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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从内涵来讲，是地方的名称。但是它的深远含义却不止于此，它可以增加你对各

地的历史、地理，乡土沿革、胜景古迹，掌故轶闻、经济、建设等多方面情况的了解。也可

以给有关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和重要的线索，还可以给国防、公安、经济，水利、交

通、邮政、地质，科研等部门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它与四化建设，人民生活有着密切的联

系。

一九八一年五月，根据国家和省、地的统一部署，我县展开了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工作，同

时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一九Jk--年完成了图、文、表、卡四项地名普查成果，经省，

地联合验收合格。一九八四年开始了“地名录”的编纂工作。一九八五年编纂完毕。

·“地名录”以录为主，志录兼收。内有行政区划、居民地、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

人工建筑、名胜古迹、附录等部分。全书共收纳地名5894条，其中行政区戈IJ338条，自然村

4404条，片村178条，街、路、巷及居民点20条，人工建筑物80条，名胜古迹，纪念地21条，

重要的、有独立方位和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148条，山361条，河53条，地片26I条，

其它30条。各类文字材料68篇。县地名图l幅，区、镇地名图8幅，照片31张。书的卷首部

分有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和目录，中间有区地名图，区、乡概况及地名，自然地理实

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纪念地的文字概况和地名正文，照片按内容分别

插入，卷尾部分有地、县更名批复及通知，乡、村名称首字笔划索引表，方言方字音义集注

和编后记。

书中引用的数字，为县统计局和有关单位提供。

《霍山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的地名书籍。今后，我县一切地名，一律以本二协为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必须更改及新命名的，须履行法定的报批手续。

霍山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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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概况

霍1【J县地处大别山北麓，位于安徽省两部。北纬31。037——31。337，东经115。527_
116。327。东与舒城县为邻，南与岳西县、湖北省英山县接壤，西与金寨县交界，北与六安县

毗连。

霍山县是一个“七山一水一分田，～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总面积为2042平方公里。南

北宽59公里，东西长63公里。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境内山峦层叠，地形复杂，著名山峰白马

尖为大别山主峰，海拔1774米，其次为多云尖，海拔1763米。海拔在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20

多座。水系以淮河流域为主，只有东部真龙地乡52平方公里属长江流域，西南部与湖北省英

山县交界的东界岭、中界岭、石鼓寨一线以及东部的小南官岭、自石岩、圣人寨、香草尖、

四顾寨、望湖寨一线为汪淮分水岭，淮河一大支流东淠河贯穿境内，支流53条，其中主要支

流有胡家河、宋家河、漫水河、落阳河、山王河等12条。

全县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和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的过渡地带，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年平均气温13℃——15℃，最高温度43．3℃，最低温度一17．4℃。年平均降雨量为

1391．2毫米，多集中于夏季，年平均降雨天数为141天，最大月降雨最为804．3毫米(7月

份)。日照时数为2084．34,时，无霜期为220天。 ‘，

根据气候状况和地形特点，全县分为中山区、低山区和丘陵区。中山区占总面积23％，

海拔在7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在12℃左右，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无霜期200天以下，

是林业基地和木材产区。低山区占总面积55％，海拔200——7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在12℃

——14℃，年降雨量在1300至1500毫米，无霜期200至220天，地形复杂，人多地少，旱地比

重大，水利条件差，是林业和经济作物区。丘陵区占面积的22％，海拔在200米以下，年平均

气温在15℃，年降雨量在1250至1350毫米，无霜期在220至240天，地势较为平坦，水利条件

较好，·是主要产粮区。

全县辖7个区，2个区级镇，．8个乡级镇，35个乡，5个居民委员会，282个村民委员

会；3226个村民小组，4404个自然村，7个农，林场。7．7200万户，34．9550万人，其中非农

业有1．t904万户，4．8070万人。居民多为汉族，、少数民族有回族239人，高山族3入，满族

1人。县城位于北部，北纬31。247，东经116。19 7。

一据《尔雅·释山》谓“大山，宫。小山f霍：‘!’霍山以山而得名。春秋时，为楚溜邑，

楚，汉相争时，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该地属衡山国。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时，又属淮南

国。汉文帝十六年，取消淮南国，复设衡山国，武帝元狩元年，衡山王谋反，事觉图除，改

衡山国为衡山郡。汉元封五年，武帝登礼天柱山，改衡山郡为潜县。南北朝时的宋朝，划潜

2县一部分，设开化县，属庐江郡，．肖梁时改潜县为岳安县，又于岳安县境内，今六安县青山

处设霍州，并于今下符桥处侨置北淠郡和新蔡县。北魏时改岳安为安城。北齐时废霍州，又

改安城为岳安。隋朝开皇初年，改北淠郡和新蔡县为淠水县，改岳安县为霍山县。唐朝武后

神功元钲，。改为武昌县L；巾象抻龙元年-：‘改为霍加县～0开元二十七年，．为盛唐县地。天宝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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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盛唐县划出一部分疆域，设霍山县。宋朝时，废霍山，盛唐两县，其疆域划归六安。

明朝弘治年间，居民钱奉上书朝延，以六安，英山相距险远获准设置霍山县，一直沿袭至

今。霍山县疆域常变，建革频繁，远不追叙，近自1932年，原属霍山县的燕子河、闻家店、流

波碹等地划归立煌县(今为金寨县)管辖，1936年，原属霍山县的头陀河、包家河，黄尾河、

鹞落坪等地划归岳西县管辖。

。霍山县是皖西革命老根据地之一，鄂豫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建立党组织。

1929年5月到1930年4月，在舒传贤、刘淠西等同志的发动和指挥下，先后举行了威震皖西的

“诸佛庵兵变”、 “西镇暴动”和“南山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三十三师，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建设和保卫了苏区，英勇地坚持了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霍山又

，成为新四军的活动地区，在县委和抗日工作团的领导下，广泛建立了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

抗日阶层，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霍山人民有力地配合了皖西游击队

和刘：邓大军，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9年2月解放了霍山全境。

·，‘全县以林为主，粮茶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林业用地总面积212．5045万亩，其中有林地123．3859万亩。1985年造林7．4万亩，其中杉

木林2．64万亩i松树林1．45万亩，毛竹417亩，油桐3589亩，板栗2．6万亩，育苗1501亩，四旁

植树174万株。全县森林复盖率44．97％，木材总蓄积量约231．2984万立方米，毛竹约1542．7880

万根。 。 j

耕地总面积27．0935万亩，人均近9分。主要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小麦，山芋、

玉米等。油料作物有油菜籽、芝麻等。1985年全县粮食总产量8．4030万吨，油料总产量

1737．6吨。

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全县共新建、扩建小型水库60座，山塘堰

坝1．489万处，蓄水容量8．9亿立方米，其中水库容量2．044亿立方米。1959年，开始兴建较大

的淠源渠水利工程，到1981年基本完成，干渠总长49．1公里，流经3区1镇11个乡。渠系配

套工程也已完成，有各种建筑161座，灌区面积24．4万亩，设计灌溉效益6．43万亩，大大增

强了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 一’

多种经营项目较多，发展快。1985年全县茶园面积4．3665万亩，年产各类千茶1775吨。大

化坪区金鸡山的“黄大茶”以及“黄芽”， “兰花”、“绿茶”畅销甘肃、山东两省及东南

亚，非洲等地，驰名中外，桑园3574亩，年产茧77吨，油桐籽年产3589吨，油茶籽年产462

吨。产生漆、黑木耳、板栗，蕨菜．松脂．栲胶、木粉．栓皮等，还有石斛、麝香，天麻．

贝母、茯苓等贵重药材。已探明的矿藏有21个品种，金矿，石英矿、萤石矿、大理石矿等正

在开采之中。 ‘：

，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1985年大牲畜存栏数1．9445万头，生猪9．4918万头，山、绵羊

为2156头。 ’

， 乡镇企业由少到多，逐步发展。全县现拥有乡村办企业817个，职工8723入。1985年总

收入2889万元。

渔业生产，全县现有水面4．2347万亩，现放养水面3．9347万亩，1985年成鱼产量1122．i

吨。
，

建图后，利用山区水利资源，陆续修建了佛子岭、磨子潭两座大型水库，装机4．7万珏，

库容量达8．4亿立方米，二发电量为1．．1亿万度至1．4亿万度，为防洪、灌溉及发展水产提供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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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条件。1985年全县共有小水电站51处，发电能力4264珏。县办烂泥坳电站，装机容量

1820砝。全县供电线路已达1504公里。用电村259个，村民小组2815个，91％的村，87％的

村民小组都用上了电。

近年来，农业机械也有了发展。现拥有机械总动力5．4929万匹马力，大、中型拖拉机78

台，手扶拖拉机214台，农用汽车145辆。茶叶．粮、油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建国前，霍山县工业十分落后，仅有几户手工业作坊。现已拥有农机、建材，纺织、水

泥、塑料．造纸．酿酒，食品、制药、印刷、林化、以及竹木、粮、油、茶加工等厂(全民

或集体独立核算企业)206个。1985年，工业总产值5038万元。

交通以县城为中心，公路为主。现有公路总长为542．13公里，其中l有路面476。73公

里，含油路65．4公里。主干线有霍山——六安，霍山——英山(湖北省)，霍山——晓天(舒

城县)，霍山——舒城等5条。全县区，乡均通汽车。此外，东淠河可季节性通行麓筏。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前仅有l所初级中学。现在有普通中学7所，初级中学33

所，农业中学2所，中等专业学校1所，小学514所，教职323355人，在校学生6．3528万人。

幼儿园1所，幼儿班7处，共计幼)L985入。县、区，乡医院48所，防疫．保健站各1所。

此外，厂(场)，校以及村还设有医疗室，共有病床599张，卫生技术人员600名。县城内有

电视转播台1个，广播站1个，影剧院1个，电影院2个，庐剧团1个，文化馆1个，工人

文化宫1个，文物馆1个，图书馆1个，灯光球场1个。区，乡。村有84个电影放映队，9个

影剧场，21个文化站，43个广播放大站，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县内有文庙(今县文化馆)、南岳天池、文峰塔等较为有名的古迹’锥子山、漫水河、

诸佛庵、石家河、三尖铺等地建有革命烈士纪念馆、碑、塔、墓计9处I还有“霍山县首届

苏维埃政府”和“霍山县工委机关”旧址，可作传统教育的教材。
‘

我县下符桥区下符桥乡的窑包山上，有北宋时期专烧黑釉陶瓷器的窑址，为我县和安徽

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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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概 况

城关镇位于霍山县东北部，北临东淠河，西、南同南岳乡毗邻，东北与三板桥乡接壤。

地势较为平坦，唯西南部有少数丘陵地。

城关镇以管辖县城区及四关而得名。据光绪31年(1906年)霍山县志卷三“城池”记载·

“今县治本六安故埠镇，宋末曹平章垒土为城，元世墟焉，设巡检司于此⋯⋯。”斯时就作

县所在地，一直至今。1951年分东镇和西镇，1953年合并为城关镇至今，系本县政治、经

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全镇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城区下设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3个居委会。有5条街、4条

路，9条巷、11座桥。郊区蔬菜村1个，农业村3个，计44个村民小组，13个自然村。包括

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内，共6451户，2．4506万人(非农业5102户，1．8703万人)。民族以汉

族为主，少数民族有回、满等族。镇人民政府设在东大街。

工业生产方面，有县办的塑料．农机、纺织、农具、汽缸垫、茶叶、印刷，食品等厂。

乡镇企业共有22个，职-F 591人，．可生产胶木、电器、树脂胶，鞋帽，砖瓦等产品，年总收

入11l万元。，

耕地面积3003亩，其中水田2179亩。十里长渠可灌溉全镇耕地。1985年粮食总产达772．1

吨，油料22．9吨。蔬菜村经营面积500亩，年收入达20万元。

1985年大牲畜存栏140头。生猪1171头。渔业养殖面积243亩，产鱼11．4吨。

农用机械总动力975．2马力，手扶拖拉机27台，汽车4辆。

公路交通较为方便。以城关为中心，有霍山通往六安县、舒城县和湖北英山县3条主要

公路，连接支线，可通往全县各区，乡。

镇内设有全日制完全中学2所，小学4所，教职7-257人，在校中、小学生3748人。幼

儿园1所，幼JL430人。县、镇医院各1所，防疫站、保健站各l所，病床210张，医务人员

194名。电视转播台1个，影剧院1个，电影院2，个，庐剧团1个，图书馆1个，文化馆1

个，文化站1个，广播站2个，灯光球场1个。

名胜古迹有文庙(今县文化馆)，还有“霍山县首届苏维埃政府”和“霍山县工委机，

关”旧址。

(5)



标准名称

霍山县

城关镇

西大街居民委员会

两火街

文盛街

南门路

淠河路

中兴路

南岳路

劳动巷

开运寺巷

南潭

中大街居民委员会

辟】火街

通贤街

北门巷

一人巷

太平巷

澡塘巷

东大街居民委员会

东大街

龚家巷

火神庙巷

周家巷

顺河街村民委员会

停车场

顺河街

甘家堆场

玉带桥村民委员会

汉语拼音

Hu6shan XIan

Ch6ngguSn Zh吾n

XTdajl百JOmTnw吾i-

yu石nhui

XTdajI百

W6nsh吾ngjl 5

N6nm百nld

P Th否ld‘

ZhOngxTnglB

N6nyu吾Id

L60d6ng×Iang

Kal yons-}xlSng

N6nt6n

ZhOngdajl百J0rotnwtJl—

yu6nhu T

Zhongdajl吾

Tongxl 6njl百

B吾Im(，nxlang

YT r百nxlOng

Tbipl ngxlang

Z百ot6ngxl5ng

DOngdSjl百JDrninwiJl-

yu6nhu T

DOngdajl苦

GOngjlOxIc3ng

HuSsh百nmIao×lang

ZhOujlaxIOng

ShOnh6j晤COnmT nw§=l-

yu6nhu T

TT ngch百chSng

Shonh6jI e—

GanjloduTchOng

YOdalql60 C0nminw苦卜

yu6nhui

西大街XTdOjl百

桃园T石oyu6n

吴家台 WOjlatO{

犁头店 Li t6udl can

(6)城关镇

说 明

以山得名，此山一名衡山．天柱山．古称南岳．全县面积
2042平方公里，分为中山区、低山区和丘陵区．7．72万
户，34．055万人。

以管辖县城区及四关而得名．县政府驻地．面积约12平方
公里，属丘陵区．645l户，2．4506万人．

居委会．475户，1 336人．

位于县城之西．宽5米，长800米．

与西大街平行，解放后扩建．宽15n，长400米．因学校、
文化部门较集中，故称文盛街．

通往县城南郊之路．宽6米．长1250米．

因靠近东淠河．故名．宽7米．长3200米．

位子县城中心，两旁楼房林立。贸易兴隆．
米，长1100米．

以附近南岳山命名．此路与中兴路成。十。
宽5米，长3lon．

敬名．完7

字形相交．

新命名．宽2米．长50米．

， 因以前有一。开运寺”庙而得名．宽4米。 长70米．

居民区．

居委会．280户．433人．

位于县城中心．宽5米，长500米．

系解放前原名，现沿用．宽4米．长380米．

毙3米，长70米．

因此巷较窄．故名．宽l米．长110n．
’

铪甩原名．宽3米，长200米．

此巷原设有浴池。故名．宽2米，长130米．

居蚕会．397户．809人．

位于县城之东．宽5米．长650米．

从前，龚姓富户在此巷居住，故名．宽2米．长oo米．

因从前此处有痊火神庙而得名．宽2米．长180米．

此巷周姓聚居而得名．宽2米，长70米．

位于县城北郊．因靠近东淠河而得名．以种蔬菜为主．
822户．1805人．

顺河街村委会驻地，附设停车场．

此街因靠近东淠河而得名．188户，781人．

62户．264人．
‘

位子县城西郊．因原有一座。玉带桥”而得名． 259户
1121人．

西外村委会驻地．

20户，93人．

2 7户．141人．

此处原有铸造犁头的店铺．故得名．23户．1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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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红土庙

河口村民委员会

车站

新河

大花桥

双河

大王腐

化龙

马道

菱角塘

上元街村民委员会

石八塔

俞家窑

虞家庄

尹家冲

张家冲

九丫树

纱帽尖

花子桥

H6ng t丘mIao

H每k6u COnm7 nw否卜

yu6nhu T

Ch否zhan

XTnh否

Dahu西q160

ShuOnghg

Daw石ngmlOo

Hual6ng

M石dao

L7 ngjli50tSng

Shangyu6 njl百C0nmTn-

w吾lyuanhui

Shf bat／j

Y6j 10y60

Y0j 10zhuang

YI'nj l石chOng

Zhongj IOchOng

JIdyOshO

ShamaoJ I石n

HuozTql60

说

15户．81人．

明

县城东北郊区，因位子两条小河的汇合处而得名。2l 7户．

985人．

系疆山汽车站旧址．城郊村委会驻地．

32户．185人．

22户．108人．

此村园位于两条小河的汇合处而得名．34户，165人．

25户．106人．

3I户．13s人．

境内有条可通行马率的道路，教名．27户。118人．

此塘产菱角．故名．24户，138人．

此村西面有一条草街．名。上元街”． 46 7户．2048人。

据说俞姓在此以石垒窑八座．其状如塔。教名．上元街村
委会驻地．140户，600人．

2户，8人．

2户，¨人．

7户．43人．

3户。13人．

此地有棵大树．上有九个丫，故名．1户，6人．

附近一山，形似鸟纱帽，故名．6户，30人．

1户。6人．

城关镇(7)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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