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蘸攫

羹

鬟

鬻
凇

醴孽黧蹬鸶餮薹器誊莓

蒸

：，：爱∞貅≮

豢

搿



安徽省贵池县地名录
ANHUISHENGGUICHIXIANDIMINGLU

342830

‘内部资料·

贵池县地名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元月



安徽省贵池县地名录

内部资料

贵池县地名录办公室编

胶印：安徽省测绘局印刷厂

铅印：安徽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
，} {

?
“

787×1092毫采．1／16开本，字数约400，000

印数o001—150Q
‘

1985年7月出版



I

i
1：

：

；
；

】
骞
≥
j

j

‘；

、：

‘}
}

：

●‘

；
：

j

j。
～

≮

。

芦

t

—1上』

同IJ
兰．=j
日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我们根据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府

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八一年八月，至一九八二年八月，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

展了地名普查工作。一九八三年初至年底，胜利完成了《贵池县地名录》的编纂工作。

这次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在地名普查过程中，是以1：5万地形图为基

础，以地名普查的规定范围为依据，对全县的4467条(包括新增52条)地名，进行了全面地

调查核实。我们按照国家规定，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以及反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则，对重名重音的一个乡二十九个村和三个居委会，进行了更

名，同时删去不复存在以及失去作用的地名．105条，现在全县实有地名4116条，纠正错位，

错字、错音、错名的地名655条，县城路，街、巷、弄，作了重新命名，地名普查的四项成

果(地名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地名概况)，均经地区和省地名办公室验收审定。基

本上达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与整个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

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工作比较细致，调查比较深入，资料比较系统。普查的主要成果，

经过归纳整理，现已汇编成的《贵池县地名录》，是一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

本地名录包括的内容有：贵池县区、镇、乡基本情况；贵池县行政区划图、城区图和各

区乡地名图，标注了全县村行政区划地名和自然村地名，辑录了全县行政村以上行政单位及

其驻地，自然村和部分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等地名3346条，对

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并对部分地名的来历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区域面积以区划办公室航测调查数字为准，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实

绩均以一九八四年全县统计年报数字，其中部分区、乡农业主要作物产量按上述几年平均数

采用的。人口按一九}k--年人口普查数收录，其余数字均为有关部门提供。

今后，单位和个人使用贵池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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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县行政区划图

GUICHIXlANXINGZHENGQUHUATU



贵池县概况

GUICHIXL气NGAIKUANG



贵池县概况

一、地理位置 ·

‘贵池县位于长江下游南岸，居安徽省南部，东邻青阳、铜陵，西南与东至接壤，南与

石台毗连，北濒长江，同枞阳县和安庆市郊相望。县人民政府驻池州镇。 ⋯

。’ ，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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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 ．；

’!责池，皖南山区的古老县份之一。据《池州府志》，’《贵池县志》，《元和郡县志》等

史料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置县，取石山夹河如城之意，得名石城县(故

址在今灌口乡)，辖今贵池j石台二县全境及青阳、东至二县的一部分，属阳州之丹阳郡，

东汉和晋时又两度属宣城郡；梁时属南陵郡。孙权封韩当为石城侯，三国东吴名将黄盖曾任

‘‘石城长"d。隋开皇十九年(公元五九九年)取“溪流澄碧常秋义’’，改石城为秋浦县，属

宣州。据传，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游石城，因食秋浦之鱼，赞赏水好鱼美，遂誉其水为贵

池水，又传，昭明太子爱这里的山和水，称山日： “秀山”，称水日： 。贵池炉。唐武德四

年(公元六二一年)置州，属池州府治。t贞观元年州废，改属宣州，永泰元年复属池州。五

代杨吴氏正式将秋浦改名为贵池县，属池州府(明洪武年问又作九华府、华阳府称)。宋朝

至和二年(公元一。五五年)，包拯任池州知府，至今仍留有包公井以及手书“齐山"石刻

遗迹。 ’ “
．

、 ， 一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贵池属皖南行署池州公署。一九五二年成立安徽省时，贵池隶属于

安庆地区。．一九六五年属池州地区。一九八。年撤销池州地区，复属安庆地区。
全县辖5个区、．2个镇(其中殷汇镇正待设机构)，27个乡，291个行政村，2619个自

然村，9个街道居委会，98281户，523838人。主要为汉族，只少数回族、满族、苗族、藏

族和蒙古族。。⋯
?

一
，

’1 j
一

-· ‘t

。。三、自然条件㈡． 、． ，

1贵池是山区县，全县总面积,2425平方公里(区划测量面积2510．41平方公里)，地势南

高北低，南部多山区，中部丘陵起伏，北部多圩区。南部主要山峰有老山，金家山、平天河

山、大佛堂，巴山-’蛤蟆山、金哲山、太婆山等，海拔700 N1000米左右，最高峰老山1147

米。水系有秋浦、咙舒、自洋、九华，青通诸河，北向流入长江。主要湖泊有白沙湖、乌头

湖、谷潭湖、升金湖等。本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适中，丘陵和圩区日照多，湿度

大，无霜期长，属季风气候显著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型。年平均气温16．8℃，最高温度七月份

平均28．7℃，最低温度一月份平均3．2℃，年平均I糯1400毫米左右，无霜期约242天。·
≥5．℃年积温5593．5℃。 一 ’-

’

、．

。

r‘本县森林、矿藏、水产资源比较丰富。全县山场面积247万亩，占总面积65·7％，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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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186万亩，有林地面积约81万亩，宜林地86万亩，成熟林2．6万亩，林木积蓄量120多

万立方米，可采伐量50000立方米。林产以松、杉，毛竹为较多，还有油茶、油桐、乌桕、

棕片、竹笋干，板粟等多种林副产品。矿藏种类较多，主要有铁、锰、铜，锌、铅、钨、

钼、锑，萤石、硫、煤等20多种。全县江河湖塘共有水面约12万亩，已养殖面积近7万亩，

水产主要有鱼，年产可达450万斤，河蚌养珠年产可达650公斤，还有藕，芡实，菱等水生

作物。土特产品以西山焦枣，乌子山石榴、黄湓螃蟹、肖坑绿茶等较为著名。

四，经济状况

农业。全县总耕地面积47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兼作豆类，玉米、山芋，

经济作物以棉花、油菜、茶叶、荸麻居多，杂以花生，芝麻。解放后，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粮食产量一九四九年为6529万斤，．一九八四年总产达45800多万斤，增长6倍，棉花总产

65779担，油料总产181021担，年末生猪存栏数175318头。农业总产值一九四九年只有将近

1094万元，一九八四年增长到16079万元(按八。年不变价折算)，比一九四九年增长近

14倍。

全县农业机械从无到有，逐步发展。一九八四年民用汽车416辆，其中拥有大，中型拖

拉机220台，手扶拖拉机2490台，农用载重汽车88辆，农业机械总动力167，201马力，机耕

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约33．5％。全县架设输变电线路1100公里，低压线路2900公里，28个乡镇

都通了电，农村用电量达1351万度。

解放三十多年来，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兴建了四岭、马衙，八一，西山等4座蓄水

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和十万立方米以上的小水库61座，办有小水电20处，年发电量186．6万

度，整修加固山塘11072处，沿江筑起秋江大圩、万兴圩、大同圩，同义圩，秋浦，九华，

白洋等河流不断得到整治，修建千亩以上的圩口堤防48个，兴建通江河涵闸76座，固定机电

排灌站117处。从而增强了防御水，旱自然灾害的能力。全县有效灌溉面积28万亩，旱涝保

收面积近19．8万亩，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lO．6倍。

工业。解放前，贵池只有一家米厂和几家作坊。解放后，工业逐步发展。现有县办工业

企业125个，有农机、化肥，建材，采矿，造船，棉织，食品，印刷、皮革及文教用品等项

企业，职-V6500人，主要工业产品达50多种，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发展到3000多万元，一九八

四年工业总产值6050万元。全县年产煤78000吨，锰矿石6500吨，铜矿石6500多吨，铁矿石

8000多吨，氮肥(合成氨)3996吨，水泥35000吨，黄砂150万吨。境内还有地区造纸厂，

水泥厂，农机厂，烧碱厂，化工厂、农药厂、黄山岭铅锌矿等工业企业14个，年产值3400多

万元。乡镇企业从无到有，迅猛发展，一九八四年全县乡村，个体，联户企业已有9797个，

从业入员33800多入，乡村工业总产值达3445万元，乡镇企业总收入6200万元。

交通：解放前，本县交通十分落后，只有一条贵(池)青(阳)公路，长29．3公里。解

放后经大力建设，交通便利。大(渡口)芜(湖)、殷(’汇)石(台)、贵(池)石(门)

等公路及长江、秋浦河，九华河，构成了本县联系内外的水陆运输干线。公路总长1148公

里，比解放初期增长38倍多，其中柏油路面151公里，实现了乡乡通汽车。每天从县城开出

的班车有80多个班次。池州港可泊三千吨级客货轮，丰水季节可停靠六千吨级海轮。乌沙、

梅龙、牛头山码头，可停靠安(庆)芜(湖)线上下水小轮，江口汽车轮渡是沟通省内长江

南北的主要通道。秋浦、自洋、九华诸河，可通航木帆船，汛期还能通航机动船和拖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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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对县内的物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家旅游事业的发展，贵池是通往本省黄山、九

华山和江西庐山、龙宫洞的中转枢纽。

商业：全县商业贸易日益活跃，供销网点遍布各地。一九八四年商业供销系统纯购进总

值399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416万元，外贸商品购进总值325万元。出口商品有粮油食

品，土特产品，纺织品、工艺品等各类，主要品种有大米、珍珠、留兰香油，蕨菜，蜂蜜、

野味、冰鲜鱼及毛巾等，促进了多种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五、文教卫生事业

据一九八四年统计，全县有完全小学301所，初小387所，在校学生达82060人，入学率

94．2％，普及率达84．67％。初级中学26所，完全中学4所，农，林、职业中学4所，在校

学生18000人。县城贵池中学建校历史达78年，是省重点中学之一，现有校舍面积11992平

方米，设初中部14个班，高中部10个班，有学生1400人，在校教职员工132人。省、地设立

本县的还有外贸、邮电、银行、商业、师范，师专，体育、卫校等专业学校。

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县城共有影剧院、电影院3座，县黄梅剧团1个，有新

华书店，图书馆、工人俱乐部、电视差转台。县办《贵池报》办报已有29年历史，贵池人民

广播电台一九]kN年成立开始播音，全县城乡有电影放映单位126个，影剧院25座，各乡均

有广播放大站。县城和区乡共办有文化中心站14个，乡村各地还有业余黄梅剧团。贵池有

。民歌之乡"之称，著名女民歌手姜秀珍是本县墩上乡渚湖村人。

解放初期，贵池只有一所医院，6张床位，卫生技术人员10人。现在本县境内有中型综

合医院3所(即县医院、地区池州医院、上海三线长江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血防站各1所，区乡卫生院26所，区血防站5所。全县专业卫生技术人员近千人，拥有病床

千余张。同时农村、厂矿单位均设有医疗卫生室，全县形成了卫生医疗网。在根治危害人民

健康的血吸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本县棠溪乡曹村村是昔日闻名全国的“寡妇村”，

今天已经成为。幸福庄"了。

六，文物古迹

贵池，从唐以来，都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里设置过州、府

和专署一类的政治机构，是军政要人云集，文入墨客荟萃之地，历史名家赞美齐山、吟咏杏

花村的诗章有几十篇。晚唐诗人杜牧《清明》诗，宋代岳飞《池州翠微亭》，均以贵池名山

秀水为背景，李白寄寓池州期间，曾三次泛舟秋浦，宴别清溪，留下了不少遗迹和传说，著

名的《秋浦歌十七首》，即作如此，千载相传。

贵池北瞰长江，南望九华，历史上曾有十大名景，即齐山洞天，清溪夜月，南湖烟柳、

西庙霜枫，杏村酒肆，杜坞渔歌、百牙荷凤、天峰霁雪、鳐口归帆等。现存古迹还有齐山，

万罗山，清溪(妙姻)塔、百牙山塔、包公井和杏村古井等，均已列为县级文物古迹保护重

点。齐山。在贵池城东南郊，由十余个小山组成，最高峰八十七米，以奇异的天然景色著

称，素有江南。名山之胜"的美誉。万罗山。位于贵池县城南方向清溪乡清溪河西南岸。

上有通天门、江祖石船山、油盐洞和门前景等古迹，李白曾到此一游，并刻有诗文记载。

清溪(妙姻)塔，百牙山塔，均座落在城北方向，同建于明朝，共七层，高分别为55．7r米，

27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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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镇概况

池州镇是贵池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濒长江南岸，在秋浦、

白洋二河下游。东邻里山、江口乡，西接双桥、高脊岭乡，南依齐山、太婆山，北靠浩瀚长

江。总面积50．436平方公里。镇辖8个行政村，62个生产队，9个街道居委会。占地理位置

的自然村75个(其中路，街，巷、弄36个)，共计2479户，10409人，多属汉族。

池州镇是皖南西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座历史悠久、享有盛名的古

城。池州，州、路，府名。早在唐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置州，贞观初废，永春泰复

置，元升为路，明改为府，因治所在贵池，故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先后两度在池

州镇设立池州行署。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成立池州镇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为池州公社。一

九六一年恢复池州镇，一九六九年又与江口公社并为池州公社，一九七四年江口公社划出，

复池州镇至今。

池州镇是一个以轻工业为主的小城市。除地区和县设在本县的140多个工业企业以外，

全镇集体、个体，联户兴办企业有626个，从业人员1559人，一九]kN年镇办工业产值84万

元，企业总收入420万元。镇内交通四通八达，主要街道近年来都逐步建设为柏油、水泥路

面。长江大、中、小轮常年停靠，上达重庆、武汉，下至南京、上海。区间小轮一天数班，

可达芜湖、安庆等地。池州中心汽车站，每天计有50多车次通向黄山、九华山，芜湖、屯

溪、安庆，合肥，景德镇，铜陵等地。地、县，镇三级共有商业网点300多个，商品销售额

3700多万元。

农业方面l全镇耕地面积5035亩，其中水田2651亩，旱地2362亩。以种植粮食、蔬菜为

主，兼营付业、渔业。一九八四年粮食总产289万斤，蔬菜约9万担，棉花600多担。有林

面积约2700亩。全镇农业机械总动力4000多马力，手扶拖拉机50多台，机动渔船8般，喷灌

机24台(套)，其它农用机械600多台(件)。

文教卫生事业：镇区范围内有电影院3座，可容纳观众3590人。城内有文化馆，图书

馆，俱乐部、电视差转台、溜冰场等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共有医院3所，病床504张，医护

人员432人，并有血防、防疫、妇幼保健等卫生机构。城区有中学6所，小学5所，有中小

学教职员1249人，在校学生7000余人，还有省地县各类专科学校和训练班。

名胜古迹：据《嘉清池州府志》载：贵池古时有十大名景，即齐山洞天、清溪夜月、南

湖烟柳，西庙霜枫、杏村酒肆，杜坞渔歌、百牙荷风，六峰霁雪、湖心古寺，鲼口归帆等，

多分布在镇辖区内。这些名景，现存还有齐山洞天、百牙山塔，包公井和杏村古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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