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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市地名录》(市区部分)是一本介绍我市市区地名的工具书，也是各行各业使

2
7

用我市市区地名的法定依据。它同新闻报道、邮电通信、交通运输、公安户籍，民政管理、文

。

’

教卫生、科学研究、国防保卫、城乡建设及人民生活，都狗密切的关系，将直接为“四化’’

； 建设服务。

i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市市区地名存在很多问题s或一名多写，或多地一名，
2 或含义不当，或用字生僻，或名实不副等，给各项工作带来不便。1980年9月至1981年底，

： 在市委，市八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干部，群众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根据国家

：· 和省的有关文件精神，以1；5万和1 s 1万地形图为基础资料，对市区地名的书写、读音进

髫 行了逐个核对，并对其中主要地名的来历、含义，沿革及地理概况进行了重点调查和考证。

器’ 在普查中，我们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更正了受极左思潮影响而随意改动的地名，适当调整

i， 了重名或因其他缘故不宜使用的地名，基本实现了市区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这本书便是

譬，： 这次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反映。

霪! 《连云港市地名录》(市区部分)的问世，结束了我市市区地名的混乱状况。．今后，所有

l 部门和行业应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的法制观念，所使用的地名，一律以本书地名为准，凡与

岛 之不一致的必须纠正过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

誊，7 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夏 本书内容包括市区地名图，市区、区、公社、镇概况，最要地名简介和部分图片，各类

二 地名的汉字书写、读音、注释及市历史沿革简表、市行政区划简表等，本书还转载了国务院、

二 江苏省有关地名命名、更名方面的文件，供学习和执行。

-。4。 为了便于查阅，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1、本书按《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编写，仅在个别地方根据我市情况

略微作些变动。

2、1983年3月，赣榆、东海、灌云三县划归我市。鉴于本书已经定稿，而且三县已分

别编有地名录，故本书对三县地名不再赘录，仅在内封面等处注明本书为“市区部分，，，并

在市区概况后，对三县划归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i 3、对地名的编排，行政区划及居民地、街巷等名称，以区，社(镇)为单位，先排行

j 政区驻地名称，余则按习惯顺序排列，其他地名按类别集中排列。
“ 4，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
“

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5，书中使用的统计数字，文字概况中为1982年统计数的概数(人口数为同年7月人口

， 普查统计数)，其他部分一般为1980年统计数的概数。
’

6，基于市区气候特征基本一致，对市区气候只在市区概况中作了反映，其它地名概况
氍

≮ 中则从略。

÷ 7，本书所录地名和地名图不作为划界依据。

8、本书辑录地名共2067条。对一些较小的、非主要的地名未予著录。

。} 编 者i，jm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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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云港市市区地名图

新浦海州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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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云港市市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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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市区概况

连云港市市区位于江苏省东北部，本市中部偏东。东临黄海，北濒海州湾。西北、西和南依

次与本市赣榆、东海、灌云三县毗连。东西长52公里，南北宽39公里。总面积约823平方公里。

市区分为新海、连云，云台三个区。计8个街道办事处，6个镇，10个公社，1个农场，103

个居委会，126个生产大队，772个生产队，总人口428326人，其中城镇人口为249000入，农业人

口179326人，绝大部分是汉族，蒙、回，满等少数民族只有479人。市人民政府驻新浦解放路。

连云港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桃花涧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证明在一万年以

前，这里就有古人类活动。根据史籍记载，这一带在夏，商时属徐州，为人方或人方国(东

夷、郁州国)的一部分。周属青州，初为人方国一部分，春秋时归郯子国(郯子国属鲁)．战

国时易为楚地。秦于朐山(今锦屏山)西设胸县，属东海郡。汉承秦制。三国隶东海国，属魏。

晋属东海郡。南北朝时，刘宋侨立青冀二州于郁州(今云台山)，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

年)，改青冀二州为海州，辖六郡十九县，州治设龙沮(今灌云县龙苴)，北齐文宣帝移州治

于琅邪郡(今海州)，北周改朐县为胸山县。隋初因之，继改海州为东海郡，下辖五县。

唐复称海州(天宝至乾元年问称东海郡)，隶河南道，辖四县。五代时先后为吴，南唐，后周

所属，辖境如唐。宋仍称海州，北宋时隶淮南东路，辖境不变，南宋时为金所占，隶山东东

路，辖五县。元初升为海州路，继改海宁府，不久又称海宁州，辖三县。明仍称海州，隶淮

安府，辖一县。清初因之，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辖二县，先隶淮徐道，后隶淮扬道。辛亥

革命时，州制废除，分为东海，灌云二县。1933年后，设东海行政区，辖东海、赣榆，沭

阳，灌云四县和连云一市。

1948年11月7日连云港地区解放，设新海连特区，辖连云市，新海市，云台山办事处，

隶于I上J东鲁中南行署。1949年底撤销特区，成立新海连市，改{j蠡山东省临沂专署。1950年5月与

东海县合并成立新海县，同年12月东海县分出，仍称新海连市。1952年划归江苏省，由徐州

专署领导。1954年改为省辖市。1957年底仍归属徐州专署。1961年始称连云港市，以境内连

云港得名。1962年复为省辖市，下设新浦，海州，连云、盐区四个区和市属七个公社。1983

年3月，赣榆、东海，灌云兰县划归连云港市，原连云港市市属七公社和灌云县南城镇、云

台公社等地合并成立南城区。同年6月，新浦、海州二区和南城区锦屏、新坝二公社合并组成

新海区，盐区和南城区的南城镇，花果山(即原连云港市云台公社)，朝阳，中云，云台公

社合并组成云台区，将南城区宿城，云山二公社划归连云区。

连云港市市区依山傍海，兼有平原山区，地理图形呈马鞍状。地势中间高，东、西两侧低平，

山区面积约占18％。境内有云台山，锦屏山，孔望山、自虎山、东f取山等。其中云台山雄踞

中部，大小山峦136个，主峰“玉女峰’’海拔625．3米，为江苏省最高峰。云台山向东北延伸

至黄海边，和连岛隔海相望，形成一个天然不冻港——连云港。市区东、西部为冲积平原，海

拔一般3～4米。这里河流密布，西有蔷薇河，下游称临洪河，向北流人海州湾，东有烧香河、

驳盐河，排淡河，均属人工河，为运盐，灌溉，排涝提供便利。
‘

f、
一5卢

b



市区自然资源丰富。锦屏L【J及蔷薇河畔有丰富的磷矿I沿海有广阔的滩涂，海岸线长达

58．6公里，素有渔盐之利。云台山所产药材360余种，主要有桔梗、紫丹参等。还长有各类

木本植物230多种，其中太行铁腺莲、大叶胡颓子，为地方特有植物，红楠等为同纬度的稀

有树种。花果山，宿城山区已被列为江苏省八个植物保护区之一。

市区地处暖温带，属沿海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0℃。一月份平均气温

一0．2℃，八月份平均气温26．8℃。全年无霜期216天。年平均降雨量936．9毫米，多集中在每

年七、八月份的雨季，有时局部地区受台风外围的影响。

市区由新浦，海州、连云港等地组成。新浦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主要大街有

解放路，海连路，民主路、通灌路、海昌路，南极路、幸福路等。解放路位子城区中心，市

第一百货商店、邮电大楼等建于此地，为连云港市最繁华的地方。海州位于新浦西南，已与

新浦连成一片，为我国的古城之～，秦代即在此置县，后屡为州、郡治所，享有“东海名

郡’’之称。连云港因位于连岛，云台山之间，故取连岛、云台山首字得名。它是我国八大港

口之一，位于新浦东北约70华里。原是荒凉渔村，称老窑。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根据孙中山

先生《建国方略》规划才建造两个三千吨泊位的码头。新巾幽建立后，这里日新月异，发展

很快。现已拥有五个万吨级、两个五千吨级、两个三千吨级的泊位，每年接纳5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数百艘外轮，吞吐量1982年达805万吨，为解放初期5．6万吨的143倍，目前连云港港口

的扩建工程仍在进行。

解放前夕，市区范围仅有盐场、磷矿、电厂等7个厂矿和29家私营手工作坊，是个破烂

摊子。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已建成初具规模的新兴海港城市。现有制

盐、化工、机械、电子、轻纺、医药、皮革，采矿、食品等工矿企业440个。职工15万余

人，工业产值约8亿元， 比解放初期增}J口14．4倍。工业产品近400种，其中熊猫牌卫生纸，

磷精矿粉、淮盐、5536—1换向器粉云母板、毛巾、磷酸氢钙，午餐肉罐头，糖水阳梨罐头，

山楂酒、淀粉酶等16种产品分别获得国家银牌奖和有关部及江苏省优质产品，并有40多种产

品远销国外。市辖区内的徐圩、台南、台北3个盐场是我国四大海盐产区之一——淮北盐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盐326000余人，1980年产盐67万吨，产值5799万元。淮盐久负盛名，

每年有大批原盐外销朝鲜、日本等国。锦屏磷矿开采于1919年，是我国开采历史最久的一个

磷矿，现已建成采选联合仓业，年产原矿112万吨，精矿粉30万吨。在30余种磷化工产品中，

有磷酸、磷酸氢钙等七种产品远销国际市场。

市郊农村多种经营得到全面发展。社队工业有农机制造、轻工等。农业以生产稻、麦，

玉米、大豆为主。共有耕地面积约20万亩，粮食平均亩产900余斤，农业产值约7000万元。

山区木材蓄积量10万余立方米，赤松居多。云雾茶、板栗、古安梨、葛藤粉为本地特产。沿

海渔业捕捞、养殖并举。连云港海洋渔业公司拥有渔轮二万多匹马力和五千吨冷库一座，每年

海洋捕捞量约3万多吨。海水养殖有海带、对虾，海参，贻贝、紫菜，鱼等10余种。其中对

虾产量占全国总产40％，并有大量出口。 ．

市区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1949年只有8所中学，58所小学，在校学生7700人。到

1982年，学校已有260所，其中大专4所，中专5所，中技3所，中学41所，小学220所，在

校学生42600多人。市区有电影队129个，电影院、影剧院12座，图书馆1座，博物馆1座，

文化宫、馆、站20个，此外还有8个专业剧团。医疗卫生机构，1949年只有22个，1981年发

展至,J216个，病床由266张发展到1500张。市郊社社有医院，队队有医疗站，城乡三级医疗卫

一6一



生网基本形成。科研机中白从无到有，现已建立10个科研所，23个专门协会、学会和研究会。

市区交通方便，铁路、公路、海、河运输四通八达。以连云港为终点的陇海铁路西与兰

新铁路接轨，横贯我国东西，中间又与宝成、京广、京浦三线交叉，衔接了10多个省区。公

路可直达南京、徐州、青岛等地。内河与长江、大运河相连，新浦盐河港和江苏省的各大河

港相通。海路北通青岛、大连，南达上海，与世界各洲主要港口都有来往。

市区山水秀丽，名胜古迹较多，是江苏省主要旅游区之一。目前开放的旅游点有花果山、

孔望山、石棚山，桃花涧、宿城等处。市区内有四千年前岩画遗迹“将军崖岩画"、东汉

矗孔望山摩崖造像”、唐代“东海郁林观东崖壁记’’，北宋“海清寺阿育王塔"、明清“石

棚山摩崖题名石刻"，均列入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豢原为“连云港市概况”。1983年3月，因市辖范围增加赣榆、东海、灌云三县，故改此名。

文中统计数，尚包括由灌云县划归市区的南城镇、云台公社等单位的数据。现将连云港市，

原连云港市及赣榆，东海，灌云三县主要情况列表如下，供参考。(下表一般为一九八二年

连云港市 原连云港市 赣 榆 县 东 海 县 灌 云 县项 目 单位
(驻新浦) (驻新浦) (驻青口镇) (驻牛山镇) (驻伊山镇)

总 面 积 平方公里 6460 740 1422 2248 2050

耕地面积 万亩 402．97 17．22 87．28 163．07 135．40

总 人 口 万人 288．89 39．28 80．16 84．83 84．62

非农业人口 万人 38．60 24．63 3．56 2．78 7．63

镇 数 个 12 5 l 1 5

公 社 数 个 82 9 28 23 22

工业总产值 万元 119629 82500 15131 12386 9612

工 厂 数 个 1227 440 211 236 340

职 工 数 万人 27．24 15．71 3．11 4．18 4．24

农业总产值 万元 102561 6975 33186 37000 25400

社员人均收入 一
兀 276 320 316 289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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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区、镇、公社概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新海区概况

新海区位于市区西南部，东南与灌云县交界，东北与云台区相接，西与东海县为邻。南北

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总面积207．2平方公里(城区16．5平方公里，农村190．7-'F方

公里)。总人口230522人(城镇161765人，农业68757人)，绝大部分为汉族，回、满、朝鲜，

蒙古等少数民族只有37 2人。辖7个街道办事处、2个公社、1个农场、2个果园、1个林

场．计70个居委会，49个大队，1个园艺场。区人民政府驻新浦。

新海区取新浦、海州首字得名。这一带，秦时为朐县，县治在朐LIl(今锦屏I￡1)西

侧。东魏武定七年在龙沮兄海州，北齐时移州治于朐县(今海州)。隋改海州为东海郡，

唐复称海州(天宝至乾元年间称东海郡)。五代相继为吴、南唐、后周所属。北宋属淮南东

路，南宋建炎初为金所占，绍兴十年收复，隆兴初割以畀金，隶山东东路，嘉定再度收归。

元至元十五年升为海宁路，不久改为海宁府，后又降为州，属淮安路。明仍称海州。清雍正

二年升为直隶州。辛亥革命后，改为东海县，属东海行政区。

1948年11月初，新浦、海州等地获得解放，成立新海市，辖民主、新华、通灌，新龙、

浦西，锦屏六区，隶新海连特区。1949年11月，撤销新海市，改为新浦、海州办事处，隶新

海连市(新海连市在1950年5月至12月与东海县合并称新海县)。195]年8月，将新华、新

龙，民主三区合并为龙昆、盐河二区，改锦屏区为海州区。1955年5月，龙尾，盐河二区合

并为新浦区，海州区不变，仍隶新海连市。1961年lo)2，新海连市改名为连云港市。1983年

6月，新浦，海州二区及锦屏、新坝二公社组成新海区。

新浦位于新海区北部，是一座近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数百年前，这里还是浅海滩涂，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形成陆地，有龙尾、大浦——西盐等河流交汇于此。据《两

淮盐法志》}己载，新浦的得名时间为清嘉庆三年(1798年)，冈其形成于板浦、卞家浦(今

灌云卞河口)之后，故名新浦。初有四个村落，称临洪滩、河南庄、马糯、马庄。又据民团

六年(1917年)所立《创新浦天后宫记》石碑记载，新浦的兴盛起自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创建天后官前后。自那时起，经商的、从事手工业劳动的等日渐增多，存大浦——西盐

河两岸逐渐发展为农贸集市，又因在龙尾河岸兴建码头，海运、河运事业日盛，成为一个名

副其实的商埠。1925年陇海铁路修到大浦港。1938年，日寇轰炸海州，新浦人口骤增，市区

中心随之形成。解放初，这里仍很萧条，有居民三万余，城区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街巷狭

窄，道路'i『己泞，桥梁陈朽，城区无一盏路灯。经三十年建设，新浦面貌焕然一新。人口达12

万，面积为解放初的3倍多，已建城区道路58条，32万平方米，铺设供水管道162公里，装设

路灯121 7r盏，兴建桥梁7座，新建居民住宅100多万平方米。主要街道有民主路，解放路、海

连路、幸福路，通灌路、海昌路，南极路等。民主路是解放前新浦的商业中心，解放路是现

在龟市最繁华的地方。海连路、幸福路等为1958年后兴建，两侧工厂鳞次栉比，使新浦、海

州结为一体。近年来在海连路南侧、龙尾河与西盐河之间，职工住宅楼拔地而起，使城区范

围扩展到扁担河以南地区。在龙尾河以东，沿解放路、海连路两侧亦兴建了一批工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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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城区迅速向东北延仲。随着市管县新体制的推行，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新

浦，其城市建设必将得到更快发展。

海州位于新浦西南，锦屏山北麓，是新海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古代，她东濒海道，

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历来被兵家视为要地。秦始皇曾立石朐I【J(今锦屏山)，

以为秦东门。南北朝时，梁马仙埤于天监十一年(512年)在今海州地构筑土城和壕沟。宋绍

兴二十二年(1152年)和宝袷三年(1255年)分别由魏胜、李坛复加修筑。明永乐十六年

(1418年)，始由千户殷轼等砌以砖石，高=丈五尺，长九里一百三十步(旧时一步等于五

尺)，城周分筑东，西、南、北四门。嘉靖33年，知州吴必学等又再度加修，历时十八年方

竣，使海州城成为当时淮北最坚固的城池之一。蒋时曾迭次修茸，至民因时逐渐荒废。解放

后，海州人民努力把古城建设为现代化城市。1958年将城墙拆I氽，填平城壕。城网用原为荒郊

野冢，现已被林立的工厂，学校、医院和新村f毫宅所代替。新建或拓宽街道有新建路、江化

路，锦屏路，新海路、新赣路等。宴舂楼、响阳百货商店、胸阳城肉店等徊继开张营业。短

短的三十年，海t,I、I古城换了新颜。

新海区工业得到较快发展。除～、两个老厂外，绝大部分厂矿为鳃放后兴建。现拥有机械，

化工、电子，钟表、纺织、医药，食品、造纸、塑料、皮革、工艺美术等工业企业400家左

右，其中区属、街道和社办工厂209个，职工约10882人，年产值近5000万元。郊区农村以农

业为主，1982年粮食产量7874万多斤，年产值900多万元。社员人均集体收入近300元。海州

城郊为新海地区蔬菜基地，有耕地5000余亩，年产值400多万元。其它如洪门果园的古安梨，

孔望山果园的葡萄，桃花涧的板栗，园林寺的苹果，均享有一定声誉。在文教卫生方面，区

内有大专4所，中技2所，中专3所，中学18所，小学61所，在校学生46000人。有医院7

座。还有人民公园，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剧场，电影院等文化娱乐

设施。

境内地势低平，河流网布，平原面积占总面积82％。海州南侧的锦屏山，地处全区巾都，

大小山头有40多个，较著名的有孔望山、白虎山、石棚山等，主峰称马耳峰，海拔427．7米，

为区内最高点。区东部有东盐河、妇联河，西北部有蔷薇河，南部有泊15只河，I扣部有玉带河，

八一河横穿东西，大浦——西盐河、龙尾河纵贯南北。古迹有孔望山摩崖造像、将军崖岩

画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还有网瞳秦汉墓群、园林宋墓群等。

境内有陇海铁路相通，经新浦火车站可至全圉各地。公路可直达南京、南通及山东青

岛、临沂等地，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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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连云港市

新海区

新浦

市东

新东街

市东街

浦河东街

外仓街

车站街

站北街

站南街

河南庄街

路南街

朝阳街

浦东

陇东街

同兴街

市化街

民末街

市民街

浦中街

路北街

菜市街

新市街

建国街

通灌街

陇西街

路南

贾圩街

LlOnyOng西ng Shl

×Tnh6l Q0

×TnpO

ShTdOng

×TndOngJle

Sh?dSngjl6

P豇h否d6ngjI百

WalcSngjt 6

Ch舌zhanjI百

Z hanb百ijI百

Zhann6njl否

H百n6nzhu已ngjl百

LOn6njl6

Ch60y6ngjlB

POd6ng

L6ngdOngji百

T6ngxingjl吾

ShThuaji否

IV]TnzhSji百．

Shim，nj俺

PSzhOngjli§

LOb否i|ie

Cais h i"jiis

×TnshilltS

Jlhngu6ji百

TsngguSnjl8

L6ngxTjl否

L0n6n

J16w朝I百

备 注

市政府驻新浦解放中路22号．

区政府驻民主路34 39-．

连云港市政府．新海区政府驻地．

驻铁工南路62号。

驻解放东路5T号。

驻东池巷31号。

驻新浦磷矿工人宿舍。

驻海连东路．

驻车站巷1号．

驻聚兴巷18号．

驻站南路59弓．

驻铁工南巷60号．

驻通灌路1 T 0号．

驻海连中路4号．

驻民孛路2 4 3号．

驻通河路。

驻同兴巷l 3 3号。

驻市化路10号。

驻市化路1 2 8号。

驻建国路1 7 T号．

驻民族路。

驻通灌路44号．

驻市场路16号。·

驻新市路3T号．

驻建国路龙尾桥北矗￡l T{}．

驻新闻巷13号．

驻新市路6号。

驻水管路25 6导．

驻整洁路3号。

一上3一

市处会

处会

迮≥

士⋯区直7委

∥

∥

∥

∥

∥

∥

∥

∥

∥鳓再I{{趸∥

∥

∥

∥

∥

∥

∥

∥

∥

伊

矿姒Ⅳ憨

士⋯区一一一∥
∥

∥

∥

∥

∥

∥

∥

∥一一∥
∥

∥

∥

∥

∥

∥

∥

∥

∥

∥一—一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居委会

”

”

'，

¨

，，

”

”

”

办事处

居委会

"

}，

”

”

}}

”

●}

办事处

居委会

|，

，，

¨

"

”

”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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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街

新生街

新村街

公园街

浦南街

盐河街

延安街

赢扭河北街

扁拇河南街

浦西

同和街

前河街

西桥街

民族街

通池街

双池街

新新街

后河街

临 洪

新海街

新中街

灌青街

电台街

新西街 ．

幸福路街

幸福路西街

港西街

河西街

连海路街

XTnhua]i百

XTns hSngjie

×TncFJnjl百

G5ngyu6nji百

PSn6njl巨

丫6nh百j}百

Y6n’6nile

Bl石nd6nh6b百iji百

Biand8nh6nCnJl百

P已×T

T6ngh611百

QiOnh6ji百'

X Tqi60lie

卜1 TnzdJj百

T0ngchTJie

Shuengchm百

×Tnx7nJi百

H6uh611百

LTnh6ng

×TnhOIjie

×TnzhOngjie

Gu6nqTngjie

Dlant61Ji6

×TnxTll舂

X?ngf610lle

XingfSlaxTjle

G6ngxTjl6

H6xTjI葶

L16n h6iI凸Ii百

备 注

驻整洁路1 0 9号。

驻新生民路25号。

驻水管路2 6 5号。

驻青年路1 8 T号。

驻南极路1 8 6号。

!拄盐河路2号。

驻永进西巷2了号。

驻向阳巷28—1号。

驻扁担巷头。

驻新河路7号。

驻爱友巷53口．。

驻前河路62号。

驻民主路5 1 3号。

驻西池路1号。

娃双池路87号。

驻卫生巷原天主教堂北。

驻自治巷55号。

驻新新路T3号。

驻民主路7 0 7号．

驻民主路4 1 8号。

驻通赣路4T号。

驻河西巷。

驻电台路20号。

驻通赣路。

驻幸福路4号。

驻新海路。

驻盐河南路。

驻海连西路10号．

驻海连北路2号。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居委会浦西街

，， 临洪街

路 建国路

，， 。民主路

，， ．市化路

，， 解放东路

，， +解放中路

，， 解放西路

，， 青年路

，， 海连东路

，， 海连中路

，， 海连西路

，， 盐河东路

，， 盐河西路

，， 浦南中路

，， 浦南西路

，， 新农路

，， 站南路

，， 外仓路

，， 通灌路

，， 海昌路

，， 市民路

，， 水管路

，， 新新路

，， 盐河南路

，， 盐河北路

，， 南极路

∥． 新孔路

，， 通化路
， 沿河路

P百×TII百,

L．fnh6ngil8

Jlcangu6 L0

M．『nzht3 L0

ShThuca Ld

Jl百f6ng Dangla

JI各fang ZhOngh3

Jli5f6ng XT10

Q Tr：,gnl6n L0

H6lll6n D6ngl0

H6lll6n ZhOngl0

H6lll6n X T10

Y6nh5 DOngld

Y6nh5 XTld

P豇nfin ZhOngl0

P6n6n XTl0

XTnn6ng L0

Zhann6n L0

Wcalcang L0

TOnggu6n L0

H(bichang Ld

ShTm．fn Ld

ShulguSn L0

XTnxTn LO

Y6nh6 N6nla

Y6nh5 B荟IIa

N6nit L0

XTnk8ng L0

T6nghuca LO

丫6nh毒LO

备 注

驻工农路。

驻临洪路2T号。

东起通灌路．西迄王巷．建国初命名．．

东起市东巷．西迄造纸厂前大仃．(详见14T页)

东起龙尾河，西迄第九粮站。曾名新化镇、前河底．

东起徐连公路．西迄和平桥．(详见14T页)

东起和平桥．西迄解放桥．(详见14T页)

东起解放桥．西迄幸福路。(详见t4T页)

东起通灌路．西迄南极路。

东起徐连公路．西迄贾圩桥．(详见图l页)

东起贾圩桥．西迄盐河桥．(详见图l页)

东起盐河桥．西迄幸福路．(详见图l页)

东起通灌路．西迄西盐河．在盐河东．故名．

东起西盐河．西迄幸福路．在盐河西．故名．

东起龙尾河．西迄西盐河。在新浦南部．故名．

东起西盐河．西迄幸福路．在浦南中路西．故名．

东起海连东路，西迄解放东路。在新浦农场内．故名．

南起海连东路．北迄新农路．在火车站南．故名．

南起海连东路．北迄站南路．以外贸仓库得名．

南起玉带河．北迄民主路。(详见14T页)

南起向阳路。北迄民主路．路北端昔有海昌里，故
名。(详见t4T页)

南起解放中路．北迄陇东火柴厂．曾名大庙巷．

南起浦南中路．北迄陇海铁路．沿途敷设自来水
管，故名。

南起建国路．北迄沈圩桥． 、

北接海连西路．南至孔望山．在盐河西岸．

南起海连西路，北迄民主路。居盐河西岸．

南起浦南中路．北迄建国路．(详见147页)

民主路西端至孔望山．为新浦通孔望山路．故名．

海连西路至化肥厂．因通往化肥厂．敌名．

南起民主路，北迄大浦河。

一15—一

二4

I；r}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