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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县地名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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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淮安县地名录》是根据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

管理暂行规定》精神，在省、行署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在县

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对金县地名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

编辑而成的标准地名录。

本地名录收集编入标准地名五千零二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和

自然村名称四千八百二十六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三条，独立存在

的、重要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称四十四条，名胜古迹

和革命纪念地名称十六条，人工建筑物名称一百一十三条；编写

县、社、场、镇概况三十五篇，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概况十三篇，

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概况七篇；绘制了县、社、场、镇地名

图三十三幅；并配以彩色精印照片一并发表，以飨读者；还附有地

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

地名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

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

和民族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

教等各项工作都有影响，因此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

学性都很强的工作。通过地名普查和编辑地名录，恢复了群众所熟

悉惯用的地名九十三条(其中城镇居委会六条，街巷四十八条，农

业生产大队三十九条)，统一了行政区划和驻地名称六条，同时解决

了大队重名六十九条。

为方便读者使用地名录，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本录编排按镇、社、场为序，各单位则按驻地．所属大队为

序．

2．因县内气候基本相同，故只在县概况中反映，各社(镇、

场)就不再赘述。

3．本录所引用的各类数据，除标明年限外，均为1 980年底统计

概数。

4．地名图按1980年五万分之一版图绘制，因本地名录制版比例

不一致，不作划界依据。园艺场、稻麦原种场分别绘在宋集公社、

席桥公社图幅上。

5．地名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颁布

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6．重要地名来历含义，采用在备注栏说明和加小注的方法。凡

以姓得名自然村的来历、含义，从略。

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如确需改名或命

名的，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地名

办公室审核，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淮安县概况

淮安县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位于江苏省苏北平原中部，东经

I 1 8。597～“9。367，北纬33。23 7---'33。457。东与阜宁县交界，南

与宝应县毗邻，西南同洪泽县接壤，西与西北紧靠淮阴县和清江市，

北面是涟水县，东南隔射阳湖与建湖县相望。县人民政府驻淮城镇。

金县辖三十个公社，一个镇，三个场(园艺场、稻麦原种场和省属白

马湖农场)，有六百三十五个生产大队(其中渔业大队两个)，十三

个居民委员会。总面积约一千六百四十四平方公里。据第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一百一十一万七千余人(其中城镇人口八万三

千多)，绝大部分属汉族，其他回，壮、苗和满族等少数民族共三百

七十二人。

淮安历史悠久，远在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辛勤

劳作，繁衍生息，并形成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一一青莲岗文

化。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秦汉属古淮阴县。东晋安帝义熙

七年(公元41 1年)设山阳郡，治山阳县，因西北曾有钵池山，故

名山阳。南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于盱眙、山阳二界

间，立东平郡，建立寿张、淮安两县，淮安一名，于此始，乃是取

其淮河流域人民安居乐业之意。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

设楚州。大业初，州废，属江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

东楚州，八年改称楚州，五代、北宋沿袭不变。南宋绍定元年(公

元1 228年)改楚州为淮安军。端平元年(公元1 234年)，改淮安军

为淮安州，元朝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升淮安路，属河南行

省，仍改为山阳县，为路治．明清两代均设淮安府，治山阳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 914年复名淮安县，至今末变。古代淮安濒临淮水，扼南北之要

冲，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以来，更成为南方诸省漕运北上的咽喉

要地，热闹繁华，俨然省会，正如诗人所乐道的那样，“襟吴带楚

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

淮安人民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千百年来，反压迫，反侵

略的斗争连绵不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谱写了许多光辉的

历史篇章。1927年9月，于钦工横沟寺成立了直属省委的中共地下

党组织，即淮安特支。同年1 2月，成立中共淮安县委，领导农民进

行了抗租，抗税、抗捐的斗争。1 928年2月，在省委的指示下，又组

织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此后，革命斗争虽屡遭

挫折，但革命火种始终埋在人民的心里没有熄灭。1 939年3月，日寇

占领淮城，不容外侮的淮安人民，把抗日的烽火燃遍城乡各地。在运

西成立中共淮安县工作委员会，109又于北乡横沟寺划建淮安县工

委，并于顺河鲍陆庄建立抗日淮阜大队。1 940年1 o月，于顺河小新庄

成立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八路军淮安办事处。1941年1月中共

淮安县委正式成立。抗日根据地随之诞生，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出现

了新局面。1 943年2月至4月，淮安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粉碎了日

伪军空前大扫荡。1 944年3月，在震惊中外的车桥战役中，我军歼灭

日伪军一千多人，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 945年秋，日本

投降后，盘踞淮城之伪军，继续顽抗拒降，五千余名守敌，被我全歼，

淮城解放，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五地委、五专署以及华中

党、政、军领导机关，陆续进城驻淮。1中共淮安县委领导全县人民，

开展一系列重大活动。反奸斗争声势浩大，减租减息深入人心，土

地改革全面发动，还疏浚了文渠，渔滨河，开挖了衡河。1 946年秋，

时局发生逆转，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再起。我



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9月2 1日主动放弃淮城，党政机关随军北撤。

不屈不挠的淮安人民坚持了艰巨卓绝的斗争，有300多名英烈，献

出了自已的生命。1948年1 2月9日，淮城第二次解放，取得革命斗

争的胜利。

淮安为黄、淮两河冲积平原，沟渠纵横，t大部分系水网地区，

西南和东南为沼泽湖泊区。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高程一

般为三到八米左右，县城西边的京杭大运河纵贯县境，苏北灌溉总

渠由西南流向东北，斜穿县境中部。土壤有沙性和粘性两种。

淮安县地处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温暖湿润，四季分

明。年平均气温为14．1。C，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为0．4。C，最热

的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6．9。C。年降水量平均为947毫米，最少只有

569毫米，最多曾达l，220毫米。无霜期平均为20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

通过0。C期间，积温平均为5，166。C。农作物是一年两熟。

解放前夕，满目疮痍的淮安是个官僚、地主聚集的消费城市，

充斥着茶馆、酒店、烟铺，除了饮食服务业比较兴旺外，只有很少

的手工业作坊，工业几乎是空白。 “一唱雄鸡天下白”从四十年代

的下半叶起，淮安获得了新生，经过建国以来的建设，无处不显露出

人杰地灵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交通、文

教、卫生事业也均有很大的发展。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机

械、电子、化工、棉纺和轻工业为主。淮安无线电元件厂为香港

来料加工的电视机中周，质量在全省夺魁，并远销欧、亚、美洲十

多个国家，获得国内外好评。县服装厂的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

内销25个省、市、自治区，还成立了一个专业化的服装工业公司。目

前全县有县办厂三十六个，镇办厂一百五十三个，社办厂二百五十

八个。外贸事业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出口商品已达到七十多个品种，



有品质纯正、香味浓郁的薄荷油；有质地柔软、价廉物美的蒲拖鞋；

有花型美观、绣工精致的小淮绣；有式样新颖的枕头和鲜艳柔和的

针织品；还有光泽明亮、坚密结实的地毯和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

工艺品，远销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食品工业的茶馓，已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不仅盛名国内，而且曾于1 930年在国际巴拿马博览会上获

银质奖牌，享有国际声誉。

农业方面，全县有耕地一百二十多万亩，粮食作物以稻麦为

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薄荷次之。1980年粮食总产九亿三千八

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七百五十多斤；棉花播种七万多亩，总产三

百一十万斤；种植薄荷三万一千八百亩，总产二十五万八千余斤；

油菜六万三千余亩，总产七百一十一万斤。全县造林七百余亩(均

为防护林)，堤旁路边植树八百五十一万株，栽植桑园四千五百余

亩，蚕茧年产二千多担，果园四千四百亩，以苹果为主；饲养生猪

六十多万头，其他家禽家畜也有很大发展；国营渔场一个，社队渔

场四十六个，水产品年产二千余吨．在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发挥了金县农民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

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

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千百年来，洪水给淮安人民带

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从1951年到1952年春，苏北人民开挖了苏北

灌溉总渠，为淮河打通了入海道，并在苏北灌溉总渠与京杭大运河

交汇地带，兴建了运东分水闸、运南节制闸等一系列配套工程，控

制和调节大运河与灌溉总渠水位，收到了排洪、灌溉、航运等多种

效益。沿总渠一线，淮安境内兴建了复兴、渔市、涧河、新河、永

济和张码等六个灌溉涵洞，加上大运河一线的七个涵洞，使全县近百

万亩农田可以引水灌溉。1974年后，淮安一、二抽水站相继建成，

，



并配套了引江闸、引江大桥，是南水北调东线上的第二梯级，它把

江都抽水站引来的江水，提高四、五米，抽引到徐淮地区。在运东

分水闸一带两公里的范围内，计有九座节制闸，三座船闸，两座抽

水站，三座发电站，八条人工河，三个地涵和七座公路桥，巧夺天

工，珠联璧合，形成了一个气魄宏伟、布局紧凑的水利枢纽闸群·

全县交通四通八达，公路干线有淮(阴)扬(州)公路，淮

(安)阜(宁)公路和。六。一公路，贯穿全县十九个公社，长一

百二十四公里。县内公路六条，总长一百九十三公里。航道干线有

京杭大运河，苏北灌溉总渠，县内航道有溪河、涧河、岔溪河、塘

河等三十四条。目前，既通班车又通班轮的有四个公社，单通班车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建国前只有两所

中学，小学也寥寥无几，劳动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现在金县已

发展到六百四十多所中、小学，师生近二十六万人，学龄儿童入学

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点八。县城有电影院三个，剧场、工人文化宫，

文化馆和图书馆各一个，有专业淮剧团一个，电影放映队五十九个，

各公社都设有文化站。解放前全县只有医院一所，现有综合医院和

皮肤病防治院各一所，中心卫生院三所，计有病床九百张；公社卫 ，*，

生院二十六所，门诊所二十七个。县、公社医务人员共一千多人，

大队有卫生员一千五百人。

历史古老的淮安，保留下来的名胜古迹有建于北宋建隆元年(公

元960年)的镇淮楼和建于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的文通塔，有抗

金女英雄梁红玉的祠，有在鸦片战争中镇守广东虎门壮烈殉国的抗

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的祠、墓，有纪念史称兴汉三杰之一的军事家韩

信的汉韩侯祠，以及与韩信有关的胯下桥、韩侯钓台、漂母祠，有

，一舌、



千古留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故居，有汉代辞赋家

枚乘、枚皋的故里，有相传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

冤》中女主人公窦娥的住地窦娥巷，还有古清真寺。此外，在城北

还有一座具有自然风光的古典园林一勺湖公园。革命纪念地有为
国捐躯的革命烈士陵园和周恩来总理故居。

1980年，淮安被辟为新开放的旅游区，兴建了具有地方建筑风

格的华丽宾馆。如今宾客盈门，热闹非凡，他们大都是怀着敬仰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的心情，专程前来

瞻仰故居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座古城正以

崭新的姿态，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在瞻仰周恩来总理故居

外宾参观周恩皋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劳动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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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城镇概况
淮城镇位于淮安县境偏西，居淮河下游，苏北平原中部，京杭大运河纵贯城西，苏

北灌溉总渠斜卧城南，东、北两面为淮(阴)扬(州)公路环抱，与城郊、城东两公社

毗邻。镇人民政府驻东门大街中段北侧。淮安古城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东晋安帝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始置山阳郡，重筑城池，改名山阳，唐武德四年置东楚州，八

年为楚州治所，又名楚州城。南宋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楚州改为淮安军。明洪武年

问在淮城北里许的北辰坊建新城，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在新、旧城之间，

沿东、西两端，加筑两道城墙，这都份称为夹城，又称联城，号称三城并联的淮安府，

主体在1日城。元、明、清均为官府驻地，现仍是淮安县府神经中枢。1945年，第一次解

放设淮城市，1948年第二次解放建立两淮市，设淮城区，1957年建淮城镇，至今未变。

现有八个居民委员会，主要街道有镇淮楼东路，镇淮楼西路，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南

门大街，：ll：；fl大街，东长街，西长街等八条，还有十个农业生产大队，九十九个生产队，

总人口八万三千多，其中农业人口二万多，除回、壮等少数民族三百余人外，其余均为

汉族．是综合性工商型城镇。

淮城镇，解放前是消费城镇，公共设施简陋，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机械工业几乎

空白。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镇人民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新建了自来水

厂，开{謦了公共交通，安装了路灯，拓宽和延伸了城镇道路，并铺筑了沥青路面．城内

文渠曲流。笔直、干净、平整大道两边，松柏、梧桐，林荫覆盖，一块块花圃、一排排冬

青、黄杨，整洁、美观，舒坦。人们进入城内，顿觉清新爽快，精神倍增。工农业生产

均有显著增长，工业以纺织、化工、五金、电器、修配为主，其中精美的针织品和小

巧玲珑的工艺品远销国外。镇办厂有棉纺，针织、印刷，电器，五金、机械，服装等二十

六个，在厂职工五千余人，1980年全镇企业总产值四千六百万元。全镇有近百个大，小商

店，经营品种繁多，琳琅满目。还有酒肴闻名的实验菜馆，百年老店文楼的汤包。所辖十

个农业生产大队，以种植稻、麦、蔬菜为主。尤其是淮安土特产——蒲菜，产量逐年上

升，其口味鲜美，驰名全国，副业有柴蒲编织、捕鱼等．

随着工，农，副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现在追求的是学文化学

知识，渴望有高尚的精神生活享受。镇内除江苏省淮安师范外，还有三所县属普通中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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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所小学(其中新安小学是新安旅行团的诞生地)，共有教职员工五百多人，在校生一万

三千人，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幼儿教育，除县直机关幼儿园、托儿所外，还有小学附设幼

儿班十五个。文艺活动丰富多采，目前有专业的淮剧团、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剧场和

河下立体电影院，还有早溜冰场，儿童游泳池和综合性简易体育馆。有县属中西医综合医

院和皮肤病防治院外，还有镇办卫生院一所，医务人员九十八名，实行分科治疗，并备有病

床六十余张，下属十七个门诊，为群众防病治病提供了方便。近几年来，特别注意净化水

源，绿化城市，美化环境，向城市园林化迈进。

西长街南段是淮安县的“心脏地区”，中共淮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

均设于此，北段是县政法部门，公、检、法机关所在地。建在镇淮楼东路的工人大会堂，

是县级机关召开大会的场所。县政协、县委统战部驻镇淮楼西路。全镇有街巷一百八十

六条，城内除南门大街东侧建起楼群外，其余仍以平房为主。城外大运河西，已先后兴建

好多座工厂，成为县属工业区。淮城镇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镇内文物古迹有保存完整的唐景龙二年建筑的文通塔，登塔可以嘹望全城，是淮城镇

上的一景。有北宋建隆元年的镇淮楼，有西汉初年杰出的军事家韩信少年时受辱之地的胯

下桥，为纪念这位风云人物，还建有韩侯祠、钓鱼台和漂母祠，有清代抗英民族英雄关天

培之祠、墓，有抗金女英雄梁红玉祠，有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作者、明代杰出的文学

家吴承恩之故居，有西汉名辞赋家枚乘、枚皋的故里——古枚里，有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笔

下《窦娥冤》中的窦娥住过的窦娥巷和古清真寺等。此外，还有解放后新建以供游人观

瞻的革命烈士陵园和古风景区——勺湖。在镇淮楼西北约三百米的驸马巷内，座落着举

世瞻仰的周恩来总理故居。现代化的淮安汽车站，位于镇淮楼东路之端，这里是全县交

通枢纽，与周围各县和县内各社、场之间，每天都有客运汽车来往，还有京杭大运河镇

(江)邳(县)线的客轮通过，交通四通八达，信息灵通。

如今，淮城镇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残破的文物古迹，正在重新修复和保

护．宽敞笔直的南门大街，经过两次扩建，路宽三十四米，街中心尽是鲜花盛开的绿化

岛。大型店和专特店，多集中于此，成为县级商业中心，新建的楼房，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淮城将兴，必有征祥。淮城镇繁荣起来了，人来人往，百业兴旺，娱乐升平，京杭

大运河畔的这颗瑰丽宝珠，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兴欣的发展中城镇，在祖国全面开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过程中，淮城镇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正促进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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