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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莒南县地名志》于1983年9月编写出初稿，历经修改、润色、

审定，于同年年底落成定稿，经省、地审定，正当志稿付印时，恰值

1984年5月县行政区划变动，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1 6处人民公

社，设立四个镇、21个乡，共25个乡、镇，分别是十字路镇、大店

镇、坪上镇、板泉镇、小官庄乡，石莲子乡、狮子口乡、涝坡乡、文

疃乡，朱芦乡，道口乡，筵宾乡，柳沟乡，厉家寨乡，岭泉乡，蝙山

乡、刘家庄乡、相邸乡、坊前乡、官坊乡、相沟乡、洙边乡、演马

乡、壮岗乡、团林乡。为记载此次区划变动情况，故在“莒南县历史

地名图一部分，增绘《莒南县1984年行政区划图》，并附25个乡、镇

及其所辖自然村名称。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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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要改动某个地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经过申报批准，方为有

效。

《莒南县地名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省、地地名委员会和县委、县府的直接领导下

进行的，并得到县直和公社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热心于地名工作的诸位同志的热情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l

地名普查和编辑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时间短，缺经验，水平所限，不妥

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领导和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莒南县地名委员会

，，一．．．1983年12月

蹦裁黝销霸麴翻曩灞翱



莒南县概况

JUNANXIAN GAIK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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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南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大部境域座落于沭河东岸，马警山之阳，东经118033 7至

1190117，北纬35 0007至35 0237，东连Et照县，西靠临沂县，南接江苏省赣榆县，北依莒县．

西南与临沭县搭界，西北与沂南县毗邻，东西长55公里，南北长40公里，总面积l，752平方

公里，占全省的1．14％，总耕地面积117．7万亩。辖15处人民公社，1个镇，128个管理区，

934个生产大队，989个自然村，841，191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80入，除回、满、藏、朝

鲜等少数民族874人外，其余均系汉族。中共莒南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十字路。}

县境地形北高南低，由北向南逐渐倾斜，东北部系山区，东部和南部为丘陵，西部属平

原。境内山丘连绵，地貌复杂，素有“九岭十八坡，两岭夹一河”之称。‘大小山头5l’7个，

多分布于涝坡、文瞳、大山公社以及大店、筵宾公社东部、十字路镇东北部，县境内马髻l山

海拔662米，系众山之冠；还有鸡山、’大山、甲子山、1望海楼、黄山、小龙山、东鲁继山、

空山、头山、卧石山等均在海拔400米以上。丘陵地带，多分布于相沟、洙边、相邸、坊前、坪上、

壮岗和团林等公社，均在海拔100至200米之间。平原主要分布于沭河两岸的石莲子、岭泉、

板泉公社以及大店、筵宾公社的西部，均在海拔90米以下。地质复杂，土壤类型主要有砂

(砾)土，老黑土、黄壤土、白炭土和沙壤土五种，其中。砂‘(砾)土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丘

陵，占总耕地面积的54％；老黑土多分布在平原：占19％，黄壤土多分布在缓丘、底岗和盆

地，占15％；白炭土多分布在丘陵，占4％；沙壤土多分布在河谷平地，占8％。

境内沟壑纵横、河流众多，主要流向有西南和东南两个水系，沭河是县境内最大的一条

河，亦是向西南水系的主干，发源于沂水县沂山南麓，经莒县入境，流经大店、石莲子、岭泉j板

泉4处公社，74个生产大队，从板泉公社龙窝村入临沭县境，境内流程35公里，河床平均宽

500米；主要支流有浔河、鲁沟河、鸡龙河、汀水河、+武阳河。向东南的水系，主要有洙溪

河、龙王河、绣针河，均发源于本县境内，经江苏赣榆县注入海州湾。其特点j’汛期水位抬

高，河床加宽。水流湍急；汛期过后，流量较小。解放后，我县人民治山治水，改造自然，

1953年修建了全省最早号称“山东水库之母”的石泉湖水库；1955年和1957年毛泽东同志分

别对王家坊前、高家柳沟和厉家寨作了亲笔批示，+全县人民更加精神振奋，发扬愚公移山的

革命精神，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山、水、林i田、路，，村综合治理。先后建起陡

山、大山、虎园、相邸4座大中型水库，191座小‘(一’)、u(二)型水库，筑塘坝1，136座，

总蓄水量5亿多立方；建大中型拦河闸6座，主干渠535条，计994公里；打机电大井2，933

眼，建机电灌站322处，小水电站8处，装机4，200千瓦’，设计年发电量777．8万度；全县有效

灌溉面积68万亩，占总耕地而积的56％；整地改土45万亩，农田林网面积21．5万亩。

莒南县属温带季风区、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又受海洋性气候调节，春暖、夏热、秋凉、

冬冷，四季变化明显，年平均气温12．7℃，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一2．3℃，’历年极端最低

气温一19．2℃(1969年2月5日)}‘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25．9℃，历年极端最高气温38．8℃

l

况概县
南．莒r



(1978年6月11日)；气温年较差达28．2℃。年平均降水量850毫米左右，多集中在七、八两

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0％，一般有春旱、夏涝、秋干燥的规律。初霜在十月中旬，终霜在

四月上旬，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农谚，无霜期190天}初冻一般在十二月中旬，解

冻在三月中旬，结冰最大深度在O．4米左右；霜冻、狂风，暴雨、旱涝和冰雹是常有的灾害

性天气，常常危害农作物的生长。1983年5月20Et，全县g处公社，596个生产大队遭受了历

史上罕见的严重风雹灾害，全县受灾粮田面积53．3万亩，其中12．244万亩绝产。

全年日照数为2，458．94,时，月日照时数最长为300．9d,时，出现在1971年5月，最短为

98．2小时，出现在1961年6月。年平均相对湿度为了O％，七、八两月间最大为84％，二、三

月间最小为62％，对农作物生长发育极为有利。

莒南县经济以农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地瓜、玉米，其次是水稻、谷子和高梁；经

济作物主要有花生、黄烟、棉花，是全省花生生产基点县之一。1982年粮食亩产1，028斤，

相当于1949年的5．35倍，总产71，369万斤，相当于1949年的3．5倍；花生亩产425斤，相当于

1949年的2．85倍，总产15．811万斤，相当于1949年的3．99倍，农业生产总值35，525万元，相

当于1949年的5．9倍。

1941年以前的工业除有少量的个体手工业外，基本是个空白。建国后，工业生产发展很

快，1982年底，全县有工厂137个，其中县办工业单位33个，社办工业单位104个，县、社工

业总产值7，041万元，相当于1949年的21．96倍。工业产品主要有农业机械、五金工具、化

肥、水泥、有光纸、原煤、塑料、电器材、白酒、食油和柳草编织品等。第二五金厂生产的

油灰刀被轻工业部誉为优质产品，远销西德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第一五金厂生产的木柄

刀、大店公社砂轮厂生产的大鹏牌油石，行销国内十几个省市，远销西欧等十四个国家和地

区；柳、草编制品也畅销国际市场，颇受欢迎。

全县宜林面积37万亩；已造林35．97万亩，为1949年的3．6倍，覆盖率达到15．g另。树种

?繁多，用材林22．84万亩，主要有杨、柳、榆、桐、槐、松等树，多分布在山川河谷地带；经

济林8．97Y亩，多系苹果、黄梨、板栗、大枣、柿子、桃子、葡萄和茶、桑等树，有“五月

红、六月鲜”和“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之说，单苹果就有40多个品种，年产

乏量3，200万斤，行销全国十几个省市，南茶北引、南竹和水杉北移均获得成功。1982年，全

县植茶了，621亩，年产51万多斤，莒南绿茶曾被中央茶科所鉴定为“调素紧结，外形美观，

’汤子浓厚，回味甘甜，叶片厚，耐冲泡”的表茶，砖瞳的葡萄弛名县内外。东北部。东部山

-区丘陵地带有丰富的天然饲料，适宜放牧牛、羊，发展长毛兔、养猪业；1982年存养大牲畜

．38，439头，生猪328，486头，山、绵羊42，364只。利用水库、汪塘养殖白鲢鱼、草鱼、鲤鱼

等十几种。此外，还有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天然的动植物资源。如蚕茧、酸枣，蔬菜、花椒、

编织、雕刻、蟾酥等。蟾酥生产是全国的重点产区，历史悠久，系传统性特产，据《重修莒

志》载。 “蟾酥出莒南乡一带，品质特佳，产量最高。”蟾酥是名贵的中药材，平均年产

1，300斤，最高年产量4，500斤(1954年)，出口日本和东南亚，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同时，在县境内的山川田野上，生长着许许多多丹参、杜鹃，海棠、玫瑰、月季、牡丹、芍

药、桂花，大青叶、车前子、马齿苋、何首乌等花木野草，--N药用，二则观赏。把莒南大

：地点缀得更加绚丽多彩。

农业动力机械，近年来发展较快，1982年有大中型拖拉机1，324台，小型拖拉机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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