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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地名工作是国家政权建设和行

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基础

工作，因此，注重地名工作是一个国家强盛和民族文明的一种标志。

遵照国务院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我县于一九八一年六月完

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地名普查，进行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工作，

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地名资料，全县共普查各类地名1664条，命名、更

名2个公社，389个生产大队。普查成果经有关部门审定合格并上

报。它是我县广大干部、群众和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地名领导小组

领导下共同努方的结晶，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基础材料。为了使地

名普查成果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发挥它在军事、外交、民

政、公安，．交通、邮电、新闻、测绘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们又以这些成果为基础，编制了《江苏省海门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主要内容包括：县地名图，县、区、社、镇及重要的专

业部门，人工建筑物的概况，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各类地砻，各

级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命名、更名的文件。

本地名录的出版为使用标准地名提供了法律依据，结束了长期存

在的地名混乱现象。今后所有部门和单位使用地名必须以本地名录为

准。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按国务院(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

名、更名的暂行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任意

更改地名。

本地名录中的《海门县地名图》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出版的《海



门县图》为底图编制的。主要反映我县地名的分布情况，

份生产大队名称，不作划界的依据。

根据多方面的建议和要求，我们编绘了全县各公社、

标注了全部生产大队的名称。

只标注一部

镇的插图，

部份专业部门、人工建筑物等名称，由于缺乏地名意义和限于篇

幅，未录入本地名录。

废地名仅为查找地名参考，不作标准名称使用。

本地名录所选用的资料，截止时间为一九八一年底。现政社分设

工作正在进行，待全县行政区域和机构改革结束后，统一考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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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门县地名图
海门县新旧县总图(明·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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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门县概况

l l



海门县概况

海门县位于长江下游北岸，离长江入海1：：170公里，东与启东县毗邻，南与上海市崇明县

隔江相望，西部及北部同南通县接壤，东北濒临黄海，距省府南京230公里。东西长43公

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1102平方公里。人口97万，其中非农业人口5．7万，有少数

民族8人，余均汉族。县府设在海门镇(原茅家镇)。地理座标：东经121。097，北纬

3l。53，。

海门县系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海拔高程(以黄海为基

准)平均3．038米左右，最高点5．038米，最低点2．338米。古称东南泽国。五代周显德五年

(公元958年)始置县，当时启东尚未成陆，海门因地处长江入海之f-jp而得名。由于常

受江水海潮侵袭，大片土地屡坍屡涨，县治亦几经迁移。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从

通州(今南通)和崇明各划部分新涨沙洲，设海门直隶厅，辛亥革命后，复称海门县。一九

四O年新四军东进以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九月海门县东部地区和启东县合并成立

海启行署，一九四二年秋并入东南行署，海门县西部地区和南通县并为通海行署，统属苏中

四专署。一九四六年海启两县分县建置，年底并入东南行署。一九四九年一月，海门全境解

放，海门、启东又分县建置，南通县的余中，三益，四甲划归海门县，海东、海复，二激划

归启东。同年2月海门县政府迁至茅家镇。一九五四年九月复将海门县的王鲍区和三阳区的

聚南乡划归启东县，至此，县界基本确定。现在全县设5个区，31个公社，2个县属镇，8

个场圃，779个生产大队(包括永隆沙良种场6个大队)，7927个生产队。

解放前，因受江水海潮影响，江海沿岸时涨时坍。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进行护岸保滩，围

堤开垦，陆续建成了江心沙农场，棉花原种场、种羊场，沿江淡水养殖场，永隆沙良种场、

长江芦荡养鱼场，大东农场和海门盐场。

全县土壤以夹沙黄、黄泥土，沙泥土为主，占22．6％的成沙土大部分分布在县境东北

部，经排成、改土、轮作，盐渍程度逐渐减低。境内原来河港较多，但大部淤塞，易涝易

旱。解放后，在江海沿岸有计划地进行了并港建闸工程，兴建了节制闸、船闸多座。疏竣开挖

了通吕，通启、海门，青龙、灵甸等纵横主干河道，构成了格状河网系统，分别与长江，黄

海相通。

全县属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5．1℃，夏秋最高为38"C，冬春

最低为一8℃，平均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无霜期229天，夏秋季节常有台风侵袭，偶

而还受到龙卷风和冰雹的灾害。

全县耕地面积86万多亩，以种植粮棉为主，兼种油料，黄麻，薄荷、留兰香、除虫菊，

小辣椒，药材等经济作物，其中薄荷：小辣椒供出I：3。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为5．3亿多斤，

单产1196斤，皮棉总产58．1万担，单产148斤，油料总产711万斤，薄荷油79．6万斤。林业以

大东农场东西10公里长(总面积500亩)的海堤林；带为主，其余散布各地。副业主要饲养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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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鸡、鸭、蚕、蜂和河蚌育珠等。渔业有海水、淡水鱼两类，年产量13000吨。一九八O年

年终社员平均收入为143．9元，农村存款4500多万元。

解放前，海门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规模稍大的仅有大生第三棉纺织厂和颐生酒厂。解

放后发展较快，先后兴办了铸钢、机械、化工，电子，建材，轻纺和食品，粮食，油料、棉

花加工等工业。一九八O年全县工厂企业有716个(全民33个，集体683个)，总产值3亿2

千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1％。随着农工副业生产的发展，外贸产品已达30多种。海门手

帕畅销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县水陆交通便利。有省级公路通启寅线和常久、通吕、掘青等干线，县境内通车里

程200多公里。长江航线有青申、青浏线，还有青龙港到牛棚港和灵甸港到永隆沙的对江轮

渡。内河航线长达460多公里。

一九八O年全县有中，小学698所，在校学生16万余人，教职员：I'_9700多人。有山歌剧团、

越剧团，评弹团和电影院、剧场、放映队，文化馆(站)、图书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等文化单

位。有县医院、麻风病防治所、精神病防治院，防疫站和公社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84个，病

床2044张，医务人员1877人。农村普遍设立了医疗室，赤脚医生遍及全县各地。祖传针灸，

推拿医术，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

解放前设天主教海门教区，一九八一年海门镇天主教堂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历史上，海门也有一些名胜古迹。宋朝天圣年间范仲淹筑捍海堰，称范公堤，现在通东地

区的老黄岸就是范公堤遗址的一部分。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围筑的凤城(今余东镇)，因

年久失修，城墙已坍没。清乾隆年间县令徐文灿曾筑堤于天补沙，后人为纪念他称徐公堤，

堤上建有海神庙，并在茅家镇造徐公词。同期所建的文庙、武庙、狮山、西公园，嘉庆时所建

的城隍庙、文昌宫、先农坛，魁星阁(俗称六角亭)，都天堂，师山书院等，在日寇侵占期

间大部被毁。现尚存狮山一座，在海门县烈士馆后。

海门县烈士馆及陵园，在县府东侧宏伟河畔，占地22亩，于一九五二年十月落成，馆名

由郭沫若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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