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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三O五号文件和国务

院、中央军委一九八三年一五六号文件及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材地名普

查若干规定一精神为指导，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陆地、海域两大部分地

名普查，内业资料整理。本地名录是我县地名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

地名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

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大事，是一项政治性，政策

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o

我县地名普查从一九八。年十月开展，在各级领导支持下，组成专

业人员、部队、群众三结合的队伍，以1：5万地形图、海图为基础依

据，中国航海指南、中国岛屿概况、中国港址概况、福建省海区推荐航

法为参考资料，按照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为处理原

则，对全县每条地名逐一进行调查核对，系统慎重地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根据需要出发，新增了部分有方位意义的重要地名，为编纂本《地

名录》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地名基础资料。

《连江县地名录》内容共分五大类，收入地名2，583条。其中行政

区划，居民点名称1，174条；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289条；人工建筑物169

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52条；自然实体899条；编写文字概况近九十

多篇；绘制地名图2幅，同时插入部分照片。为便于地名的准确使用，

本《地名录》还编排了汉语拼音，政区地名还注明所在驻地，附录有各

乡，镇基本情况一览表，地名用字处理意见表，国务院关于地名管理条

例等资料，(凡所收集的各种数据为1983、1985年两个阶段，仅供参

考)，以利今后的地名沿用与管理o



《连江县地名录》的出版，将有助于保持我县的地名稳定性。将有

提高我县行政科学管理，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为

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探亲访友提供了可靠的地名信息。

本《地名录》是经过县人民政府批准编纂出版的，凡列入《地名

的地名资料，曾经省、市地名办公室校对验收， 资料已达到标准

规范化要求。今后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在使用地名时，一律按本

名录》为准，不得肆意命名、更名，如确需命名、 更名的应按法定

呈报，审批后予以公布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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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江县概况

连江县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东与东南濒临东海，西与西南和福州

郊区比邻，北与西北同罗源县接壤，东北临罗源湾，南隔闽江与琅岐岛

相望al介于东经一百一十九度十七分至一百二十度零一分，北纬二十六

度零七分至二十六度二十七分之间。东西长73．3公里，南北宽37．3公

里，总面积1，1 68平方公里。全县辖七个镇，十二个乡，254个村委会

(居委会)，人口542，441人，其中畲族一万二千人。通用福州话方言，

部分地区兼讲闽南话与畲族话。

连江旧称温麻。三国吴越时，连江是一个著名的船屯，称温麻船

屯，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设温麻县，属晋安郡。唐武德六年(公

元六二三年)由都督王义童析温麻东北地置长溪县(今霞浦县)，+并改

温麻为连江。因城域大江前横，盈盈如束，称名辨物宜在于斯故名连

江o

连江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尚有马祖列岛待统一)，属闽

侯专区管辖，一九五六年划属福安专区，一九五九年划回闯侯专区，一

九六一年划属福州市管辖，一九六三年又划福安专区管辖。一九七O年

福安专区迁宁德，改称宁德地区，连江仍属之。一九八三年七月划属福

州市管辖。
‘

·

连江地处闽江口北岸，属海滨丘陵地带，境内多山，江河遍布全境，

西与西北多山，东与东南为丘陵地，地势西北高，逐渐向东南倾斜，
‘

丘陵山地占总面积92％，平原谷地占总面积8％。海拔高度在六十至四百

米的山区有小沧、潘渡、蓼沿、丹阳、长龙等五个乡镇，最高山有缺鼻

山和鼓头山(海拔1，029米和1，01 6米)。平原主要分布在敖江下游两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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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敖江、浦口和罗源湾沿岸的马鼻，官坂及闽江口岸的瑁头等乡镇。平

原地带海拔多在十米以下。土壤在低山丘陵地带以红壤和黄壤为主，河

谷平原以顽泥田和砂园土为主，沿海局部地区为风积土、冲积土和盐渍

土，海滨多海塘土和砂园土。地下资源有泥煤、钾长石、耐火粘土和铁

等。

敖江亦称岱江，是本县主要河流，属闽东独立水系，发源于古田鹫

峰山脉，干流长一百二十四点八公里，流域面积二千五百三十三平方公

里，为常年流河。闽江由福州、马尾流经本县瑁头汇入台湾海峡。壶

江、川石、粗芦三岛及五虎、双龟岛屿为闽江口天然屏障，地势险要。

瑁头是本省重要的港口，宋淳秸二年诏水军千人置荻芦寨。--AA四年

中法战争，瑁头长门炮台弹中敌舰，击毙敌酋孤拔及士兵二十人，逼敌

仓惶逃窜，历史遗迹至今尚存。

连江素以。鱼米之乡”著称。县治东部临海，海岸线绵延曲折，长

348公里，多属岩岸。半岛、岛屿与海湾以黄岐半岛， 马祖列岛， 罗源

湾为最大；近海港湾、岛屿、礁石星罗棋布；天然港口有瑁头，筱埕、

黄岐、苔菜、可门等五处。闽江、敖江及其他大小河流输送多种微生物

入海，东引、马祖诸岛地处寒暖流交错点，为鱼、虾，蟹类觅食，产卵必

经之地，东引、．马祖横山为全国著名渔场，这一带海域为取之不尽的天

然鱼仓。我县人民祖祖辈辈利用自然条件，进行捕捞作业，积累了丰富的

生产经验。现在全县有十一个乡镇，一百四十个村委会，二十三万人从事

海上捕捞和养殖。海峡两岸渔民在海上作业，经常接触，相互交流，正是

宣传党的政策，促进祖国统一的前沿基地。

东部海域辽阔，近海滩涂面积有三十多万亩，利用养殖有三万一千二

百多亩。盛产缢蛏、花蛤、文蛤、泥蚶、牡蛎、鸟蜍、贻贝等贝类，年

产量达十五万九千多担，人工养殖紫菜、海带等藻类二万多亩，年产四十

三万多担。大黄鱼，带鱼等经济鱼类以及缢蛏，紫菜、海带、海蜇等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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