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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它与国防，经济建设和民政、公安、水利，交通、邮

政，电讯、测绘，新闻、出版，丈教，科研以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八一年五月至一九A．--年四月，我县根据国家和省、地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人

民政府直接领导和各社(镇)，县直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在上级地名机构具体指导和全

县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胜利完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和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工作，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问题，为四化建设和编纂出版各种标准化

地名图集，书籍，为建立地名档案，汇集和提供了我县各种类型的准确的地名资料。<当涂

县地名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编纂的。它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推广标准化地名的重要

手段，也是国家档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版发行，将使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直接为各

部门的工作服务。

本地名录采用的基本资料是-全县行政区划图(包括城关镇略图)，各公社(乡)地名图共

33张，县，镇，公社(乡)、国营农场和林场以及重要的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

迹等概况62份I各种照片插图44幅，地名录正文3，752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3，326

条，企事业单位、台、站，港，场名称152条，人工建筑物名称76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85

条，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13条，附录宣城行署和我县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批复

和通知4份，还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方言地名字注音和含义集注等。

本地名录收入了除行政单位名称以外的全部普查登记地名。根据鬈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试行)》和我省补充规定的地名普查范围，对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和企事

业单位名称，只普查登记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独立存在的，重要的、起地名作用的)那一

部分，其余的不作普查登记。因此，本地名录也就没有将这类名称全部收入。

本地名录中的《当涂县行政区划图》，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7年出版

的l。10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果为现势资料绘制的，各公社(乡)地名图是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0—1972年先后出版的1 j 5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

果为现势资料绘制的。本地名录中的各种数据，一般是采用我县1980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

料》，只有粮，油，棉的播种面积和产量是采用1979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因为1980

年我县受灾严重，粮油棉产量不能正确反映我县的农业生产状况。“概况"材料中所写各公

社，农场、林场与县城的距离，是从县人民政府驻地至该单位驻地的图上直线距离。

《当涂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性的工具书，所收地名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全县

各单位和广大群众使用的地名，如有与本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地

名要保持稳定，不得随意更改。必须更名、命名的，一定要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批转的《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深入调查研究，严格履行

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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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涂县概况

当涂县位于安徽省东部、长江下游东岸，跨北纬31。177—3l。417，东经118。217—

118。52’。东邻江苏省溧水县，东南界江苏省高淳县，南接芜湖市和芜湖，宣城县，西濒长

江与和县隔江相望，北抵马鞍山市和江苏省江宁县。总面积为l，451．6平方公里，东西约45公

里，南北约40公里。有31个公社，1个镇，324个大队，5个管理区(居民会)，5，211个生产

队，2，871个自然村，19个自然镇，128，798户，592，974人，除回族148户679人和壮族3人

外，余均汉族。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东大街。

据《当涂县志》中的嫫地志》搿当涂县名源流考矽记载s 矗当涂名县自秦始，而姑孰

之名当涂则始于隋(注。姑孰即今当涂县城关镇)，是隋以前之当涂自与姑孰无涉，≯搿按当

涂本古涂山氏国，在今怀远县东南涂山(亦名当涂山)。秦建郡县，当涂县属九江郡，两汉

因之。晋初改九江郡为淮南郡，县属如故。迨晋东迁，民多南渡，成帝时于江南侨立淮南郡

及当涂县，于是淮南之当涂废矣。但侨置之当涂地在侨置淮南郡之南，即今铜陵，石，泾等

县，后虽迁移不定，然总在于湖南境，亦与姑孰无关。至隋开皇九年废侨置当涂县(即今南

陵县)，入宣城实置当涂治姑孰，于是姑孰之名当涂县始定，传之至今。一

又据《当涂县志》中的《舆地志》。沿革"部分和其它史料记载t今当涂县在唐尧，虞

舜和夏，商朝代属扬州地。周朝先后属吴，越，楚地。秦始皇帝26年(公元前221年)置丹

阳县，属鄣郡，县治在今县城东50里的小丹阳。晋太康2年(公元281年)分置丹阳，于湖县，

均属丹阳郡，于湖县治在今当涂之东南、芜湖之东北，二县俱有其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改称当涂县，其范围包括原于湖县和今芜湖、繁昌县地，原丹阳县地则并置为溧水

县，均属蒋州。唐武德3年(公元620年)复置丹阳县，将当涂县境改置南豫州。唐武德8年

(公元625年)废南豫州，复置当涂县，属宣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丹阳县，将丹

阳(今小丹阳)并入当涂县为镇。唐末至宋初，又将当涂县先后改置为建平军，新和州，雄

远军，平南军。宋太平兴国2年(公元977年)，复置当涂县，同时设置太平州。元改太平州

为太平路，明改太平路为太平府，当涂县均如故。清仍为太平府并置当涂县。民国废府治单

置当涂县。1949年4月解放后仍为当涂县，并于同年8月设立当涂市，成为芜当行署驻地。

不久撤销市的建制和行署驻地，单置当涂县至今。

当涂县在清朝分设14个乡，1 5个市镇，1 15个社。民国分设8个区，25个镇、261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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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以后直至1957年，全县建立了区，乡人民政权机构，最少分设4个区、30个乡，

最多分设14个区，327个乡(行政村)。1957年初划出金家庄镇和采石、慈湖、霍里3个区，另

立马鞍山市。1958年撤销区，乡建制，成立lo个人民公社。1959年春将大桥公社划归芜湖

市，1963年复归当涂县。1961年重设6个区，调整为32个公社。1965至1968年先后调整为7个

区、1个镇，41个公社。1968年底撤区并社，全县并为18个公社，另设一个镇。从1970年起，

又先后调整为31个公社，1个镇．

全县地属长江下游东岸平原的一部分，地势南北略高，两边逐渐向中间的姑溪河倾斜。

境内除东北部有小部分丘陵和山地外，大部分都是平坦开阔、河渠交错的平原圩区。位于县

境中南部的大公圩，耕地达29万多亩，为全县第一大圩。在全县总面积中，平原圩区占62％，

平均海拔约8米，丘陵地区占17％，平均海拔约20米；山区占8％，平均海拔约70米，江河湖

泊占13％，平均海拔约6米，全县平均海拔约16米。横山太阳拱是东北部山丘的主峰，海拔

458．9米，为全县最高点。横山向西有十里长山(又名围屏山)，县境中部有青山，西南有东

梁山与和县西梁山隔江对峙，形势险要，史称“天门"。水系除长江外，还有姑溪河、青山

河，外桥河、运粮河，博望河、水阳江和石臼湖。境内耕地土壤，水稻土占82．2％，多分布在

沿江河湖泊两岸及其腹地，灰潮土占13．6％，主要分布在沿江洲地，内河漫滩和新圩区，黄

棕壤占4．2％，主要分部在东北部和中部低山丘陵岗地一带。

全县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因地势偏低，距离海洋较近，无大山阻隔，受季风影响显

著。年平均气温15．8℃，一月平均气温2．6℃，七月平均气温28．4℃。大于10℃的活动积温

为5，020℃。无霜期230天．东北部山区较平原圩区气温约低O．4℃，大于10℃的活动积温少

100℃左右。年平均降水量1，048毫米，一般多集中于4—9月份。降水趋势有南多北少的特

点，南部年降水量约1，170毫米，北部年降水量约i，020毫米，南北相差150毫米。有时雨量

过大过于集中，造成洪涝灾害，有时雨量过少，造成春旱、夏早和秋早，局部地区问有风雹

为害。

全县土地资源，除岩石，道路、工矿、村庄、城镇和住宅等非农业用地外，可经营的土

地面积有134．5万亩，其中农耕地76万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油菜、棉花、大豆，玉米．

山芋等J林业用地13．6万余亩，主要由国营林场和社队林场经营，江，河，湖泊20万亩，是

鱼类天然繁殖捕捞区，沟塘库渠22．4万亩，主要用作鱼类、珍珠养殖，少量的栽种水生植

物，另有荒山，荒地2．5万亩，尚待绿化。

境内矿产资源比较丰富。铁矿分布在西南部的青山，钟山和西北部的黄梅山地区，面积

达21平方公里，现由马鞍山钢铁公司姑山铁矿和马鞍山市黄梅山铁矿开采。其它矿藏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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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公社山河大队境内的金矿，青山、钟山的磷矿，龙山公社境内的硫矿，围屏公社藏汉桥一

带的瓷土矿；丹阳公社大庙大队的锗矿，+年陡公社年陡大队的石膏矿，青山西南麓、大桥公

社红星大队和大公圩个别地区还藏有泥煤，可作民用燃料和肥料。

经济以农为主。从1949年至1980年，全县共加固联并江河湖堤414公里，块石护岸G0公

里，人工开凿丹阳新河、新博新河，纪村新河、围屏新河、薛丹撇洪渠等大小河道五条；兴

修塘坝2万多个，修建涵闸200座、小型水库11座、机电排灌工程322处，装配机电设备l，】29

台，54，189马力，早涝保收农田达60．5：ff亩，占总耕地面积79．6％。全县拥有农川汽车?5

辆，大中型和手扶拖拉机1，977台，机动脱粒机4，395台，碾米机等加工机械2，100部，农用

机械总动力115，248马力，已为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化奠定了基础。全县有县办农

业科学研究所，水稻原种繁育场、种猪场各一个，对开展农业科学试验，推广先进农业生产

技术，培育和推广良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全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以正常年景

1979年计算，粮食占用面积是52．7万亩，亩产l，240斤，总产(包括大豆)71，9￡5万斤，汕

料播种面积17．1万亩，亩产142斤，总产2，427万斤；棉花播种面积10N亩，亩产皮棉64斤，

总产64，562担，农业总产值14，624万元。与解放初的1950年相比，粮食亩产提高2．76倍，总

产增长1．9倍；油料亩产提高82％，总产增长5倍多，棉花亩产提高1．56倍，总产增长58倍

多。

全县林业生产发展较快。到1980年末，已有3个县办国营林场、6个社办林场、97个队办

林场，造林面积达12．7万亩，比1950年增长1，674．8倍，但一般尚未成材受益，用材主要靠

外地调进。畜牧业以耕牛、生猪为主。据1980年末统计，全县有水牛，黄牛等大牲畜

20，772头，比1950年增加43％；生猪年饲养量331，467头，每户平均2．9头，比1950年增加

4．8倍。水产有鱼、虾，蟹、贝、水禽、藕、菱，芡实、荸荠，河蚌育珍珠等，其中较著名

的有鲥鱼、釜山螃蟹和圩区甜美爽口的荸荠。因境内水域有变化，通江河段被污染，加之水

产养殖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水产品产量逐年减少。全县现有县办水产养殖场1个、社

办渔场12个、队办渔场78个、渔业大队5个，水产养殖面积9．9万余亩，1980年的鱼、虾、

缝、贝产量仅51，266担，比1950年减少一半多．

全县主要工业部门有冶金、化学、机械、建筑材料、食品、纺织缝纫，文教用品等。解

放前，全县仅有私营钮扣厂，印刷社、铁铺、裁缝铺和一些小作坊。到1980年末，已有肉类

(省属企业)、化工(地区企业)，粮油、食品、炼铁、化肥、农药、制药、酿酒，印刷、

农机，砖瓦、水泥等全民所有制工厂41个，年产值6，695万多元；有鞋帽、制伞、钮扣、纺

织，拉丝、服装、日用化工，竹器．农具，纸袋，塑料，五金等城乡集体所有制工厂1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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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4，320余万元。其中钮扣厂生产的蚌壳着色钮扣驰名中外，曾被选用于毛主席遗体服

装。拉丝厂生产的童车和博望生产的剪刀也享有盛誉。

全县交通比较方便。宁芜铁路和宁芜公路自北向南纵贯县境25公里。当(涂)博(望)

公路自西向东直通江苏溧水、常州，南京。还有新桥至马桥、伏龙桥至西河、青山街至大

陇、龙山桥至年陡、龙山桥至查湾、双沟至黄池、吴村至乌溪、石桥至兴永、洞阳至百峰、

洞阳至关马、澄心寺至釜山、岔路口至新博等支线公路，与宁芜、当博公路相接，形成以县

城为中心的交通网。县境公路总长169．9公里，比解放前增加1．56倍。水运沿长江有轮船通

往芜湖，南京等地；姑溪河有小轮通达江苏省高淳，青山河有小轮通往芜湖、宣城。

解放前，全县只有2所初级中学、30所小学。到1980年末，已发展到16所完中、2l所初

中、371所小学，在校学生11．2万多人，教师4，812人。还有一所地区管辖的中等师范学校，

在校学生400人，教职员142人。解放前仅县城1个红十字会诊疗所和少数集镇有私人开设的

诊疗室，广大农村只有极少的游散中医。到1980年，全县已有县办医院3所，血防站、防疫

站，保健站各一个，农村中心卫生院5所，公社卫生院26所，共有床位599张，医务人员503

人。大队一般都有卫生所。解放后，文化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现在县城设有电影院、影剧

院、工人俱乐部、黄梅戏剧团，杂技团，文化馆、图书馆、有线广播站、电视转播站；农村

有电影放影队43个、影剧场21个、文化站19个；公社都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大队一般有广播

放大站。

当涂县历史悠久，文物古迹较多，但一般已废毁。现尚存青山西北麓的太白墓(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横山的石门古洞，当涂城郊的金柱塔和黄山塔、围屏公社境内的天子墓

(三国吴景帝陵)等。县城南12里的龙山，相传系东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参军孟嘉落帽处。江

边有太平天国营垒遗迹。革命纪念地有护河公社境内的新四军烈士墓。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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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当涂县西北部，东，西、北三面与姑溪公社接壤，南与新桥公社毗连。全镇

面积3平方公里。辖5个管理区，1个蔬菜大队，有32条街巷，lO个区片，11个自然村，2个片

村，8，423户，31，266人，除回族99户，475人外，余均汉族。镇人民政府驻东大街52号。

城关镇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是当涂县人民政府驻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

《当涂县志》和《太平府志》记载：此地在秦朝称姑孰，城池始建于三国孙吴黄武年间(公

元222—229年间)。至东晋，姑孰置镇。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侨置于今南陵县的

当涂县治迁于姑孰以后，该镇亦随之改称当涂。从此，这个城镇不仅是历朝的当涂县治，而

且是唐朝的南豫州治、建平军治，新和州治、雄远军治，宋朝的平南军治、太平州治，元朝的

太平路治，明，清两朝的太平府治。1949年4月解放后，当年8月成立当涂市，是芜当行署和

当涂县、市人民政府驻地。不久撤销市的建制，改设当涂县第二区公所。1952年2月改为市区

公所。1956年8月改设城关镇人民委员会。1958年成立城关公社。1961年5月划城关公社为姑

溪，城市两公社，该镇为城市公社。1965年9月又恢复城关镇人民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城

关镇革命委员会。1981年12月成立城关镇人民政府。

城关镇地处长江下游东岸平原，一般海拔13米。属北亚热带湿润气侯，常年平均气温

15．7℃，一月平均气温2．6℃，七月平均气温28．4℃。年降水量约1,070毫米。全镇成长方

形，南北长2．3公里，东西宽1．52公里。东，西，北三面有护城河环绕，南部有姑溪河自东

向西穿过。镇内有东大街，西大街，南寺街，提署街四条主要街道。在东大街与西大街之间

以及东大街东侧，西大街西侧，多为东西走向的小巷。解放后，这些街巷都先后进行了修

葺，街道均铺设了柏油路面，巷道一般改建为水泥路面，改变了过去路面坎坷不平，雨后泥

泞难行的状况。尤其是提署街，过去路很窄，两边多为矮小草房，解放后开拓为8米宽的柏

油马路，两边造起了幢幢楼房。为改善环境卫生，还将镇内两条常年淤塞，污秽不堪，臭气

熏人的东，西市河，改建成地下水道，并在原西市河地下水道上面建成长485米，宽6米的水

泥路面的新菜市。

解放前镇内只有少数几家私营钮扣厂，印刷社，铁铺，裁缝铺，各种小作坊等，到1980

年末已发展有钢铁，化肥、农药，酿酒、印刷，制药，农机，水泥，自来水，水泥予制，粮

油，酱品、食品、塑料、农具，钮扣，织布，鞋帽，竹器，服装，雨具，拉丝，日用化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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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袋，五金等31个县办工厂。镇办工业有农机电器修配，建筑材料等7个工厂，年产值57万

多元。

该镇为当涂县交通枢纽。宁芜铁路，宁芜公路均在这里设有车站。与周围各县及县内各

公社都有公共汽车或小轮往来，交通十分方便。

全镇有蔬菜地693．6亩，每年可提供商品菜700至800万斤。解放后在姑溪河北岸兴建了

一条城防大堤，并建立两座排灌站，有效地防御了水旱灾害，保障了县城安全。

解放前，镇内有公立和私立初级中学各1所、小学3所。到1980年末，已有地区和县、镇办

的中等师范学校l所、完全中学2所、完全小学5所，初级小学1所，幼儿园2所，学ek．8,047人，

教职员T437人。镇内的文化体育设施有县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剧场、灯光

球场等。

解放前，镇内仅有红十字会诊疗所和私人开设的中医，牙科诊疗室。到1980年末，已有

县医院，城关卫生院各l所，县血防站，防疫站，保健站各1个，共有床位260张，医务人员

380人。镇内还设有卫生管理所，清洁工和管理人员共35人·

在文物古迹方面，素有“当涂虽小，三塔两浮桥纾之说，现在仅存新桥公社境内的金柱

塔和黄山公社境内的黄山塔，其余均已废毁。在八六医院内还有明将花云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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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当涂县城天镇的街，巷都先后进行了修葺。街道铺设了柏油路面，巷道一般

改建为水泥路ifii，从而改变了过去路面坎坷不平，雨后泥泞难行的状况。尤其是提署街，过去

路很窄，两边多为矮小的草房，19j8年以后开拓为8米宽的柏油马路，两边造起了幛幢楼房。

右图为提署街西首北侧新建

的当涂鞋帽厂楼房一角。

曹吉林、吴完生摄

左图为提署街北侧新建的当

涂饭店。

曹吉林、吴完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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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当涂县

城关镇

东大街

南大管理区

米井巷

南寺街

天井街

铁丝巷

南城头

西马闸

大城坊

老菜市

提署管理区

捉署街

一条巷

二条巷

三条巷

四条巷

五条巷

竹巷．

东大管理区

马军寨

东门内街
● {

。观音巷

花园巷

汉语拼音

D．矗ngtfi XiAn

ch6ngguan Zh色n

DongdA Ji6

NAndA GuAnnqn

Mtjtng Xihn9

N nsz Jie

Tianjlng Ji6

TiesI Xihn9‘

Nanchangt6u

Xtmtizha．

Dach6ngfang

LaocaishI

Tfsha GuAnIIqQ

Ttshft Jio

1一Ti磊o XiAng

2一Tiao Xiang

3一TiAo XiAng

4——Tiao Xian9

5—-TIAo XiAng

zh色XiAng

DongdA Guj,nltqo

Mtijanzhai

Dongm6n Neiji5

Ou曩nyin X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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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秦置当涂县于今怀远县当涂山，东晋迁至金钽陵筻．县堡
簧，隋废侨置当涂县，实置今当涂县．原名丹阳县、于
湖县．有128．798户．592，9T4人．

因管辖县城和原城门一带地方而得名。曾用名楚熟筵、
当涂市、第一区、市区、城关公社，城市公社。驻地东大街．
有8．423户．31．266人。

因是镇东侧的主要大街道，故名。又称东街．街道长800
米，宽7米，柏油路面。

以南寺街、东大街各取一字命名。曾称团结街政府，南
大居委会：团结管理区。驻地米井巷。有683户，2，285
人．(管理区相当于居委会。下同)．

传说古为贩米之地，巷口有一井，故名。曾称米鲞，仓
巷．为东街西边第十巷．长300米，宽4米，水泥路面：

又名南寺巷。因解放前有座南禅寺而得名。原为枣街酉边
第八巷。曾用名崇教坊、团结街．长300米，宽T米，水泥
路面．

原分上天井街(又名源清坊)、下天井街(又名竹木巷)．
长340米．宽4米。现巳加高成堤．

长255米，宽1．8米，泥土路。

区片。有109户。348人．

区片．有4T户，121人．

区片。有63户，230人．

区片。有l口户，148人．

因驻提署街得名。曾称府政街政府、建设街办事处、居委
会、建设管理区。有TOT户，2，38,9人．

原为清朝长江水师提督和县署旧址，故名。曾用名：十字
街、建设街。长458米，宽8米，柏油路面．

原名升平坊，为东街西边第二巷。明太祖初渡江驻骅于
此。长214米。宽2．5米，水泥路面．

原名寿俊坊，为东街西边第三巷．长216米，宽3米．水泥
路面．

原名兴仁坊，为东街西边第四巷。长250米，宽5．5米。
水泥路面。

原名寿民坊，为东街西边第五巷．长248米．宽2．T米．
水泥路面．

原名双桂坊、钦化坊，为东街西边第六巷。巷内原有五
显庙。长252米．宽2．3米，水泥路面．

原名安众坊．为东街西边第七巷．长254米，宽3．T5米．
水泥路面．

因东大街得名。曾称解放街政府、东大居委会、解放管
理区。驻地马军寨。有T99户。2，180人．

区片。传说明将花云的骑摹曾在此安营扎寨，故名．原称
建德坊，旧志列为十字街南边第二巷．有207户，T63人．

位于城关镇东门桥内．故名。又名东十字街。街道长440
米．宽8米．柏油路面．

原名裕民坊．为东街东边第五巷．长143米．宽3．5米。
水泥路面．

长160米。宽3米，水泥路面．

(8)城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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