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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县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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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地名是用语言文字表达地理实体的符号。地名的称说和书

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对于国防、外交、．经济建设以及群众日

常生活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地名普查，逐步
。

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一九八。年六月，我县在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指导下，

开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外业普查后，‘叉根据

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三O五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的精神，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于一九八一

i‘年底完成了全县地名普查的图，卡，文、表等项工作任务。从

。一九八二年开始，，又在完成地名普查的基础上0进行《红安县

。’地名志》的编写?因此，．今后各部门使用我县地名时，必须以

这次编写的地名为准。．：÷，? ：‘ “．、； ，

t ．，。在编写地名志的过程中，我们遵循“略古详今，侧重地

名一的原则。。地名志的内容计分l一，行政区划及自然村(镇)，

，二、革命纪念地与名胜古迹，三，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四，人工建筑物，五、自然地理实体。其中革命纪念地与名胜

． 古迹列在第二，是根据我昙为革命老苏区这一特点编排的。’’

1。现将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I：．；，。 !二j

’f． (一)本书除普查的各类地名四千七百四十五条全部汇集
‘

录用外，又增列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二十五条，总计收录各

美地名四千七百七十条。为使闽者了解各公社，自然镇、j大队

以及主要革命纪念地、企事业单位j，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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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情况，均附有概况或简况，各自然村的含义、地貌，均作
． 了扼要说明。 。．

、．
．，．

，

1

．：’(二)本书编排采用条目式。各类地名按地理位置从北到。

! 南，从西到东排列。其中l；公社与自然镇的排列，自然镇为公
’

． 。社驻地，该镇即紧列公社后，若自然镇非公社驻地，则紧列大 ，．

、

队后：夫队与自然村的排列，m．若自然村为大认驻地，，亦紧列大
‘

队后j大队驻地不在自然镇，也不在自然村的，其驻地为鼍新
’ 建蓼o， l：．_j j．’’’： ， 。．．：～!毋+1 。．’?：，i

I’

_ ’

(三)地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禾进行实测，不能作为
‘

‘|．

定界的依据。。、，。一，、 ，j i，： ，．∥’’7 ’

．

． ．．’、。‘四)图‘7文中所标示的山脉主峰高程，i为一九五六年黄
+

海高程系o。：、／一’ ：：}r^’<”。·?-i～．
7。‘

：

一 r。．、(五)地名的汉语拚音，。系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
7

测绘总局削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拚音字母拚写法》拚写。．!。。．。。 ，

‘

÷～．i<六)在地名标准化、刘范化处理中，对于定名时间较长，i ，

e被群众习用的少数地名，‘仍予保留，并加以说明。r、”：+‘。

(七)大队名称及隶属关系的变更情况，主要采用了三个

对期l一九六|一年恢复区社制；一九七五年撤区并社，、一九八
。+

一年为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亿对部份大队的更名。’f“ ，

’． ’(八)各公社，自然镇(村)及大从驻地的位置，本书均．

‘，有记载}各地方位及各地之问的距离，．均为地图土的方位和直
’

线距离。， 。，．一-j t?，：t。，?’j、÷’ ，：。。，j+矗一：o， ．

(九)本书所使用的各项数字，、÷全县及各公社的总户数、

总人口数，；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一‘．

教支而各自然村人口数均系概数：林业系一九七五年的山林普 。‘

查数(五大国营林场是一九八O年的统计数)，．其余各项均为
‘

，县统计局提供的一九八一年年报数字j ，．．<1，‘’，j：
’

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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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_⋯、⋯一⋯目⋯⋯：录⋯⋯⋯，f；j!
一 {f?+j⋯t-·一·o一⋯；。·c：⋯⋯．⋯．。一。j l。j，j’：

—：’行政区瓢自然村(镶)⋯．．．⋯”■：⋯””P_，．．．囊．℃+l≥
‘

：’“红安县概况⋯⋯⋯一⋯⋯⋯⋯⋯．．．⋯⋯⋯⋯⋯⋯⋯·0．‘7)

i。城关镇⋯⋯⋯⋯⋯⋯⋯⋯⋯⋯⋯⋯⋯⋯⋯⋯．．．⋯⋯j(19)
i 1天台林业公社⋯⋯⋯⋯⋯⋯⋯⋯⋯⋯⋯⋯⋯⋯⋯⋯j(31)

。‘，!‘七里坪公社⋯⋯⋯⋯⋯⋯⋯⋯⋯⋯⋯⋯⋯⋯⋯．．．．'．(41)

，!华河公社⋯⋯⋯⋯⋯⋯⋯⋯⋯⋯．．．⋯．．．⋯⋯⋯．．．-(99)

。：赵河公社⋯⋯⋯⋯⋯⋯⋯⋯⋯⋯⋯⋯⋯⋯⋯。n⋯(121)

、5’：蜂岗公社⋯⋯⋯⋯⋯⋯⋯⋯⋯⋯⋯⋯⋯⋯“⋯_·(139)
，

-‘新建公社⋯⋯⋯⋯⋯⋯⋯⋯⋯一⋯·：⋯⋯⋯n·n⋯(163)

。‘。=程公社1‘⋯⋯⋯⋯⋯⋯⋯⋯⋯一⋯⋯⋯⋯吖⋯～(189，
一÷城关公社⋯⋯⋯⋯⋯⋯⋯⋯⋯⋯⋯⋯一⋯⋯⋯--。(227)’

． ；．。：金沙公社⋯⋯⋯⋯⋯⋯⋯⋯⋯⋯⋯⋯⋯⋯⋯⋯⋯．(265)

；叶河公社⋯⋯⋯⋯⋯⋯⋯⋯⋯⋯⋯⋯⋯⋯⋯⋯m(287)‘

i’‘高桥公社⋯⋯⋯⋯⋯⋯⋯⋯m⋯⋯⋯⋯⋯⋯⋯⋯(303)
· 1咏河公社⋯⋯⋯⋯⋯⋯⋯⋯⋯⋯⋯⋯⋯⋯⋯⋯·：7(347)

吖’觅儿公社⋯⋯⋯⋯⋯⋯⋯⋯一⋯⋯⋯⋯⋯⋯⋯‘(379)
八里公社⋯⋯⋯⋯⋯j：⋯⋯⋯^⋯：⋯⋯⋯⋯⋯⋯(407)

．r高峰公社·_k—h⋯⋯⋯⋯⋯⋯⋯⋯⋯∥⋯一．．·(435)
、’

=、革命纪念地与名胜古迹4⋯⋯⋯⋯⋯⋯⋯⋯¨’⋯⋯(457)

革命纪念地，⋯⋯⋯⋯⋯⋯i··：⋯⋯”·o⋯⋯⋯⋯⋯··(459)?‘

． i j，机关驻地⋯⋯⋯⋯⋯⋯⋯⋯⋯?⋯⋯⋯⋯⋯⋯⋯·(462)
；主要会址⋯．．．t·：⋯⋯⋯⋯⋯曩一：⋯⋯⋯⋯⋯⋯⋯(465)

。j1，重要战场⋯⋯⋯⋯⋯⋯?⋯⋯⋯⋯⋯w⋯··．．．··：⋯(470)

．
．t r工厂：’银行⋯⋯⋯⋯一一⋯⋯⋯⋯⋯⋯⋯·o⋯⋯(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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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县人民政府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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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安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男q山南麓，在东经114。237至

114。497，北纬300567至31。357之间。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关

镇，东抵麻城县界二十公里，西抵黄陂县、大悟县界各=十公

里，南抵新洲县界四十公里，北抵河南省新县县界四十公里，1

至黄冈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黄州镇一百二十六公里，’至湖北省

人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市一百二十公里。，． j⋯：～。毋 ：·．

， ．。全县辖十五个公社，一个县直属镇，一个国营原种场，五
’

个国营林场，一个国营茶场，三百七十三个生产大队(包括国

营茶场三个大队)，三千八百●十一个生产队(包括国营茶

场、’林场=十六个生产队)，三千八百二十五个自然村，十六

』’ 个自然镇。总面积·千七百九十六平方公里(二百六十九万三

’，千四百二十六亩)。其中耕地面积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二亩
： (水田三十八万九千五百六十亩，旱地十二万九千八百七十二

。’ 亩)，占总面积百分之十九点二八r林业用地面积一百零八万

；j 八千二百零二亩，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点四，水产养殖面积五

／I 万零二百—十三亩，占总面积百分之。点八六·全县共有十。

；√ 万五千五百二十八户，1总人口五十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三人，其

／』 中城镇入口三万二千五百三十一入，农业人口五十一万三千丸
I。． 百四十二人。总人日中，回族十七人∥壮族八人i：满族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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