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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化县地名录》，是遵照国务院(1 9 79)305号和中国地名委员

会(1980)009号文件精神，在上级党、政的重视领导下，经过组织专

业人员，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查阅资料，反复核对、校正，按标准

化、规范化要求，编纂而成的。

对于地名的使用，过去很不严肃，也不稳定，以致造成混乱，给

各方面带来许多不便。为确保地名的严肃性与稳定性，我们在外业普

查的基础上，按照“二化一处理规定，本着定、复有利；增标有据，

删、改有理的原则，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稳定下来；把以往搞乱了

的地名恢复过来；原图标错和必须更改的地名经过磋商、查证、报经

上级机关审批后改正过来，对于那些可改可不改的或群众已使用习惯

的地名，均不更改，继续沿用。

《宁化县地名录》的编纂出版，既为群众交往提供了方便，又为

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交通、邮电、外贸等提供标准地名资料。

这本地名录中的各类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以适应国内文字改革和

国际交往的需要。这本地名录所编录的地名，是经过县人民政府审核

批准的标准地名，凡与这本地名录不一致的地名，均应改正过来。此

后，凡需要更名、命名地名的，都必须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批。

宁化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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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化 县 概 况

宁化，地处武夷山东麓，福建西部，是闽、赣两省交界县之一。

位于北纬二十五度五十八分至二十六度四十分，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二

十二分至一百一十七度二分之间。东邻明溪、清流；南接长汀；西靠

江西石城、广昌：北连建宁。全境东西宽六十六点二公里，南北长七

十六点七公里，总面积二千三百六十八平方公里。

宁化建县至令，已历一千二百五十余年。古称黄连峒(清同治八年

再版县志载“崮”)。公元六百六十七年(唐乾封二年)改黄连峒为

镇；公元七百二十六年(唐元开十三年)臣黄连镇为县。公元七百三

十七年(唐开元二十四年)隶属汀州府。公元七百四十二年(唐天宝

元年)改黄连县为宁化县。公元一千O九十八年(北宋元符元年)，划

出宁化东偏麻仓等六团里设清流县。公元一千四百七十一年(明成化，

七年)，又划出县东北之下觉、柳杨二里设归化县。此后，宁化疆界

基本稳定。民国时宁化属福建省永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下辖十六乡

(镇)。二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和平解放宁化城，人民解放军第四

野战军一四四师四三二团进驻宁化，建立“宁化县人民临时工作委员

会”，一九五O年三月一日成立宁化县人民政府，属福建省永安专员

公署管辖(四野部队调回江西，临委会同时宣布撤销)。全县设五个

区，十六个乡(镇)。一九五九年二月宁化、清流合并为清宁县，县

址设宁化城关，属龙岩专区管辖。一九六一年六月又分为清流、宁化

两县，改属三明地区，两县辖境仍旧。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成立宁化县



革命委员会，至一九八O年十二月恢复宁化县人民政府，现辖有十

四个公社一个镇。共有自然村一千九百零五个，集市圩场十七个。一

九八O年底全县共有五万二千七百一十三户，二十八万四千二百八十

三人，其中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民族多系汉族。少数民族有畲族

二百零二户，一千一百六十四人，多与汉族杂居，语言相通，同用汉

文，生活习惯近似。归国华侨(原居印尼、越南、缅甸等国)有一千

四百二十九人。地方语言属闽西客家语系。

宁化，有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一九xL--年在湖村公社石灰岩

溶洞内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这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发现哺乳动

物化石较多的一个地点。这些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鉴定，属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有十八个种属，属大熊猫

一一剑齿象动物群。这些化石的发现，为在这一带寻找古人类和旧石

器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对于我国南方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学等的

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历史上中、外有名的诗、画、书法家有：黄慎、李

、元仲、雷宏、伊秉绶等人。历称“杨州八怪”之一的黄慎，号瘿瓢，

诗、画、书法皆精，其所著的《蛟湖诗抄》及所画的人物，山水真迹，

至令仍流传于世；一九八O年香港展出过他的亲笔所作《醉眠图》，

享有国际声誉。清乾隆进士伊秉绶，号墨卿，善书法，尤善隶书，著

有《留春草堂诗抄》，他的作品今亦流行于世，深受文学艺术界的赞

尝，评价很高。

宁化是卓越的科学文化战士、当代文豪郭沫若的祖籍。四川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选集》中(《我的童年》第一一页)记载： “我

们的祖先是从福建移来的，原籍是福建汀州府宁化县”。 “宁化影剧

院”五个字就是郭老于一九六三年亲笔题写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化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开创的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份，是震撼世界

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县之一。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四年在宁化境

内，相继建立过宁化县革命委员会和宁化、彭湃、泉上县等苏维埃政

府，(彭湃县址始设湖村巫坊，后转迁安远)。同时还建立过宁清归中心

县委。安远的里坑和宁化城关，曾先后是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一九六O年邓子恢同志专为我县书写了毛主席诗词《如梦令．元旦》。

宁化地势较高，境内溪源分别流入周围各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山涧丘陵与河谷平原交错。城关、禾口、泉上、湖村比较开阔

平坦，主要山峰有鸡公岽、银笔顶、牙梳山、东华山、福建嶂等：最

高点鸡公岽，海拔一千三百八十九点九米。岩石多为花岗石、千枚

岩、南靖群沙砾岩，其余玄武岩、辉绿岩、二迭纪龙潭煤系、赤石群

红色沙砾岩等。矿藏有：钨、石灰石、煤、铁、锰、钙、磷等；其

中：钨矿的储量系全国大型钨矿，品位很高，名列世界前茅；石灰石

储量在三亿吨以上。主要河流称翠江，西溪流经城关至城郊与东溪

汇合，流往闽江。

．宁化土地以灰红壤和红壤为主，北部山地有黄壤。耕地土壤多系

潴育型水稻土灰泥田土属。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点是四

季分明，千湿、冷热明显，早晚温差大，年平均温度摄氏十七度左

右，日极端最高温度三十六点二度，最低温度零下八点三度；大风，

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局部地区年年都有出现；雨量分配不均，多雨

区，年平均降雨一千八百公厘以上，少雨区仅一千六百五十公厘；据

一九七五至一九八O年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八百公厘左

右，五、六月为雨季，雨量占全年的百分之三十七，秋季仅占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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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无霜期二百二十八至二百六十七天之间。

宁化经济以农业为主，一九八0年农业总产值为工农业总产值的

百分之六十四。全县耕地总面积四十四万亩，其中水田四十二万亩，

以种水稻为主。过去耕作水平很低。解放后兴建水利设施五千多处，

蓄水工程的库容总量五千二百三十一万立方米，灌溉面积二十九万多

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其中中型水库有隆陂、泉上、沙坪三

处。农用机械已拥有四万七千多马力，一九八O年实际机耕面积二十

一万八千多亩，占可机耕的百分．R．／vf五。农业耕作和科学种田水平

有了显著的提高，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九八O年粮食总产

量三亿一千万斤，亩产平均八百零六斤，比建国初期增长三点四倍，

创历史最高水平。一九七九和一九八O年，每年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一

亿斤以上，是我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多种经营有较大发展，-A--／＼

O年总产值二千二百六十万元。其经济作物较大宗的有：辣椒、油菜

子、黄豆、黄红麻、烟叶、席草等。辣椒干是历史较久的传统出口商

品，在东南亚享有盛名。畜牧以养猪为主，兼养牛、羊、家禽等，近

年还发展养鹿。

全县共有山地二百七十二万亩，其中林地一百七十四万亩，占山

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森林以针叶林为主，安乐、治平等地有较

大面积的竹林。到一九八O年金县木材蓄积量为四百万立方米，林付

土特产有：油茶、油桐、松脂、笋、菇、毛竹等。传统土特产品“玉

扣纸”主要产地治平公社，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印刷线装书，誊

写高级档案资料的珍品，远销东南亚。

工业从无到有。现有冶金、电力、电子、煤炭、化工，机械、建

材、森林采伐、食品、针织、造纸及文化用品等国营、集体企业一百



一十七个，职工总数一万七千多人。一九八。年产值达三千四百多万

元，比建国初期增长一百五十倍。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社会商品

零售额为建国初期的十四倍。人民储蓄存款为建国初期的四十五倍。

交通、邮电过去都很落后。解放后全县共开了公路六百八十多公

里，基本形成公路交通运输网。所有公社和一百七十六个大队通汽

车，还有直通三明、永安、龙岩、长汀、建宁和江西省石城等县公路

干线。农村普遍通邮，邮路单程总长度有二千零四十公里：农村电话

交换机容量七百六十门；一九八O年邮电业务总量为建国初期的十四

7

文化、教育：解放前全县仅有三所中学，十六所小学，学生总数

三千多人。现在已有完全中学十所，初级中学五所，附设初中班二十

六所，地属师范一所，完全小学一百八十四所，初小二百七十六所，

中、小学校共有教职员工二千八百多人(包括民办教师)，在校学生

五万四千多人，为解放前的十四倍半。一个专业越剧团．、二个电影院

和二十个电影放映队；普及农村广播网等，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医疗卫生工作有较快的发展，现有县医院、防疫站、中医院各一

所。地属精神病院和皮肤防治院各一所也设在我县。公社及各部门的

卫生院五十二所，大队合作医疗站二百O七个。俭县共拥有病床位八

百五十九张，医护人员六百三十八人，赤脚医生五百三十三人，形成

遍布全县的医疗卫生网，积极开展除害灭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宁化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

通枢纽。城区海拔三百一十七米，总面积二十四平方公里，居民五千

余户，二万八千多人。

7





行政区划名称(附社、镇、概况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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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概 况

城关镇位于宁化中部，县人民政府驻地。方园约二十四平方公

里。居民与城关公社的中山、双虹、小溪，红卫等四个大队农户交错

居住，共有五千余户，二万八千多人，(其中农业户一千三百九十

户，七千一百人)。

宁化自建县以来，城关镇一直都是县府的所在地。清以前，城关

镇叫做_在城里一，下分永福，文星，仁和，兴贤、上进，下进六

坊．民国时设城东、城南二镇，城区分八保。解放后，一九五O年成

立第一区公所，下设村政府，一九五二年土改后成立城关镇政府。一

九五八年成立城关人民公社，城镇改为星火大队。一九六九年成立城

镇革委会．现为城关镇人民政府，下辖四个居委会，六十三个居民小

组。

城关镇地属河谷平原，海拔31 7米，四周环山，形似小盆地。城北

高山翠华顶，古来喻为全城的一座“镇山”，故宁化又别称“翠华”．

河流有东、西二溪，东溪源出水茜

村，两条溪在离城五华里的。合水

入清流，流往闽江。

城关镇直属的工厂企业有造纸

金日杂厂、日用制品厂，纸箱厂、

社、沙石站、劳动管理站，建筑队

六百一十多人。一九七九年工业总



纸、油毡、藤器、纸箱等远销潮州、汕头、江苏、上海、南昌等地。

居委会还办有饮食、客栈、代销店等服务性行业六十多处，年产值十

万余元。 ‘，

城关镇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之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三O年，工农红军解放城关，建立苏

维埃政权。为了纪念革命先烈，解放后，宁化县人民政府在城北的鳌

山顶上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和革命纪念馆。

据《县志》记载，城关镇周围古有“寿宁夜月”、“慈恩古塔，，、

“草苍古迹”、 “龙门长桥”、 “南山倒影”、 “西溪晚照”、 搿圣

水清泉” “竹篱茅舍”等，称为宁化八景。由于年代久远，自然环境

变迁，现在这些景物大部分都不存在了。

城关镇概况一览表

耕地
大队名称 管 辖 范 围 户数 人口数 面积 备 注

(亩)

红卫居委会 一条街，二条巷，一条里弄。 543 2333 县人民政府驻地在本居委会范
划分4个村，27个小组。 围内。居民主要从事手工、服

务行业。

中山居委会 385 1626 居民主要从事街道企业。

小溪居委会 4个选区、15个小组、1个 437 1815 居民以手工业为主。
耕山队

双虹居委会 214 991 居民主要从事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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