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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与期望

黄石市市长徐子伦

《黄石市地名志》在对全市地名普查资料进行补调与更新的基础

上，编纂出版了。这是件对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

表示热烈祝贺。

地名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为了识别周围地理环境，对居

住地和一些地形地物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它伴随着自然界

与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并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

人情和自然面貌，它又随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演变。黄石市是

建国后发展起来的新型重工业城市，但她历史悠久，经历过曲折、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我国历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黄石市地名志》围绕着突出黄石“古矿冶之乡、历代

军事要塞、新兴工业之城”这一重要地方特色，在审慎考证的基础上作

了翔实的记叙。各类地名以丰富的内涵真实地记载着黄石的历史、光荣

的革命传统及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是一部认

识黄石、宣传黄石、建设黄石的乡土教材。它的编纂出版，便于各个领域

使用标准地名，必然对黄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

深远的影响。

《黄石市地名志》的编纂，遵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对全市地名

都进行了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处理。纠正了我市长期存在的一地多

名、一名多写、有地无名等混乱现象。因此，具有很强的行政约束力。今

后，我市各行各业使用地名称谓时，均以此为准，需要命名、更名时必须

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及《黄石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办理。

《黄石市地名志》是我市广大地名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编纂过

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央、省在黄石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湖北省地名办公室

的支持。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我市编纂地名志是项新的工作，如

有错漏之处，恳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

增补修正。



凡 例

1、本志共收录地名1516条，插图13幅，照片161帧。分政区及居民地名称、

企事业单位名称、人工建筑名称、名胜古迹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及其

他等六大部分，另有总述，附篇。为查阅方便，编有“地名首字笔画索

引”和“地名汉语拼音音序索引"。

2、除政区及居民地名称按黄石港区、石灰窑区、下陆区、铁山区的习惯顺序

排列外，其他各类均按地名类别排。市属大冶县仅录其乡、镇、居(村)

民委员会一览表。

5、各类地名均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处理。并经市人民政府审准。地名来历、

含义，存有多种说法的，兼收并蓄。凡有双重以上类性的地名，突出主要

类性编类。
’

4、地名的用字和罗马字母拼写，均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关于地名用字的

若干规定》和《中国地名汉字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份)》处

理。

5、历史纪年，建国前一般用旧历年，并注公元纪年。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

6、数字用法，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

字用的试行规定》处理。

7、计量单位、名称，按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案

(试行)》处理。

8、资料上限依据地名内容作力所能及的追溯。下限除注明外，均截止1985

年。海拔高程除注明外，均为1956年黄海高程系。

9、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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