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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县地名录》是在六安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本着“盎足于实，着眼于用”的精神，

经过多方考证，慎重取舍，几番整理而成的。它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推广标准化、规

范化地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份。它的出版发行，将为进一步开发六安

县提供可靠资料，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本地名录共编入。六安县行政区划图和各区地名图”， “六安县、区、乡、镇概况”，”标

准地名录”， “重要地名来历及含义”I“重要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图片”，“重要人工建筑物

概况、图片”， “重要企事业单位，概况、图片”， “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概况，图片”#

“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通知”， “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十个部分。全书录行政村以

上行政单位名目921条，自然村名目1228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目72条，人工建筑物名目52条，

革命纪念地名目11条，名胜古迹名目10条，每个条目加注汉语拚音，并对主要来历，含义作

简要说明。撰写文字概况113篇。在全县概况前面，绘制六安县行政区划图一幅，在每个区

的地名实录前面，按区绘制行政区划图十二幅。此外，配插图照片18帧。书中所录用的数

。据，采自六安县统计局一九八四年年报。人口、户数系一九／k：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字。概

况材料中所写的各区、乡、镇，林场等单位与县城的距离是从县人民政府驻地至该单位驻地

的图上直线距离。本地名录中的《六安县行政区划图》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

一九七七年出版的1：10万地形图作底图，各区地名图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先后出版的1。5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及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绘制的o

《六安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性的工具书。所收的地名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六

安县的地名一律以本书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如确实有必要更名，命名的，一定得由六安县

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报六安县人民政府批准。。

六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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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县概况

六安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脉与江淮丘’陵的接壤地带，地处北纬3l。167——32。057，东

经116。007——116。507之间。东倚肥西，北接寿县，南邻舒城、霍山，西连霍邱，金寨。幅

员幽毯獬方公里，入口125．6万。辖11个区，17个镇，68个乡。县人民政府驻六安城，
东距合肥82公里。

六安县的历史源远流长。已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曾在这

里进行过广泛的活动。史志记载。禹封皋陶之子仲甄予六。周时为六国地。秦置六县。汉

武帝取六地安宁之意，置六安国，这是六安最早的名称。王莽废国立郡，曹魏改郡为县。隋

析置淠水，开化二县。唐立盛唐县，宋为六安军。元，明清称州。民国设六安县。一九四九

年初一度划为六安市，六北县和六南县，不久仍合为六安县。一九七九年以六安城关置六安

市，六安县领农村的区乡和集镇。历史上，六安县是人文荟萃之地，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反抗民族侵略的汪立信，闻名中外的《疗马集》作者俞本元·俞本亨，杰出的红军将领许继

慎以及革命文学倡导者之一蒋光慈等，都是六安的锺灵毓秀。人民革命战争间期，六安是

鄂、豫，皖苏区的组成部份，一九二九年的“独山暴动”和一九三二年的“苏家埠四十八天”

战役，均以其光辉战绩而载入史册。

六安县依山带水，风土宜人。大别山枕卧西南，淠河纵贯中部，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岗冲

相间，绵延起伏。西南部为山区，面积591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米左右，最高峰三尖寨

745米。中部和北部为冲积平原，面积666平方公里，海拔在30至40米之间。东南和西部为丘

陵，面积2，149平方公里，海拔在40至70米之间。西北和东南两端还有小片洼地，海拔在22米以

下。境内从南到东，斜贯一条江淮分水岭，形成长江、淮河两大水域，淠河、汲河注入淮

河，丰乐河经巢湖流进长江。著名的淠、电、杭大型综合水利工程，其枢纽和总干渠均在境

内，各级渠道象一组银带，在丘陵和湾畈地区织成纵横交错的灌溉网，不仅灌溉了80多万亩农

田，而且有舟楫和渔业之利。气候条件亦佳，累年平均降水量1，084毫米，年平均气温

15．5℃，(最高气温为41℃，最低气温i0．9℃)。无霜期220天，年平均日照时数2，200小

时，特点是四季分明，季风明显，雨量适中，光照充足，宜于农业生产。

六安县物产丰富，是国家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县。一九八四年，生产粮食11．26亿斤，油

料6，774．3万斤，麻类6，834万斤，茶叶229万斤，生猪52．43万头，家禽719．9万只，鱼类水

产品653万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4．3亿斤，交售油噜1，741万斤，席皮398，729市担，茶叶

166．87万斤，蚕茧1，304市担，生猪104，728头，家禽20万只，鲜蛋437万斤。土特产种类甚多。

六安瓜片是全国名茶之一，历史悠久，《本草纲目》曾对此茶作过评述。鹅鸭羽绒年收购量

百万斤，黑瓜子年产量四百万斤，还有蜂蜜，薄荷、板栗，肠衣，以及毛坦厂的假山，玉石

等，都是省内外畅销的土产品。 ．

工业原来基础薄弱，现巳初具规模。一九八四年拥有工业企业561个，产值达到8，006万

六安县概况(1)



元。主要项目有食品，酿酒、塑料，针织，农机，建材、粮油加工等，菜籽油质地优良，驰誉

京、津。县粮油食品厂的精制挂面，达到省优标准，深受省内外市场的欢迎。交通比较发达。

淠史杭干渠可通水运。87个乡镇，除一个乡外，都通汽车，形成了以六安城为中心的四通八

达的公路网。电力事业发展很快，现巳乡乡通电，农村供电达到1，390万度。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事业都有很大发展。现有普通中学94所，农业中学l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小学

799所，幼儿园6所，计在校学生210，434人，有16个乡镇实现了普及教育。巳建文化中心41个，

文化站75个，放映单位144个，职业剧团1个，业余剧团105个。有线广播基本普及，并实现

了无线电传送。县有医院、防疫站，保建站，区，乡有卫生院，各级医疗机构94个，拥有病

床l，194张．全县拥有各类科技人员3，521人，科研所3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一座。

(2)六安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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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集区概况

丁集区位于六安县西北部，区驻地丁家集，距六安城25公里。总面积297．3平方公里。地

处I北纬3l。58，至32。051，东经116。117至116。247。东侧汲东干渠从南向北流经丁集镇、钱集
’

乡，西侧西汲河从南向北流经清凉寺乡，罗集乡，固镇镇，六(安)一固(镇)公路纵贯南、

北。东与火星、郭店乡交界，南接徐集镇，西邻霍邱县洪集、姚李乡；北依霍邱县砖洪，夏，

店，吴阳乡： ’．

1。

区名称以驻地而得名。丁集是丁家集的习惯称呼。这里原是一座荒山岗，先丁姓在路边·

搭了一个茶棚，后又有几户来此开办商行，逐步发展形成小集，称丁家集。建国初，在此成

立丁集区。一九五八年，成立丁集公社。一九六一年，恢复丁集区。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

属徐集指导点。一九七二年秋，再置丁集区。辖4个乡、2个镇，67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

7个居民组，975个生产队，1607个自然村，25359户，107122人，除少数回族外，均属汉族。+

全区地势东高西低，属半岗半畈的丘陵地带，间有河湾洼地。岗土呈黄黑色，畈土呈玉

白色。年平均气温15℃，年均降水量1000毫米，无霜期220天，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适宜于水

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但水利条件较差。建国以来，狠抓了水利建设，到一九八四年末，

开挖汲东千渠一条，长达11公里，并在钱集乡汲河岸边新建排灌站1座。兴修水库21座，大，

小当家塘316口。拥有电动机86台，1549马力I柴油机536台，8140马力。农用水泵399台，拖

拉机145台，其中手扶拖拉机134台，汽车16辆。农机总动力14169．6马力。提水抗旱有效灌溉

面积75000亩。 一t·‘ 。’·⋯⋯?”：

农业生产以水稻，小麦，油菜为主。据一九八四年末统计，全区有耕地面积170337亩，

其中水田145523亩，旱地24814亩。粮食总播种面积19015亩，总产量9839万斤，单产502斤。

其中水稻140029亩，总产8569万斤，单产391斤，小麦44216亩，总产1153万斤，单产261斤。 一

油菜30289亩，总产559万斤，单产154斤，棉花891亩，亩产皮棉24斤，总产215．6担。全区共

有林地15885亩，四旁植树65万余株。耕牛4948头，饲养生猪4468头。水产养殖面13400亩， 一

成鱼年捕捞量6852担。 ．t ．。’。，，

一。： ’

乡镇企业有砖瓦厂3座，并陆续兴办了农机修配广，水泥预制厂，农具广，．粮食加工广、．

和成立了建筑队，年总产值410万元。
‘

、。：j。 ，-?o：。

建国初，全区小学仅有6所，学生不足千人，现已发展到完全中学1所，初中8所氕小、

学71所，教职工772人，中，小学生18869人。区有文化站一所：电影院一座。各乡’、(镇)也’0

办有影剧院，电影放映队、有线广播站、文化站、业余剧团等。区卫生院1所，乡·(‘镇·)卫，=^，

生院6所，医护人员135人，各行政村均有医疗室，卫生人员138人。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新的

进展。。一九八四年，．人口净增率由一九七八年8．34‰，下降到4．6‰，多胎率比一九八。年降

丁集镇概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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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集镇概况

丁集镇位于六安县西北部，镇址丁集，距六安城约23．6公里。总面积66．1平方公里。地

处l北纬3l。527至31。587，东经116。19 7至116。237。六(安)一固(镇)公路纵穿全镇南

北。东临汲东干渠，南连徐集镇，西接华祖、罗集乡，北邻固镇镇、钱集乡。辖17个行政村，

251个生产队，1个居委会，4个居民小组，248个自然村，6530户，26970人，除少数回族

外，余均汉族。 、

丁集镇以驻地得名。建国初，设丁集乡。一九五八年，设立丁集人民公社。一九八四年，

小城镇建设规划时称丁集镇。

全镇地形大部分属丘陵地带，有小部分畈区。土质系黄泥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气温15．3℃，年均降水量1000毫米，无霜期约220天左右。适宜于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生

长。但水利条件较差。建国以来，大力改善了水利条件。到一九八四末，全镇兴修了大小当

家塘65口，兴建了10—50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17座，一九七八年，兴建库容总量达301万立
方米水库l座．拥有电动机28台，518马力，柴油机78台，1032马力I农用水泵49台，拖拉机1l

台。农机总动力2311马力。有效灌溉面积3400亩。

．．农业生产以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为主。还有花生、麻类。据一九八四年末统计，全

镇有耕地面积40565亩，’其中水田34612亩。旱地5953亩。油料播种10462亩，亩产166斤，总

产174万斤。粮食总播种面积45579亩，亩产560斤，总产286所。其中水稻播种34035亩，亩产
655斤，总产25289万斤，小麦播种10408亩，亩产293斤，总产305万斤。全镇共有山林1341

亩，四旁植树19万株。耕牛1181头，饲养生猪11846头。水产养殖面3053亩，成鱼捕捞量1738

担。镇办的企业看轮窑厂、农机修配厂，水泥预制厂、鱼苗场，饮食服务部等，一九八四年

总产值207万元。

t现有完全中学1所，初中2所，小学18所，学生4000人，教职工197人。一九七九年兴建

影剧院1座，可容1200名观众。一九八O年又办了文化站，负责组织辅导本镇群众文化工作。

区属卫生院l所，镇办的卫生院1所，行政村医疗室18所，医护人员59人。

_0．
臼

(4)T集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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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标准名称

1 六三：：会
杨老庄

鼻

文

稀饭庄

杨家庙

自庄子 ，

殷家庄

大竹园

长庄子

西施洞

双门楼
。

胡老庄

朱油坊

单豪沟

瓦屋庄

长虹村委会

汉语拼音

DTngji Zh吾ng

LBm{_ng Canw吾IhuT

Y6nglOozhuang

Gu6160zhu西ng

XTfanzhuOng

Y6ngji石miao

Ba Izhu石ngzT

YTnjl石zhuang

Dazh6yu6n

Ch6ngzhu石ngz T
，

XTshTt@ng

Shuangm6n16u

H6160zhuang

ZhOy6uf6ng

Shanh6096u

W5wozhuong

Ch6ngh6ng Conw§=ihui"

东封火墙 D6ng佰nghu6qj6ng

查油坊

王郢子

王油坊

长庄子

田家圩

过庄

高家楼

岗坎子

查大庄

小围子

西封火墙

陈家圩

杨柳村委会

杨柳店

田老庄

Zh石y6uf6ng

W6ngyTngzT

W6ngy6uf6ng

Ch6ngzhu砷gzT

TJanilawF,i

Gu6zhuang

Gaojlal6u

G6ng髓nzT

Zhsdazhu6ng

X1石ow吾lzT

XT传nghu6qi石ng

Ch6nj I石w@i

Y6ngll豇Canw否lhni"

Y石ng№djan

TlanlSozhuong

说 明

248黼毫獭．辖41车谣翟％‰：5165蠹3誊12坠69÷0十自然村，一个居委会一 个居民小现， o尸， o

人．耕地40565商．

辖笨鐾銮蠢}的‘杳纂嘉：明墩281p乡的,21 14 281 19。7数．字耍嚣妻；，辖个生产队。 个自然村，．． 1人，耕地3267

吾，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180￡赫兹22是0誓，髅努耋乒圣著象曩，宗∥’人。耕地面积 亩，以农为主·王严水柏·月、夏·

36户．112人

11户。55人

6户，21人

8户，35人

12户．56人

28户。9s人

27户．146人

5户，11人

19户，67人

14户。78人

7户，42人

4户．20人

18户。59人

培髓釜鬣奎坠篇篡荐，改裂’取26名长1J、．,11 1 286 126嘴藉被辖个生产队， 3个自然村， 尸· 研姐圆税

2587亩．

众称甍蚕鑫彗菱．墙?吾鏖李隽竺骞菱罂禀蒜产袭嚣票备要众称此墙叫封火墙．因处于另一封火墙东部一枚Ⅱq乐弼必
墙．7户．35人，耕地81亩．

5户，41人

6户．45人

2户．15人

lo户，65人

5户，27人

5户．26人

4户．17人

6户，35人

6户。45人

7户，15人

9户．e5人

20户，95人

以驻地杨柳店得名．辖17个生产队，17个自然莓,。385
户．1697人，耕地2313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村委会驻地．此处原是杨，刘两家坟地，后开店壁生
意．称杨刘店，谐音杨柳店．95户，430人，耕地tOO亩，
以农为主． ．

7户，41人

丁集镇(5)



标准名称

童墩洼

黑狗冲

程大庄

许老庄

下老庄

宋郢子

山棚子

许小庄

赵郢子

1五塘冲

查老店

．刘家庄

南头庄

栗树园

石长岗

汉语拼音

T6ngdnnwO

H否96uchSng

Ch百ngdazhu石ng

X西laozhuong

XIaI西ozhuang

S 6ngyTngzT

$hOnp6ngzT

X已xlOozhong

ZhOoyTngzT

WQt6ngchSng

ZhdI石odIan

L16jlOzhuOng

N6nt6uzhuOng

LishOyu6n

ShTch6nggSng

明墩村委会 M1．ngdon Conw／§lhuT

叶砖井 yi}zhuonjTng

荣庄子

胡老庄‘

周大庄

仓坊

庙庄子

刘老庄

稀饭庄

张老六庄

刘小庄

枣树园

下楼

明墩子．

墩堰村委会

余家楼

四里墩

操大庄

前围子
．

‘‘

二

一+ (6)丁集镇

一 ，
一

、

R6ngzhuOngzT

HOIOozhuOng

Zh6udOzhuOng

COngf6ng

MIOozhuangz T

L 16l石ozhu石ng

XTfOnzhO ung

Zhangl60110zhuang

L16×I石ozhu石ng

ZOoshOyu6n

Xl(a16u

M|fngdOnzT

DQn yan COnw／§lhuT

Y石jlOl6u

STITdOn

coodOzhuOng

Qi6nw否iz T．、

说 明

2l户，78人

l户．6人

8户．36人

6户．38人

5户，28人

lO户，42人

g户，33人

7户，32人

13户．55人

』l户，22人

lt户，51人

7户．35人

13户．44人

4户．20人

17户．86人

境内原有一个大土墩，传说墩上夜问常常发出亮光，
故名．辖17个生产队，13个自然村．284户．1 163人．耕地
2135亩．以农为主．

村委会驻地．境内叶娃挖了一口深井。用砖砌成．敛
名．22户，76人，耕地面积22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
小麦．

14p．69人

38户．118人

17p。93人

27户．89人

28户．81人

6户，57人

lo户．71人

18户，68人

11户．40人

12户．78人

15户．60人

28户。150人

境内有口大堰，堰旁有个大土墩，群众称墩堰，故名．
辅1 2个生产队，11个自然村，315户．1239人，耕地面积
2145亩，以农为主．

村委会驻地．建国前．余姓盖了一个更接，敞名二
19户．71人．群地面积15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
麦．

23户．98人．。
’

：

35F'．161人

3l户，106人 一

!

。。 ．。 t，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刘老庄

三叉路

苗大庄

穷大庄

墩堰庄

程大庄

庙庄子

L IGISozhuOng

S石nchafd

Mlaod6zhuang

Q 16ngd6zhuang

D0nyanzhu石ng

Ch百ngdazhu石ng

II／!iaozhu石ngzT

长青村委会 Ch6ngqTng COnw冬lhuT

周家庄

畈心

下九石

大塘拐

上郢子

土城

刘大庄

后胡大庄

胡大庄

张小庄

小竹园

刘竹园

赵老庄

许家庄

辛庄子

王大庄

Zh6ujIazhu石ng

FcinxTn

XI右llOdan

Dat石nggu石}

ShangyTngzT

T豇ch吾ng

Li石dazhu石ng

H6uhGdazhu恿ng

H丘dazhuang

Zhang×l石ozhu石ng

Xl ctozh6yu6n

L16zhOyu6n

Zhao J60zhu石ng

XaJlOzhuong

XTnzhuOngz T

WOngdazhuang

马店村委会 M石dl右n COnw芒lhu)

丁高庄DTngOozhuOng

杨院墙

查墩子

张郢

枣树园

刘大庄

查大庄

王老庄

Y石ngyu石nql6ng

Zh西donzT

Z hOngyTng

Z60shOyu6n

L l石dOzhuOng

ZhadazhuOng

W6ngl60zhuong

说 明

30户．139人

26户，113人

18户．79人

18户。79人

30户。119人

‘5户．179人

7户，30人

村因松林面积大。四季长青，故名．辖134-生产队，

16个自然村．338户，1340人．瓣地面积2076亩，以农为
主．

村委会驻地．居民多姓月．敞名周geE．7户．29人，
耕地面积130商．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5户，21人

6户。29人

13户，61人

11户。4T人

11户。52人

6户．19人

16户，72人

1l户．82人

lt户。49人 一

7户，‘7人

6户。32人

6户。28人

9户．51人
‘

8户：24人

8户，37人

相传有位名人骑马来此地，后人在他拴马的地方建村
开店。人称马店．辖16个生产队，15个自然村．354户，
1465人．耕地面积2023亩．

村委会驻地．庄基较高．居民多姓丁，故名丁高
庄．5户，21人．耕地面积22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
小麦．

7镇集丁

人人从人人人人

趵

¨

¨

驰

钉

盯

儿

A

A

A

A

A

A

A

L

8

坩

9

”

加

他



～

标准名称

肖郢子

下槽坊

黄老庄

宋家庄

井泥塘

许家庄

魏老庄

汉语拼音

XlaoyTngzT

Xlac60fOng

Hu6ngJ石ozhu6ng

$6ngjlazhuong

JTngni．t6ng

X0jlazhuong‘

W夺llOozhuong

西河村委会XTh&Cfinw芒lhuT

老佛庙

黄大竹园

苗大竹园

闸堰

丁小庄

村部

黄家楼

苗槽坊

三座坟

蒋老庄

王西庄

私河头

私河套

LOof百mlao

Hu石ngdazh已yu石n

MIaodazh6yu石n

ZhayOn

DTng×laozhu石ng

C0nbO

HufingjlOl6u

M160c60f6ng

S0nzhof百n

JI石ngI石ozhu石ng

W6ngxTzhu6ng

$Th6t6u

STh5tao

丁集村委会DingjT CQnw吾lhuT

胡新庄

旗杆岗

周大庄

园上

瓦屋庄

钟老庄

濠沟庄

双塘

刘大庄

奈堰头

HdxTnzhuOng
，

QTgOng石ng

Zh6udazhu石ng

Yu6nshOng

W5wQzhuong

Zh6ngl60zhu石ng

Ha096uzhuang

$huOngt6ng

LIQd6zhuang

Nalyant6u

、丁家集DTngjlOJT

(8)丁集镇

说 明

12户，88人

8户．34人

12户．67人
‘

6户．31人

11户。58人

13户．67人

20户。78人

西谖河流经境内．位于丁家集西部，故名．辖16个生
产队，12个自然村，$59户．1539人．耕地面积2295亩，以
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村委会驻地．建国前。此地有麈老佛庙。村以此得名．

4户．11人．耕地面积58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7户，37人

8户，36人

14户．50人

3户，11人

10P．46人

9户，37人

10户，46人

8户．38人

3户。11人

9户，37人 ～

lo户．38人

19户。97人

以丁家集而取名．辖14个生产队。10个自然．村1 38．1
户．1665人，耕地面积194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

麦．

。34之麓龋。9胡5譬爹蔷夏舅皇：鳘雾蒙器，尔鍪客：1 人，耕地面积l 亩，以农为主，主严水稍·刀、嚣|岢·

s7户．1 32人

43户．162人

36户。186人

24户．120人

23户，102人

27户，148人

27户，12$人

21户，97人

22户，12T人

蕃渐曼瓷蓉羹，醯墨，4山50拳．先1丁60瓮0憾钝要逐渐形成小集，放名． 户· 人·以陌业，千工墨

为主．



称 汉语拼音

委会

庄‘

桥

庄

庄

粉坊庄

李郧子

侉老王庄

马小庄

潘大庄

东门楼

王小桥

长庄

DTngn6n COnwi5lhuT

$hof6ngzhuOng。

B石nqi60

Tangg吾ngzhu石ng

Ch百ndazhuang

F吾nfangzhu色ng

LTyTngz T

Ku酋l百ow6ngzhu石ng

M百×I石ozhu石ng

PandazhuQng

Dsngm吾n16u

W6ngxl60q160

Ch6ngzhu石ng

高峰村委会 GoofSng Conw若Ihu7

七里半 QTITban

孙大庄

高嘴子

张大庄

查家庄·

孙高庄

李砖井

赵郢子

杨家洼

宋家庄

丁家楼

丁糖坊

陈新庄

庙门口

丁老庄

田大庄

侯大庄

侯新庄

壬大庄

赵家庄

$0ndOzhuOng

GOozuTzT

Zhangdazhu石ng

ZhojlOzhuang

$0ngOozhuOng

LTzhuOnjTng

ZhSoyTngz T

y6ngjl石wa

S6ngJi石zhu石ng

DTngjlSl6u

DTngt石ngf6ng

Ch舀nx-nzhu百ng

M 150m百nk@u

DTngl60zhu石ng

T 16ndazhuong

H6udazh uSn g

H6u×Tnzhu石ng

W6ngdazhu石ng

ZhOojiOzhuOng

说 明

村依丁家集，并在它的南部，故名．辖14十生产队，
12个自然村．415户．1814A，耕地面积2264亩，以农为
主．主产水稻．小麦．

村委会驻地．早年，村曾设私塾．故称书房庄．8户．
25人．耕地面积3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3户。13人

8户．18人

12户。25人

6户。2s人

10户．91人

19户．150人

5户．24人

30户，79人

14户。41人

29户．86人

12户，51人． ．

原名高庙，1967年改名为高峰．辖20个生产队，20个

自然村，443户，185'7人，耕地面积3240亩．以农为主．主
产水稻．小麦．

树委会驻地．村位于丁集七里半处．哉名七里半．●
户，35人，耕地面积26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麦．

／

12户，45人

10户。61人

lo户．19人

13户，68人

lo户，40人

1 3p．21人

7户，25人

6户．51人

8户．31人

13户。98人

4户，18人

14户，49人

4户．21人

8户，35人

11户，41人

7户．39人

12户。81人

17户。55人

4户．30人

T集镇(9)

闷，11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丁峰村委会DTngf百ng COnwt5Ihut

辛郢子

王花墩子

五里庙

王家庄

马大庄

张槽坊

马家庄

刘大庄

三里井

马长庄

陈大庄

马小庄

蔡大庄

辛大庄

松树庄

畈上庄

张郢子

魏庄

XTnyTngzT

W6nghuadonzT

W西ITm lao

W6ngjlozhuong

MOdcazhuong

Zh石ngc石ofang

M6jiozhuOng

LIGdazhuOng

SOnlTjTng

M右ch石ngzhuang

Ch6ndazhu石ng

M百×l百ozhuang

Caldazhuang

XTndazhuOng

S6ngshazhuang

Fanshangzhuang

ZhangyTngzT

W吾lzhuOng

五里桥村委会 W豇ITqi60 CQnw爸lhuT

壬院墙 W6ngyu右nqi6ng

木瓜村庄

槽坊庄

北庄

王老庄

刘小庄

新楼庄

中庄子

双楼

庙东庄

下郢子

Mdgu石c0九zh旧ng

C石of6ngzhu石ng

B爸Izhuong

W6nglSozhuang

L16×iaozhu石ng

XTnl6uzhuSng

Zh6ngzhu石ngzT

ShuOnglSu

Mlaod6ngzhu石ng

XlSyTngzT

光明村委会 GuSngrnTng COnwi§lhu)

(10)丁集镇

说 明

村靠丁家棱．地处山峰连缩．放名．辖13十生产酞．
18个自然村．耕地面积2347亩．388户．1414人．以农为
主，主产水稻，小麦．

村委会驻地．村民多姓睾．庄予较大．人称睾野予．
28户。140人，耕地面积27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稻．小
麦．

2l户。102人

23户，110人

4户．25人

8户．‘45人

25户。85人

5户．20人

9户．45人

25户．110人

15户．70人 ·

’

12户．60人

5户．20人

lo户。65人

8户．40人

9户．40人

3户．12人

30户．100人

7户，30人

境内有座桥，桥距丁家集五里．敖名．辖11个生产队．，
11个自然村，耕地面积2230亩，301户．1274人．以农为
主．主产水稻．小麦．

村委会驻地．村芏姓将其住宅四面建上．围墙-．故垄手
院墙．19户．98人，耕地面积120亩，以农为主．主产水
稻，小麦．

12户，59人

24户．42人

39户．139人

28户．161人

38户．148人

11户．80人

16户，103人

129户．10人

1sp。67人

7

．38户。140人

原名顾墩，1966年改为光明．籍14个生产坠：。望个皇
然村．。耕地面积270l亩．485户．1871人．阻农为主，主
产水稻，小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