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安徽省萧县地‘各录
ANHU ISH ENG X IAOX IAN D I M I NGLU

342222

萧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八五年二尽．



安徽省萧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萧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安徽省阜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Z毫米I／16开本

地图7，照片2，字数约，8万

印数0001一zoOO 1985年2月出版

√



—1厶

刖
—．1—▲

日

地名，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它是识别不同地

域和各种自然实体以及人们活动场所的符号．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

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它与政治、军事，交通、邮电、新闻、出版，公安，民政、

文教，测绘、地质、工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实

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萧县地名录》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资料，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对全县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其含义，历史沿革、地理

概况认真考证、核对，按照安徽省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的《安徽省县(市)地名录

编辑提纲》的要求编辑出版的。《萧县地名录》是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的我县第一

部地名工具书。它以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地名的规范化书写和标准读音，为我县提供了

准确的地名资料，并可供各类学校，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室)及文史资料部门收藏。

． 《萧县地名录》共收录了全县各类地名3121条(不包括废村)。分为“萧县行政区

划图"、“萧县概况"、“行政区划、居民地地名图，概况、地名，，、“企事业单位概

况、名称"、“人工建筑物名称，，、。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名称，，、“纪念地，名胜古

迹概况、名称黟和“附录’’八个部分，集图片2 8帧，基本上反映了萧县的全貌。在附

录里编入了“标准化地名命名，更名的通知”，“行政区划、街道新旧名称对照表”

和“地名首字笔划索引”等。地名录正文，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说明栏里对

地名的方位、来历，含义及在《新华字典》上查不到的生僻字、地方字的读音等内容作

了说明。本录具有收罗广泛、内容丰富，记载详明、条目清晰的特点。
‘

《萧县政区图》和各区地名图分别以安徼省测绘局出版的l I 20万分之一(1972年

版)和l。5万分之一(1970,--,1972年版)为资料编绘而成。因未作实测，故不能作为



划界依据。《龙城镇地名图》和《黄口镇地名图》仅为示意图。图中地名的标注。以具有

方位意义为原则。图中所缺部分地名，均可在地名录正文中查到。本地名录中的有关数

字，大部分系县统计局1980年年报数字。本书用字，以现行《新华字典》第一字为准．

《萧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性的地名典籍。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地

名混乱现象已告结束。今后，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凡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

车站及商品商标等，均应与本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凡今后本县内区划名称、自然村名

称、人工建筑名称及城镇内路、街、巷需命名，更名时，必须报县地名办公室审核、经

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生效。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乏经验，加之核调材料较为粗糙，本录中难免会有缺点甚至

错误，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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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概况

萧县位于安徽省北端。县人民政府设在龙城镇大同街东段路北，距安徽省省会合肥
，

259公里．东北邻江苏省铜山县，东南接宿县，南与淮北市、濉溪县毗连，西与河南

省永城县接壤，西北与砀山县相连，北隔黄河故道与江苏省丰县相望。东西长约57公

里，南北宽约60公里，面积为1861．119平方公里。辖9个区，2个镇，70个公社，611个

大队，7271个生产队。有2124个自然村，共207192户，912182人，其中农业人口883146

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491．2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少数民族有回、藏、苗，壮、

彝等11个民族，共1000多人。

．一、历史沿革：

萧县历史悠久。远在四五千年以前，聚居在这里的先民已具有比较发达的远古文

化。

据《路史》载，夏代启封孟亏“作土于萧’’，“是为萧孟亏”。据《竹书纪年》推

算；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封启(微子)为宋公，建宋国，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萧为

宋邑，治所在今县城西北约10里(今三仙台西北)。

据史籍载，春秋时萧仍为宋邑。周庄王十五年(公元前682年)，萧邑大夫大心平

宋乱有功，封为萧君，建萧国。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萧为楚灭，后楚兵撤，

萧旋为宋邑。战国时，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宋为齐灭，萧属齐。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始置萧县，初属砀郡，后屑泗水

郡。西汉时属沛郡。新朝(王莽)时，属吾符。东汉时，初属沛郡，建武八年(公元32

年)，改郡为国，萧属沛国。三国时，属魏豫州谯郡；魏明帝太和三年(公元229年)，

称萧国，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国除，复为县。晋朝时，属沛国。南北朝时，属

沛郡。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属彭城郡，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改为承高

县。北周时，仍为承高县。隋朝时，属彭城郡，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改承高

莆县概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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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为龙城县，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临沛县，炀帝大业初(公元605年)，仍

改为萧县。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萧县属徐州I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属彭

城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属徐州。五代时，仍属徐州。北宋太祖建隆元年

(公元960年)，属徐州武宁军，哲宗绍圣五年(公元1098年)，因遭洪水，县城南迁

半里，新城与1日城相连。南宋高宗建炎初(公元1127年)，萧陷于金。金宣宗元光二年

(公元1223年)，萧县东南部划出，置永蝈县(县城在厥蝈镇)，属徐州。元朝时，萧

县属河南行省归德府；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永蛔县并入萧县。明朝初，属徐

州；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改徐州为直隶州，直属南京I神宗万历五年，(公

元1577年)，县城又毁予水，由三仙台西北迁至今址。清朝时，属江苏徐州府。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属徐海道尹公署。北伐战争后，取消道制，属江苏省徐

州管辖。1931年，属徐州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49年4月，萧县划属皖北宿县专区。1953年2月1日，改属江苏徐州专区。1955

年4月1日，改属宿县专员公署。1956年，宿县专员公署撤销，萧县属蚌埠专员公署．

1961年，蚌埠专员公署撤销，复置宿县专员公署，萧县属宿县专员公署，一直至今。

=、自然条件。

地形。地势(东南部的皇藏区除外)西北高，东南低。南北海拔相差较大，东西海

拔相差较小。海拔北部约45米，中部约40米，南部约33米。全县地处淮北平原，但东南

部有低山残丘(约占总面积的6％)，属泰山山脉支系，山峰海拔在100——300米之

间，最高的山是官山，海拔为395米，其次是大顶山、黄包顶等。

水系t黄河故道堤南属淮河水系，堤北属黄河水系。东南部的倒流河是从南向北

流，其余诸河均是从西北流向东南或从北流向南。主要河流有大沙河(最大流量200立

方米／秒)、闸河、岱河、龙河、洪减河、倒流河、湘西河、港河、毛河、申河等．

矿藏t主要有煤、天然焦、耐火土、润滑土等，多数矿藏品位高、质量好．已经开

采的煤矿有袁庄，沈庄、朔里，石台子、孟庄、毛营子等。目前，除毛营子矿外，上述

煤矿均属淮北矿务局管辖。

土壤；淤土多分布在西南和南部，占耕地总面积的18．3％j两合土、沙碱土多分布

2 萧县概况



在西北部，占耕地总面积的65．5％I其余的地方是山红土、山黄土、白塘土和黑土等．

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3℃，最冷月(一

月)平均气温零下0．2℃，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7．3℃。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为854．6毫米。无霜期约206天．

三，经济状况。

农业。耕地面积1474900亩。多为早地，水田极少．萧县是安徽省主要棉产区之

一，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豆、玉米，花生、芝麻、山芋和谷类等。1980年粮食总

产量达6亿斤，平均亩产512斤，比1949年亩产175斤增加了1．9倍。棉花总产23．62万

担。油料总产1023万斤。1980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671万斤，油料116万斤，皮棉2157万

斤。土特产主要有。葡萄，年产量约282万斤，其中“萧县红玫瑰葡萄”含糖量甚高，

是葡萄的最佳品种之一。芦笋，年产量约20万斤I以及黄桃等。1980年末存栏大牲畜

76461头，猪170590头，羊299230只。“萧县半细毛羊’’产毛量高，羊毛质量好，已被十五

个省作为优良羊种引进。全县养鱼546万尾。藕、菱等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全县

有宜林地97000亩，现有林地74520亩。1973年开始对制做高级铅笔的良材铅笔柏的培育 、

和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已培育铅笔柏20多万株，除支援5省30多个县，市作

为引种外，有林地200亩。近年来四旁植树1117．6万棵。木材积蓄量为787000立方米。 ．

解放后先后治理了大沙河，龙河、岱河、洪减河、港河、毛河、萧濉新河等。近年

来修建中、小型水库38座(总蓄水量为0．64亿立方米)‘，大、小塘坝500处，小型涵闸

339座，电力排灌站25处(总装机50台，2251千瓦)，机械排灌站57处(总装机92台，

2185马力)，打机井13098眼。有效灌溉面积达69．39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3．5％。

近年来实行科学种田，大力发展农业机械。1980年底有大，中、小型拖拉机3559台，

机引农具1400部，排灌机械31316台，收获机械339台，农用汽车46辆。

工业。解放前全县仅有一些竹木，铁器、纺织等小手工业。解放后先后发展了农

机、化肥、轻纺、制药、建筑材料、食品加工等工业。葡萄酒罐头联合公司生产的葡萄

酒、芦笋罐头、羊肉罐头等十几种产品畅销国内外。1980年工业总产值为6788万元，社

队企业总产值为1830．72万元．。

商业。全县有商业网点1216个，服务人员2888人。农贸市场57个，个体商业21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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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1037万元．

四，交通邮电。

交通方便。陇海、符夹两条铁路从境内通过．有公路33条，全长333．2公里．主要

公路干线有萧县至徐州市、萧县至丰县、萧县至宿州市、萧县至淮北市，萧县至砀山

县、萧县至永城县，萧县至曹村等，还有县城至李石林，杨楼、刘套、张庄寨，自土．

孙圩子、庄里等支线。各区，公社之间的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邮电事业有很大发展。全县电话线路为305杆公里，邮路为3062公里，村村队队都

通邮。

五、文化教育卫生：

萧县文化发达，被誉为“国画之乡"．自明、清以来，国画人材辈出．当前，国

画创作已成为群众性的艺术活动。既有工人画家，也有农民画家。既有老年画家、中青

年画家，也有儿童画家．他们的创作，不仅题材多样，而且富有鲜明的个性特色。萧县

籍老画家有支|J开渠、王子云、萧龙士等J中年国画家更是人材济济。他们有的驰誉中

外，有的名重一方。

有县博物馆l座，书画院l座，图书馆l座，文化馆1个．区、镇文化馆11个，农

村集镇文化中,b21处，社办公助文化站8个．县影、剧院各1座，曲艺馆1个。区、镇

影剧院9座，公社影剧场23个，电影放映队71个。县剧团1个，民间文艺团，队35个．

县广播站1个，区、社广播站81个。

建国前有师范学校l所，初中4所。现有师范学校l所，高中13所，初dPl59所。小

学749所，在校教职工、学生共180756人。 ．

县、区、镇、社共有医院72所，病床880张，医务人员1150人．有县防疫站l所，

保健站l所。大队医疗室600多个，非脱产医务人员1392人。

六、名胜古迹。

现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两个：位于孤山公社境内的花甲寺，是新石器时代的

文化遗址；白土公社境内的白土，是北宋时期的陶瓷窑IBm(宋时称为萧窑)。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有3个·县城内的黉学，县城北的圣泉寺，县城东南的天门寺。解放后还在帽

山，北泉、大蔡庄、城阳等处相继发现了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文化遗址。出土的珍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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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铁器、瓷器、蚌刀、鹿角化石等。

皇藏峪是安徽省的六个自然保护区之一。峪内古树遮天，树木品类达140多种。名

胜古迹甚多，是著名的风景区和游览胜地，已被列入《中国名胜词典》。

七、革命斗争史；

早在1927年初，中共徐州地委就派员来萧，并于2月间在王寨建立了中共特别支

部。同年10月，在萧县师范建立了萧县青年团支部。

1928年春，中共萧县委员会成立，并在全县建立了5个支部。同年10月，萧县师范

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全县学生总罢课。

1929年秋，中共萧县县委发动了农民运动，发展农会会员1000多人，成立了“贫协

会”等组织，开展了“罢耕”，“秋收”等斗争。与此同时，还发动了小学教师的加薪

运动，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

1930年7月10日，在萧县县委的领导下，发动了黄口暴动．

1932年秋初，由李忠道、祖宇恩同志发动领导了张庄寨暴动和洪河集暴动。

1934年，建立了中共萧(县)铜(山县)边区工委，发展党员50多人。1937年组建

路南工委，发展党员20多人．

1938年5月13日，日寇侵占萧县。萧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武装组织，逐步发

展到8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主力部队对日寇的大反攻。

1945年11月6日，爆发了伟大的淮海战役。战役发展到第三阶段，我华东野战军前

线指挥部进驻萧县境内蔡洼(现改为胜利村)指挥作战。当时中共萧县县委成立了支前

指挥部，组织民兵、民21210万多人支前，为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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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解放后萧县区域变动情况概述

(1951年至1981年)

1951年元月，萧县东部的褚兰、棠张、桃山三个区的全部和北望、郝寨两个区的大

部划归徐州市。郝寨区所属的17个乡划归徐州市9个，剩余8个乡，划归杨楼区7个，

陶楼区1个。北望区所属10个乡，划归徐州市9个，余1个姚楼乡划归龙城区。5个区

共划走61个乡，429个行政村，524个自然村，56744户，251522人，面积862．5平方公

里．

1955年元月，萧县南部朔里区蒋台乡的王场、张院、后土型三个自然村划归濉溪县

龙岱乡管辖．

1960年底，萧县南部的杜集公社划归濉溪市管辖。

1964年，河南省永城县的林楼公社划属萧县管辖。同年，萧县石林公社王引河以西

的五个自然村(刘庄、尹庄、武楼、祖楼、窦庄)划归永城县。

1981年，根据皖发C19813 55号文件规定，将原萧县所属的北山、窦庄、钱楼、坡

里、朔里5个整建公社和毛庄公社所属的毛庄、郝台、姚楼、路庄、沈庄、袁庄、祁村

7个大队，牛眠公社的牛眠、大庄、冯庄、王姚、欧集、二庄6个大队，吴庄公社的房

庄、李台、刘行3个大队及丁里公社许堂大队的孟楼生产队划归淮北市。

6 解放后萧县区域变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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