术改革、开展科学种田，采取各种增产措施，粮食产量

逐渐增长，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达一亿七千。七十四万斤，比解放初

增长五倍多。同时积极发展大豆、甘茹、黄麻、油菜、油茶、茶叶、药

材、水果等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产建莲和传统的稻

田养鱼，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靠西门伏莲弦，子粒饱满，色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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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味道鲜美，富有营养、滋补、药用功效，历史上作为“进贡”珍品，一

向驰名中外。一九七九年农业总产值为三千。二十万元。农业纯收入

二千四百二十二万元，农户人平均纯收入一百三十三元。

林业生产占有重要位置。’东北部的溪源、黄坊是重点林区，城

关、溪口、均口、伊家次之。山林总面积201万亩，历年造林实有面积

41万亩。森林覆盖率占59．30h，木材蓄积量1022万立方米。。主要是松

木，次以杉木和杂木。毛竹1440万根。林副产品有油桐、油茶、棕

稆、板栗、乌桕子、松脂、香菇、笋干等。溪源公社的明笋有一千多

年历史，素有“闽笋之乡一的称号。品种有秀胡、秀尖、秀片等项。

秀胡又名玉兰片，质佳味美，畅销国内外。金铙山麓的红花油茶是国

内稀有的品种，初步查明有近千亩面积，年产茶子万余斤，现列为县

重点保护和发展的基地。畜牧业主要是猪牛、家禽、饲养羊和长毛兔

以及其他养殖业正在日益发展中。

地方工业和交通事业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解放初有一台

小型碾米机的私营作坊和一个手工造船厂一，就是建宁唯一的工

业底子。从五十年代初开始，逐步发展印刷、发电、酿酒、机修、造

纸、森工、松香、电机、建筑、粮食加工、电石、陶瓷等地方工业生

产。手工业有竹、木、铁器、雨伞、缝纫、小五金等行业。现有八十

个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二十一个、集体所有制五十九个)，一九七九

年工业总产值为一千三百九十三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31．6％。城乡商

业购销两旺，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为2214万元。建宁水力资源丰富，有

利于发展山区小型水电站。全县共有中小型电站七十六处，总装机容

量为五千四百三十九磁。解决山区农副产品加工和促进社队企业的发

展。一九七九年社队企业总收入六百零二万元。公路交通发展迅速。



昔日交通闭塞的建宁山区，如今公路四通八达。连接闽赣两省四县，

境内八个公社直通客班车，有八十个大队已通公路或简易公路。现有

民用汽车八十辆，大型拖拉机七十三台，手扶拖拉机八百五十三台。

近十几年来修建了三滩、黄坊、里心，溪口、均口、斗埕等重点公路

石拱桥。结束了历史上羊肠小道肩挑运输行路难的困境。从而促进了

山区城乡经济发展和物资交流。

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相应发展较快。县有

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影剧院、越剧团、广播、电视转播站。

各公社建有文化站、有线广播和农村电影放映队。活跃了城乡人民的

文化生活。教育事业在原有一所初级中学和几所小学的基础上，发展

到现在高中三所，初中九所，在校中学生四千七百八十九人，教师一

百九十八人。城乡公民办小学三百六十二所，学生二万一千一百多

人，教师九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办教师586人)，还有县办教师进修学

校。卫生事业，县有医院，防疫站，皮肤病防治院，公社(镇)卫生院

九所，县社两级医院共设床位四百六十四张，医护人员三百四十四

人。农村各大队办了合作医疗站，有赤脚医生二百二十七人。改交了

几千年来，山区人民文化贫乏、教育落后、缺医少药、疫病流行的旧

貌。 ，．

建宁人民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

建设中又写下了历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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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名称(附社、镇概况、地名图) ．



濉 城 镇 概 况

濉城是建宁县城关镇之简称，是古绥城县地名的沿用。是由濉城、

溪口、水南、河东、黄舟坊五个地方组成，与溪口、城关两公社山水相

连。

+滩城镇一千多年来都是本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宋度宗

成淳二年(公元1266年)，开始建筑城墙，以后几经修建、扩建，到

一九三一年五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哆后拆除，还是保持濉城建制；

滩城镇最早是搿黄连镇一，后改永安场，南唐中兴三年升为建宁县，

城就称濉城镇(因城为溪名，溪为城名， 搿濉一与崩绥斗同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驻

地，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实践的地

方，也是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濉城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

红色山城。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了城市区苏维埃政府，直至一九三四

年五月失守，国民党统治时期改为濉安乡(镇)，解放后为第一区人民

政府所辖的城关镇，一九六一年改为公社一级行政机构。一九七O年

并入城关公社，一九七六年元月恢复城关镇建制，下辖新生、复兴，

民主、‘河东、溪口五个居委会，分为六十六个居民小组，共有三千三

百九十户，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七人。

自唐代县城迁新址以来，虽然有很大变化和发展，建起一座古老

山城，但是濉城也是旧中国的缩影，连连兵荒马乱，豪强争夺，几次农

民起义占领县城，终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镇压；民国中期以兵匪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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