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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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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县地名录》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为依据，在县委和县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查阅历史资料，并广泛征

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后编辑而成的。

出版《漳浦县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的事情。它为我县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做出一定贡献，并可以

为我县‘!四化”建设提供一些地理和社会经济资料，有利于进一步

挖掘我县的地理资源；为邮电、航运，交通、旅游提供比较准确的

地名；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服务；．它能激发华

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爱乡热情，促进他们同祖国加强联系往来。

这本地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

改革的要求，而且有利于国际交往。

在进行漳浦县地名的确定、命名、更改、调整的工作中，我们

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

来；把带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色彩和含义庸俗的地名加于更改；

把文革中被任意篡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l：5万地形图上标错的

地名加于更正；把重名大队，通过同群众协商，县人民政府批准的

方法，给于重新命名。

在《漳浦县地名录》中，一共汇集了全县一千九百八十一平方

公里范围内，的十八个公社，一个镇、五个农场、二个盐场，二个林

场、j个茶场、二百八十四个农业大队、三个居民大队、四个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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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五十五个作业区(包括盐场、林场工区)的地名；七个县办场

(不属公社级行政单位)、四十四个社办场、一百五十七个队办场

地名；一千五百七十二个自然村地名；二十五条街、巷地名；二十

二个县办工厂，二十个社办工厂地名；二十六所学校地名；二十四

所医院地名；四十二个机关，二个影剧院，十八个公司，八十一个

站地名；九十七个水库，十八条渠道，十四座桥梁、桥闸地名；三

百八十四个山头，山峰地名；十一条溪流，十四条港湾，二个湖，二

个海角，二十六个岛屿，二十三个礁石，二个码头，二十个古迹，

五个革命纪念地地名，合计三千零三十二条地名，这些地名只包括

我县地名的大部，还有些山头、山峰、水库、小学、机关、小厂、

无名小岛、礁等尚未列入，有待今后加于补充、完善。

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应以《漳浦县地名录》中的地名

为准，凡是与它不一致的地名，请加于更正过来。如有特殊原因需

要更改地名，应按国发(1979)305号文件所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去做，没有审批手续，请

不要随意改动。

2

漳浦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



漳浦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经儿7。357，北纬24。06 7，东

南滨临台湾海峡，南与东山县隔海相望，西及西南以雀目山为界与

云霄县相连，西北以摩顸山脉为界与平和、南靖两县毗邻，北及东

北以南溪、陈仓岭、风柜斗岭为界与龙海县接壤，全县总面积一千

九百八十一平方公里(约二百九十七万一千五百四十五亩)。全县

划分为十八个公社、一个镇、五个农场、二个林场、二个盐场和一

个茶场，二百八十四个农业大队，三个居民大队，四个居委会，五

十五个作业区(包括盐场、林场工区)，四十四个社办场，三千九百

一十个生产队，一千五百七十二个自然村，总户数十一万四千三百

四十户，总人口六十万三千八百七十七人，均属汉族，县城设在绥

安镇。

漳浦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夏禹时代属杨州，周

为七闽地，秦为东南二粤地。汉平粤后，属东稽郡的侯官县，三国

时为建安郡，晋为绥安县，隶于杨州。隋大业三年，废绥安县并入

龙溪县，隶于江南道的建安郡。唐太宗贞观初，改隶广州岭南道。

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六六九年)，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奉诏

统岭南行军总管，率领三千六百多名兵将，到七闽八粤交界的绥安

县地开屯建堡。仪凤二年陈政死，其子陈元光代父职，开屯漳水之

北，韭于唐垂拱二年(公元六八五年)，疏请建置漳州和漳浦、怀

恩二县，天宝元年改漳州为漳浦郡，乾元二年复为漳州。因盘陀南

部有一条江，陈政经过这里时，曾对父老们说：“这江水和河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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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一九四九年把全县划为八个区；一九五一年设十个

区，分辖一百一十个乡和五个镇；一九五二年划为十二个区，分辖

一百三十五个乡和六个镇。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划东山县的古雷区

归漳浦。一九五七年划南靖县的南浦，中西和马苑归漳浦。划漳浦

官浔区的三美、山边和董浦共三十九个村并归海澄县，一九五八年

公社化时，全县成立十个公社。

漳浦人民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清顺治年间，漳浦

人民配合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咸丰三年(公元·八五三年)，盘陀

乡民程采为首组织“双刀会”与太平军相呼应，反抗清朝统治者。

--／＼五五年苦竹城仔农民组织暴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o

4



六年)以农民蔡禧为首领组织“白扇会"配舍义和团进行反帝反

建斗争。清宣统二年(公元一九O九年)以农民黄桃会义军，配

辛亥革命反对军阀和贪官污吏。“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漳浦

阶层人民在县城兴教寺召开五千人声援大会，积极支援“五四”

国运动。一九二六年七月，李连升、李锋同志在漳浦办农民运动

习所，后移广东海陆丰由澎湃同志主持。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

后，党派陶铸、苏发金等同志到漳浦一带领导农民运动。_九三

年春节，邓子恢、王占春、冯异飞等同志领导小山城人民取得抗

斗争的重大胜利，并建立有一千三百多人的闽南游击队。一九三

年四月十二日，中央红军东路军分三千兵力进驻漳浦，帮助小

城、龙岭和车本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闽南革命委员会，并将闽南游

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使漳浦和闽南的革命斗争迅

向前发展。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一五七师以国共合作

漳浦“六、二六"协定为诱饵，利用红三团内个别领导的右倾思想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漳浦事件，，，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一九

三七年十月重新组成的红三团和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

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由卢胜同志任团长。一九Z．／L年三月部队在支

队司令张鼎承同志的率领下，开赴苏皖抗日前线。主力北上后，漳

浦人民在吴庭坚、张太西等同志的领导下，在限苦的岁月内长期坚

持游击战争。一九四八年八月靖和浦边区正式成立武工大队，为迎

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漳浦做了物质和人员准备。一九四九年九

月廿五日漳浦全境解放。漳浦的解放，标志着漳浦人民开始了新的

历史时期。解放后的漳浦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

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争取了更大的光荣。



漳浦县地属闽浙丘陵地，境内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其间夹杂小

块的盆地、平原和山间谷地，还有一部分海滩和沙滩，自然状态大

体是“七山一水二分地"，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主要山峰有梁

山山脉的石屏山、雀目山、金刚山，还有灶山，大瑁山、千里亭山、

严山等三百多个，最高山峰石屏山，海拔一千零五米。全县有二十

七个港湾和三十多个岛屿。南溪、鹿溪、佛罢溪、浯江溪、赤湖溪、

杜浔溪横贯全境。年平均温度摄氏二十一度，最高温度摄氏三十七

点六度，绝对最低温度摄氏一点八度，最热七月和八月，月平均温

度摄氏二十八度，最冷二月，月平均温度摄氏十二点五度。无霜期

长达三百四十五天，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四百五十毫米。

漳浦县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气候宜人，雨量充足，土地肥沃，

四季盛产林果，春季枇杷、杨梅和桃李，夏季龙眼和荔枝，秋季菠

萝、香蕉柿仔甜，冬季又有柚子和蜜桔，物产丰富，资源甚多，冠

列全区首位，故有‘‘金漳浦”之称。全县现有耕地面积五十三万七

千九百零八亩，其中水田三十万一千亩，农地二十三万六千亩。果

园八万五千亩，森林五十四万亩。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地瓜、大

小麦，一九八O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四亿七千一百二十八万斤，年平

均亩产一千二百零六斤。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茶叶、烤烟为主，

其次是大豆、芝麻、黄麻、油菜等，一九八。年全县甘蔗总产量为

十万吨，糖产量为一万零四百吨。花生一千五百九十五万斤，烤烟

七十四万三千六百斤，茶叶三十五万七千九百斤；水果五百一十七

万三千二百斤。

漳浦县二百一十多公里的海岸线长而曲折，岛屿多，港湾纵横

交错，加上陆上有大量淡水流入浅海地带，游生物繁多，又是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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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暖流交汇之处，所以全县沿海成为各种鱼类栖息、回游和繁殖

的地区，暖水性和寒水性的鱼类蕴藏量相当丰富，有利于海岛捕

鱼、浅海养殖和大力发展海盐业。全县可供养殖的海涂面积近十万

亩，浅海面积约十二万亩，淡水面积约四万五千亩，盐埕面积八万

七千零四十七公亩。一九八O年全县水产总产量二十八万八千五

百二十九担，海盐总产量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五吨。尤其是前亭对

虾、整尾鱿鱼、赤湖将军澳紫菜、霞美海蚶，牡蛎、沙西红蜉、古

雷扇贝、鲍鱼闻名国内外。竹屿盐场成为全国八大盐场之一。此

外，全县矿物资源也较为丰富，如佛昙瓷土、琥珀，浯江塔山的钨

(锡)矿，象牙的磁铁矿，白石、东城的优质玻璃沙矿，深土一带

三水型铝矿石。一九八O年财政总收入七百九十五万元。

全县水利资源丰富，千万立方以上的水库有七个，百万立方以

上十七个，十万立方以上七十一个，总受益面积达三十九万亩，其

中杨美水库、后井水库、眉力水库、祖马林水库、梁山水库，蓄水

量都在二千万立方米以上。全县较大的水利工程有朝阳渠道，后井

干渠、杨美左右干渠、苦竹遂洞、旧镇桥闸、鹿溪、赤湖溪改道水

利工程，梁山一、二级水电站。全县大小水力发电站四十个，发电

量达六千二百十七碰。

解放后，漳浦地方工业发展较快，到一九八O年，全县已有榨

油厂、农械厂、铸造厂，合成氨厂、糖厂、造船厂、罐头厂、电杆

厂、酿酒厂，皮塑厂等九十六个，其中全民所有制有十四个，一九

八O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四千四百二十一万元，特别是竹器和漳浦剪

纸历史更加悠久。此外，农业机械也发展很快，目前全县拥有大、

中型拖拉机一百七十八台、手扶拖拉机一千零六十五台、汽车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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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机及各种农产品加工动力计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三马力。

水陆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已做到各公社都有班车，

厦门、漳州、平和、东山、云霄、诏安、汕头等的班车连

以旧镇港、佛昙港、将军澳、下按、下寨码头为中心的海

也相当发达。

解放后，全县的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前夕，全县只有

二所中学和一百四十一所小学，一所教会医院和一所有名无实的

县卫生院。现在中学二十五所，附设初中班九十一班，小学三百

零二所，幼儿园和托儿所三所。入学人数也从解放前的八千五百零

八人增加到十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人；教职员工从解放前夕的三百

六十六人增加到三千七百八十三人。现有县医院一所，中医院一

所，防疫站一所，公社卫生院二十个，大队级医疗室三十五间，病

床位五百一十八张，医疗卫生人员八百五十八人，赤脚医生六百四

十四人，实现了县有医院，社有卫生院，队有医疗室。金县初步建

立起保健系统和防保措施。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解放前既没有

电影院，也没有剧场，现在金县有影剧院五处，电影放映队二十四

队，剧团一个，文化馆一个，文化站十八个，县广播站一个，社社

都有广播扩大站，建立起初步的全县广播网。

漳浦县的名胜古迹有：沙西海月岩，石矾塔；梁峰齐帝石；大

南坂的清泉岩；城关黄道周讲学处、天地盘、印石亭、龙井甘泉；

灶山的葛洪炼丹处；前亭皇后乳；赤湖灯火鞍、象鼻石；佛昙石钟；

六鳌的石龟等二十多处。还有革命纪念地官真寮和虎空岩。

现在，漳浦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朝

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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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疏请建置漳州和漳浦县，当时州址和县址均设在盘陀绥安溪边的

原晋朝旧绥安县县址处，所以把县城称为绥安城。唐玄宗开元四

年以后，漳浦县址随漳州州址迁到这里，李澳川改称绥安城(简称

绥城)。

绥安镇自宋朝到清朝都属在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属中区；

国民党统治时期属第一区；解放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属漳

谪第一区(即城关区)；一九五六年划出现在绥东、绥西、绥南、

绥北、居民．南门、石斋等七个大队成立绥安镇；一九五八年公

社化后，镇被取消，并归城关公社；一九八O年又从城关公社划出

绥东、绥西、绥南，绥北，南门、居民六个大队，重新成立镇，定

名为城关镇。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城关镇复名为

绥安镇，镇址设在绥东村。现在全镇五千四百四十二户，二万七千

九百七十四人，十二个自然村，六条主要街道，五条较大的巷，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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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个居委会，五个农业大队，四十九个生产队，耕地面积七千

七百一十九亩(其中水田四千五百零六亩，农地三千二百一十三

亩)，果林二百九十九亩。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六百六十九万八千

二百斤，年平均亩产一千三百四十七斤，水果产量三万六千二百斤。

绥安镇自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以后就是历朝漳

浦县政府的所在地，是漳浦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但在解放前，这里政治黑暗，经济崩溃，文化、教育、卫生、工业，

交通非常落后，人口不上五千，房子破烂不堪，到处荆藜丛生，整

个城关只有一个简陋，机器陈旧的私人碾米厂；一个发电量只有四

千瓦，仅能供几家商店照明的私人电乃；一个铅字残缺不全的印

刷馆；一所初中，三所小学，学生不上千人，教员没有百人；一所

有名无实的县卫生院，一所医务人员不到二十人的教会医院和几

间私人诊所。

解放后，绥安镇发生很大变化，人民当家作主，生活一天天好

起来，街道换然一新，一座座新楼房不断出现，现在这里有县直机

关三十六个，商业、供销、粮食、水产等单位二十一个，县属厂十

六个，公司、台、站二十二个；镇办的街道工业九个。卫生方面，

全镇内有县医院、中医院，城关卫生院和防疫站四所，医务人员二

百六十四人，病床二百张。教育方面，全镇现有完中一所(漳浦一

中)，教职员工一百六十四人，学生二千九百七十四人，完小五所，

教职员工一百三十五人，学生三千九百五十九人。交通方面，漳州

至汕头，厦门至漳浦，漳浦至云霄(海线)，漳浦至平和，漳浦至

石码等公路主要干线都在这里交汇，每天都有通往汕头、诏安、云

霄、平和、厦门、石码和全县各公社的班车五十多班次从这里路



过和发出。

随着农业的不断丰收，农业机械也逐步增多，现在全镇有各种

农业机械总动力三千五百马力，其中农用汽车一辆，大中型拖拉

机四辆，手扶拖拉机十二台。

名胜古迹有印石成风的印石亭、清甜如蜜的龙井甘泉(已废)。

革命纪念地有一九三二年中央工农红军东路军进驻漳浦时住过的

“红楼’’，一九三七年“漳浦事变，，的遗址——“文庙，，，漳浦县

革命烈士纪念碑。



类别 标准名称

镇 绥 安 镇

大 队 绥 东

村 绥 东

溪仔林

东 门 兜

大 队绥 北

村 绥

大

大 队

村

大 队

村

大 队

村

居委会

居委会

居委会

12

北

亭

仔 顶

门 兜

西

门

湖

顶

西

南

南

陂 村

门

门

仔 口

街

街

街

绥安镇地名录

一、生产大队、自然村、街道

汉语拼音

Sul．an Zh爸n

Suidong

SuTdOng

XTzl"lTn

DOngm6ndbu

Suib荟l

Su，b否I

D6tlng

L6uzTdTng

BSlm6nd6u

SuTxT

×Tm6n

XTh6

BBdTng

Sul．xT

Sulnan

Suinan

Dab61cQn

N6nm6n

Nanm6n

G已ngzTk6u

Dongji6

XTjI百

N6nil6

户数

5284

372

200

12

160

416

367

●

17

25

497

57

115

25

300

396

358

38

354

69

285

662

103l

724

人口

24637

1773

1070

80

603

2028

1781

31

100

116

2326

270

606

126

1326

1976

1778

198

1540

296

1244

3200

4568

3319

驻地 备注

绥 东 城关

绥 东

绥 北

西 门

绥 南

南 门

绥 东

绥 西

绥 南

楼

北

绥

西

西埔

绥

绥

绥大南南港东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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