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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地名 录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福建省三明葡晰办公室编
一九八二年十月



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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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民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

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

真做好。

一～摘自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



夸者毫旨
刖 吾

地名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工具、因

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地名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为了适应四化建设发

展的需要，我市以国务院一九七九年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有关规定”为依据，对全市地名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核调，把绝大部分

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文革”中大搞一片红乱改的地名

恢复原状，把需要更改的地名更正过来，把无名的地名，作了命名。

经市革命委员会[80]综字第007号文件批准，颁发了关于我市地名正

名、复名、更名、命名的通知。现将地名普查成果汇编成地名录。

这本地名录共汇集了标准地名“56条，并附有三明市政区图、市

区示意图、公社地名图、以及市区主要人工建筑图片。

三明是福建省新兴的工业城市。这本地名录同时将提供三明市准

确的地名资料，为各行各业所运用。这本地名录出版，它意味着历史

上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将由此结束。凡被列入这本地名录的地

名、都是法定地名，今后使用地名，都应以这本地名录上的地名为

准。如需更改或新命地名，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有关规定，报

经市政府批准。录中如有不足之处，请及时告诉我们，以便补充修

正。

三明市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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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眺 列 东

列东在市区沙溪东岸，建胴公路过此。]958年三明市开始黄工业建设

辟为市区。市政布局沿沙溪走向平行与垂直。现已建成的路、街九条，总

长度约十三公里，为沥青灌八式路面或水泥混凝土路面。三明地区行政公

署驻此，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闹区。区城内新建高楼鳞次栉

比。路、街两旁绿树成荫。

新兴工业城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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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 市 概 况

三明市原称三元县，据沙县县志记载，三元在明成化年间(i 465

--1487年)曾是沙县二十二都的一个村庄。直到明代中叶，才辟墟设

镇。1936年设立三元特种区。1938年国民党省政府迁移永安后，省行

政干训团、省警官训练团、省军官训练团、省保安处、三青团省团部、

江苏学院、梅列集中营等单位相继驻此。I 940年将沙县、永安、明

溪的部分辖地划出设立三元县。据邓氏族谱记载： “唐代有一安氏

一胎三子。长日龙元，次日狮元，末日豺元。英杰有名，立功唐世，

故名三元。”1 950年元月28日三元县解放。1956年3月三元、 明溪

两县合并，各取冠首一字，设立三明县。1958年开始重工业建设，并

设立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I 960年7月设立省辖三明市。同年12月三

明市、三明县分开建制，I 96 3年7月三明市改为专辖市，属三明地区

管辖。、。

三明市位于北纬26。01 7至26025 7，东经I 17。19 7至I 17 045 7。

地处武夷山脉和戴云山脉之间的梅列盆地。西北与明溪县交界。东与

沙县相连。西南和永安县毗邻。东南与大田县接壤。全市面积i107平

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1 980年人口190968人，其中农业

人口67647入。主要是汉族，还有少数回族、畲族。三明地区行政公

署驻列东，市人民政府驻城关，距省人民政府驻地福州市267公里。

市区设六个街道办事处，郊区设五个人民公社和六个国营农林茶场。

商业闹市在城关、列东两地。省地属重工业多分布在工业路，轻纺工业



多分布在新市路。市属工业主要分布在富兴堡和台江两地。郊区农村

是为城市提供农付产品的重要基地。莘口、中村的木材、毛竹和笋

干。牛岭、松阳的茶叶。回窑、吉口和城区的柑桔。陈大、岩前的淡

水养鱼等多种经营各具特色，有着良好的发展优势。

本市属山区丘陵地带，四周高山环抱，中部沙溪河谷形成梅列

盆地。西岸丘陵广布，坡度较缓，其间嵌有岩前、吉口、碧溪等小盆

地。东岸阶地狭窄多高山或丘陵，向东急剧上升，东部中山山地，大

都为千米以上山岭所盘踞。以普禅山、莲花顶为最高，海拔均在1 500

米以上。山脉向两翼延伸，构成东南向西北倾斜的地势，形成一条与

沙溪走向平行的玳瑁1山脉北段。西部中低山地，不及东部高峻雄伟。

境内花岗岩广布，以燕山期花岗岩为主，其次为沉积岩，最老的是下

古生界砂页岩，还有晚泥盆一一早石炭世石英砂砾岩，晚石炭一一一

早二迭世石灰岩。二迭纪三迭纪一一侏罗纪含煤地层。此外还分布少

量晚侏罗世火山岩。土壤、山地以灰化红壤和黄壤为主，沙溪两岸广

布红壤、河谷和盆地是粉田土和沙土。

本市属中亚热带气候，温热湿润，冬季多雾，春夏之交晴雨相

间。五、六月为雨季，雨量最多。全年降雨量1620毫米。年平均气温

1 9．5℃。一月平均气温1 0．2℃，七月平均气温28．9℃。极端最高气温

38．7℃，极端最低气温零下1．1℃，早霜约始于1 2月1 5日，晚霜约终

于2月1 8日，无霜期约270天，有冰雹。

沙溪是流经本市的主要河流，全长41公里，流域面积84．8平方公

里。东西两侧注入的支流主要有溪源溪、黄沙溪、薯沙溪、台溪、东

牙溪、碧溪、小溪等构成不对称的格子状水系，古人曾在诗中描绘“峭

壁作屏千嶂列。清溪作带两相连”这是沙溪壮丽景色的生动写照，



沙溪河面宽阔。储砂量多，流量丰富，具有灌溉、航运和发电之利。

本市地处本省的心脏地区，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解放前这里

没有工业。自从1958年开始在此进行重工业建设以来，先后有180多

家工厂平地而起。三明钢铁厂，是我省最大的钢铁冶炼企业。市区拥

有冶金、机械、化工、电力、电子、五金、森工、建材、建筑、安装、

制药、食品、纺织、印染、服装、皮革、玻璃、陶瓷、塑料、竹木等

工业企业。全民所有制职工达七万余人。1980年工业总产值为五亿三

千五百余万元，其中市属工业产值一亿三千三百余万元。三明钢铁厂

和三明化工厂的建立，填补了我省手无寸铁和短缺化肥工业的空白，

对促进我省工农业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三明重型机器厂生产的压

路机、卷板机，三明化工机械厂生产的橡菠塑料机械、高压阀门等产

品均远销国外。三明食品厂生产的鹅牌咖啡茶(1 939年注册商标，是

原上海三星糖果厂的传统佳品)，三明皮革厂生产的金鹿牌皮鞋，三

明服装厂生产的金鱼牌衬衫等，均畅销国内外。列东木器厂生产的木

制家具款式新颖、美观大方，质地良好，颇受群众欢迎。

全市耕地面积91，272．85亩，1980年粮食产量521，781担，平均亩

产432斤。解放后修建山塘水库五个，总蓄水量为八十八万立方米。建

水轮泵65处6l台，喷灌机械6套57．4殛。有效灌溉面积58686亩，其

中旱涝保收田1 2721亩。农用汽车40辆32 30匹马力。大中型拖拉机65

台，手扶拖拉机452台，机耕船1 1台，农用柴油机110台1 990匹马力，

农用电动机504台3259．6匹马力。大队农机修配站八个，机床24台。农

村交通便利。全市64个大队，可通汽车的有57个大队329个生产队。可

通拖拉机的有64个大队，367个生产队。已通电话的有60个大队。建

水电站73个83台4655配，已装电灯64个大队。主要的经济作物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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