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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茜

，《监利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

它的出版，对于继承地名遗产、指导全县工作，具有一定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书中收录有监利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

以及县、社、大队、重要自然村(镇)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

地理概括；并附有各种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名胜

古迹的情况介绍。对于一些含义不大健康，讹传、用字不够规

范、字音不准的地名，均按1979年“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国发L 1979 1 305号文件)的精神进行了调整、纠

正。
‘ ‘

Ⅸ监利县地名志》是经过县人民政府审定出版的．今后，凡

使用监利县地名，均应以此为准。如需更改地名，必须按规定权

冁办理审批手续。

限于编写人员水平，本书可能还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恳请批

评指正．
’

监利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A-"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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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收录监利县地名5000多条。排列顺序是t县城(容

城镇)居首，各公社，县辖镇7乏其所辖的大队(居委会)和辖区
’

内的自然村(镇)均按其地理位置自西而东、自北而南排列．

二、较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分别

排入所在地(跨县公路、河流一般排在入境处)，并在书后按其

类别附表以便查阅．

三．除县、社、县辖镇、农场作较详细的文字介绍以外，其

它诸如大队(居委会、分场)、自然村(镇)一般只写明处地方

位、名称含义和人口概数．

下列几类自然村(镇)一般不解释名称含义：
’

＼ 1、以姓氏命名的．如。张家湾，李家台．

1L 2，以处地方位加姓氏命名的。如：北王家墩、西赵门．

、、8，以村庄规模加姓氏命名的。如：大钱家庄、小郑台。

＼ 4，以建村历史长短加姓氏命名的．如：老冯家墩、新李家
{

，{ 台．

5、以极易理解的政治用语命名的．如：光明台、民主墩。

．此外，自然村名称中的区域性通用文字，在此一并解释。条目中

不再释义。 ．

墩，台。一般指较高的地方．由于监利地土卑湿，建房需事

先填筑台基，故一般有村落即有墩台。

湾。水流弯曲的地方。书中一般指面河湾而居的村落。

岭：本指山，书中一般指村处地势长而且高．

咀一同“嘴"．书中一般指临水突出的尖形地带。

套：河流或山势弯曲的地方。用作村名一般指临村小河环

绕．曲折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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