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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南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地名普查有关规

定》的要求，在完成全县地名普查和参阅史料的基础上，编纂而成

的，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o

我们在编纂这本地名录时，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

到参加地名普查工作的同志以及有关单位和各公社的支持与协助，通

过深入基层，依靠群众，走访调查，参阅史料，对与古田分县二百多

年的屏南历史，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按照“法定的书写，标准的读

音，妥当的含义”这二地名标准化处理原则，认真清理地名上存在的

问题，把可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历史演变过程中重名的地名

予以调整过来，把文革中被篡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原来l：5万

地图上标错的地名更正过来；特别对需要更名的地名，均通过群众讨

论、协商，政府批准，才予确定。

本。g地名录》内容包括：(1)屏南县政区图、城区图、屏南县城

全景。(2)县：公社(镇)，厂站概况。(3)公社(镇)，大队，自然村

地名。主要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4)水库、渠道，桥梁，公路等

人工建筑名称。(5)主要山峰、河流等自然实体名称。(6)革命纪念

地和主要名胜古迹名称及其照片。(7)地名命名更名文件。

《屏南县地名录》的编印，是我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的事情，它能进一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

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为发掘地理资源，为“四化”建设提供地名资

料，为今后实现行政管理和地名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依据，它将
1



为邮电，交通，国防、公安、民政、测绘，旅游等部门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和更好地为对外贸易服务。我县旅居海外的侨胞三万多人．，系宁

德地区四大重点侨区县之一，本《地名录》也将能激发侨居海外同胞

的爱国，爱乡观念，促进与加强侨胞同祖国的联系往来和为回国探亲

访友提供方便。尤其在本《地名录》中突出介绍了我们这一偏僻的山

区县许多特有，独有，稀有的物产，如：鸳鸯，水松林、四季红杜

鹃等。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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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起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

<屏南县地名录》是经过各有关部门审定，县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的，各行各业使用有关地名，均应以此为准。为了保持地名稳定性，

今后如有特殊原因需更改某个地名，应履行法定的申报审批手续，任

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

由于时间的短促，再加上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全县境内还

有一些自然与人工地物名称尚未列入，有待今后补充完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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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南县城区图’

屏南县城全景

一，行政区划及居民点(概况，名称)

古峰镇⋯⋯⋯⋯⋯⋯⋯⋯⋯⋯⋯⋯⋯⋯⋯⋯⋯m．-．⋯⋯⋯⋯⋯⋯⋯．．．·(5)

岭下公社⋯⋯⋯⋯⋯⋯⋯⋯⋯⋯⋯⋯⋯⋯⋯⋯⋯⋯⋯⋯⋯⋯⋯⋯⋯一．．．”(8)

双溪公社⋯一⋯⋯⋯⋯⋯⋯⋯⋯⋯⋯．．．⋯⋯⋯⋯⋯⋯⋯⋯⋯．．．⋯⋯⋯．．．(12)

、 路下公社⋯⋯⋯⋯⋯⋯⋯⋯⋯⋯⋯⋯．．．⋯．．．⋯⋯⋯⋯⋯．．．⋯m⋯⋯⋯．．．(18)

屏城公社⋯⋯⋯⋯⋯⋯⋯⋯⋯⋯⋯⋯⋯⋯⋯⋯⋯⋯⋯⋯⋯一⋯⋯⋯⋯··(22>

棠口公社⋯⋯⋯⋯⋯⋯．．．⋯⋯⋯⋯⋯⋯⋯⋯m⋯⋯⋯⋯．．．⋯⋯⋯⋯⋯⋯”(27)

寿山公社⋯⋯⋯⋯⋯⋯⋯⋯⋯⋯⋯．．．⋯⋯⋯⋯⋯⋯⋯⋯m．．．⋯⋯．．．⋯一”(32>

长桥公社⋯⋯⋯⋯·⋯⋯⋯一⋯⋯⋯⋯⋯⋯⋯⋯⋯⋯-．．⋯⋯⋯⋯⋯⋯⋯．．．(37)

甘棠公社⋯⋯⋯⋯⋯⋯⋯⋯⋯⋯⋯⋯⋯⋯⋯．．．⋯⋯⋯⋯⋯⋯⋯⋯⋯⋯⋯⋯(42)

熙岭公社⋯⋯⋯⋯⋯⋯⋯⋯⋯⋯⋯⋯⋯⋯⋯⋯⋯⋯⋯⋯⋯⋯m．．．⋯⋯．．．(47)

代溪公社⋯⋯⋯⋯⋯⋯⋯⋯⋯⋯⋯⋯⋯⋯⋯⋯．．．⋯⋯⋯⋯⋯．．．⋯⋯⋯⋯”(52)

=，主要行政，企事业单位

l，上培水电站概况⋯⋯⋯⋯⋯⋯⋯⋯⋯⋯⋯⋯⋯⋯⋯⋯⋯．．．m．，．·(59)

2，屏南竹编厂概况⋯⋯⋯一⋯⋯⋯⋯⋯⋯⋯⋯一⋯⋯⋯m⋯⋯．．．⋯·(60)

3，主要行政单位名称⋯⋯⋯．．．⋯一⋯⋯⋯．．．⋯⋯m⋯⋯⋯⋯．．．⋯”(61)
l



4，主要事业单位名称⋯⋯⋯⋯⋯⋯⋯⋯⋯⋯⋯⋯⋯⋯⋯⋯⋯⋯⋯⋯(65)

5，主要企业单位名称⋯⋯⋯⋯⋯⋯⋯⋯⋯⋯⋯⋯⋯⋯⋯⋯⋯⋯⋯(68)

三、人工建筑

水库⋯⋯⋯⋯⋯⋯⋯⋯⋯⋯⋯⋯⋯⋯⋯⋯⋯⋯⋯⋯⋯⋯⋯⋯⋯⋯⋯⋯⋯⋯“(75)

渠道⋯⋯⋯⋯⋯⋯⋯⋯⋯⋯⋯⋯⋯⋯⋯⋯⋯⋯⋯⋯．．．，⋯⋯⋯⋯⋯·(76)

·桥·???·?·j⋯⋯??⋯?·?⋯⋯·⋯·?”一”?⋯⋯?”·．··?⋯⋯”⋯⋯?⋯：⋯⋯⋯⋯⋯⋯“·(76)

路⋯⋯⋯⋯⋯⋯⋯⋯⋯⋯⋯⋯⋯⋯⋯⋯⋯⋯⋯⋯⋯⋯⋯⋯⋯⋯⋯⋯⋯⋯“⋯·(78)

亭⋯⋯⋯⋯⋯⋯⋯⋯⋯⋯⋯⋯⋯⋯⋯⋯⋯⋯⋯⋯⋯⋯⋯⋯⋯⋯⋯⋯⋯⋯⋯⋯(78)

碑⋯⋯⋯⋯⋯⋯⋯⋯⋯⋯⋯⋯⋯⋯⋯⋯⋯⋯⋯⋯⋯⋯⋯⋯⋯⋯⋯⋯”(82)

四，：‘自然地理实体⋯

。1 j“主要山、“山口名⋯“⋯⋯⋯一．．．⋯⋯⋯⋯⋯⋯⋯⋯⋯⋯⋯⋯⋯⋯⋯(83)

2，“金造溪：“棠口溪’|。长桥溪概⋯⋯“⋯⋯而⋯⋯⋯⋯⋯⋯⋯(96)

-3、‘主要河流名称⋯_．．．-．．．⋯．．．：．．。⋯⋯⋯“⋯⋯⋯⋯⋯⋯⋯⋯⋯⋯⋯”(99)

··：4、。地片‘’瀑布、“水潭、’沼译地名称⋯⋯⋯⋯⋯⋯⋯⋯⋯⋯⋯．．(104)

五、：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一
·

_·

·7

7。
，．．

’‘1．．革命纪念地名称⋯⋯⋯⋯⋯⋯⋯⋯⋯：⋯⋯⋯⋯⋯⋯⋯⋯⋯⋯⋯(105)

’。2、名胜古迹名称·羔”j··：：。⋯⋯⋯⋯⋯⋯⋯⋯⋯⋯⋯⋯⋯⋯⋯⋯·(105)
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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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1、屏南红曲、水松林、鸳鸯与猕猴⋯⋯⋯⋯⋯⋯⋯⋯⋯：⋯··(107)

2、屏南县沿革⋯⋯⋯⋯⋯⋯⋯⋯⋯⋯⋯⋯⋯⋯⋯⋯⋯⋯⋯⋯⋯⋯⋯(112)

8、屏南县主要革命纪念地⋯⋯⋯⋯⋯⋯⋯⋯⋯⋯⋯⋯⋯⋯⋯⋯(117)

，4、桃日山林区、。东峰尖⋯⋯⋯⋯⋯⋯⋯⋯⋯⋯⋯⋯⋯⋯⋯⋯⋯”(119)

。l一5√仙坂草原、⋯银墙峰一⋯⋯m⋯⋯一⋯⋯．．．⋯⋯⋯⋯⋯⋯⋯⋯⋯”(120)

。。6，地名命名√更名有关文件⋯⋯⋯⋯．．．⋯⋯⋯⋯⋯⋯⋯⋯⋯⋯。(121)
囊



国务院文件、国发[1979J305号⋯⋯⋯⋯⋯⋯⋯一··7．．．⋯(121)

屏南县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命名，更名的通知⋯⋯⋯⋯⋯·(125)
，

屏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关公社更名为

屏城公社的报告⋯⋯⋯⋯⋯⋯⋯⋯⋯⋯⋯⋯⋯·w⋯⋯⋯⋯·(127)

福建省宁德地区行政公署

关于同意你县城关公社更名的批复⋯⋯⋯⋯⋯⋯⋯”(129)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政府关于恢复古峰镇的报告⋯⋯⋯⋯(131)

福建省宁德地区行政公署关于同意恢复

．屏南县古峰镇为县辖镇建制的批复．．．⋯⋯⋯⋯⋯⋯⋯(133)

屏南县人民政府关于古峰镇人民政府

下属居委会和街道的命名通知⋯⋯⋯⋯⋯⋯⋯⋯⋯⋯(135)

屏南县人民政府关于熙岭公社的炉坑， ．

，

． ， 洋中自然村重名、更名问题的通知⋯⋯⋯⋯⋯⋯．．．·(136>

7，照片选
I

，

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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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南县概况

屏南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霍童溪、古田溪上游，东经118。41’
——119013’，北纬26。44’——27 010’。东与周宁，宁德交界，西与

建瓯接壤，南与古田毗邻，北与政和相连。全县面积1，"494平方公里，

广53．4公里，袤49．5公里。原属南平地区，后属闽侯地区，现属宁德

地区。县人民政府驻古峰镇，距省会福州市174公里。

本县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属古田县管辖，清雍正十二

年(1734年)，由闽浙总督郝玉琳与古田知县朱岳楷通过实地勘察·拟

由古田县划东北部建县，县治选择双溪翠屏山之南，故定名“屏南”。

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正式与古田分治。乾隆元年(1736年)第三

任知县沈锺始建城池．．县衙。1949年12月8日成立首届人民政府于双

溪，是月22日，县人民政府暂徙长桥镇办公，1956年2月县人民政府

迁建古峰镇，即现县城所在地。

屏南县具有光荣革命斗争历史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屏南

在外求学的进步知识分子回乡传播马列主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屏南成为革命根据地。闽北独立师二团开辟闽东北特委和军分区的

中心区——大坂、山峰、水竹洋根据地，三团开辟溪里、下马溪根据

地；闽东独立师开辟“政屏’’，“宁屏古"、“宁屏五区”，“宁屏

区”等根据地。在根据地里组建中共屏南特支、宁屏古县委，政屏县
、

委，屏南县委；成立宁屏古县苏维埃．．政屏县苏维埃；组织“屏南独

立团”，“独立营，，和多支红军游击支队。抗日战争国共和谈划屏南’

为红区。新四军六团集结棠口，双溪，北上抗日，在双溪设六团屏南

留守处，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尔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

共，消极抗日”，党及其武装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坚持反顽抗日的斗

争。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多支游击队伍，广泛开展武装斗争，恢复根据

地，新建屏古瓯中心县委、屏南县委，屏南工委等党组织，为人民解
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o 、

屏南县位于鹫峰山脉中段，山峦叠嶂，群峰林立，沟壑纵横，最

高点是西北部东峰尖，海拔1，620．9米，最低点东部园坪村250米，高



本县属亚热带季

温凉且无酷暑，春季冷暖多变，秋季晴朗干燥。年平均气温15．4。C，

一月份平均气温弓．2。C。七月份平均气温2 4．1 oC。绝对最低气温

一．5 oC，绝对最高气温34．5。C a年日照1，720／J、时，全年无霜期2 2 5

天。平均年降水量1，718毫米，平均年雨日194．2天，多雨月份是六月，

其次是五月。主要灾害性气候是例春寒，黄梅寒和白露寒o

屏南现有1个镇，10个公社，国营综合农场、良种场、牧场、林
’

场各1个，151个大队，4个居委会，1，457个生产队，总户数28，335

户，人口141，241，其中少数民族有畲族503人，回族4人，俄罗斯3 j

人，藏族3人，苗族2人，蒙古族1入，壮族1人，黎族1人；外国

人加入中国籍1人，分布在671个自然村。大部讲福州语系屏南方言， 。

只有靠建瓯交界的岭头、葛畲等十个自然村讲建瓯话。全县旅居海

外的侨胞3万多人，’系宁德地区四大重点侨区县之一j

本县以山地黄壤为主，东南部分布有灰化红壤，河谷山地水稻土

以黄泥田，烂泥田为主。经济以农业为主，现有耕地面积236，788亩，

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属单季稻区，其次是甘薯。全县粮食产量，1981 7

年总产达l，195，8 30担，比1955年增产一倍以上。畜牧业生产发展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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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养猪27，500头，养牛3，726头，其他养殖业也在大力发展中·

林业在全县占有重要地位，林业用地面积1，723，5 6 6亩，有林地

1，1 8 2，317亩。杉木131，880亩．松木林920，92 8亩，毛竹林71，63 8亩，

木材蓄积量2，588，190立方米。稀有珍贵的“水松林"是我县的特产。

林产有油茶、油桐等。经济作物有茶、大豆、油菜，马铃薯、花

生，苎麻，甘蔗、棕榈等。水果有柿，梨，苹果、桃、桔，还栽培蘑

菇，草菇、白木耳等。全县现有茶园33，8 91亩，可采面积1 8，194亩，

年产茶8，317担(丰产茶亩产703斤)，供出口和内销139．7万元。

全县目前已建成大小水库11座，可灌溉农田8万多亩，其中双溪

下路林、长桥桥新水库蓄水量都在100万立方米以上。水电资源丰富，

据普查全县水电资源达12万千瓦，现水电装机容量将达一万千瓦。全

县绝大部分的大队都建有水电站，供加工和照明。特别县办“上培水

电站"规模大，目前装机容量达4，39 7千瓦，年发电l，200万度，本县

使用有余，在增装机容的建设后可供宁德地区几个县的使用，已向宁

德架设一条35，000千伏、长46公里的输电线路，1981年10月1日开始

向宁德送电。省拟在下游再建个6，000千瓦的水电站o

屏南工业在解放后才开始发展。现有电力、造纸和茶叶加工、农
机等轻工业，主要产品有机制纸、印刷品、红曲、饮料滔，瓷器、制茶机、

烘茶机、农机、．电机、木家具、棕制品、竹制器、木制器、木材、松香，

松节油、油漆、电木粉(酚醛塑料)、电木制品、药品、食品、粮食复

制品及铜精粉，铅锌精矿等。红曲是我县特产，品质优良，负有盛名，

畅销国内外，出口量占全省的百分八十。其次如竹编产品，制茶机，

烘茶机都远销国内外，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
’

．矿藏资源主要有：铜、铅锌、铁、水晶、高岭土、大理石、磷灰

石和黄铁矿等，蕴藏量丰富，正在分别勘察、钻探和开采中。

交通方面，屏南地处僻壤，山高岭峻，交通闭塞，解放前没有公

路，现交通以古峰镇为中心，公路通车里程达519．5公里。全县社社

通公路，有93个大队通了公路，路下和岭下两个公社队队通公路。县
城有通往福州、宁德、古田、莪洋，周宁，松溪、政和的客班车，基
本改变了山区交通不便的状况。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快。解放前夕全县仅l所初中，69所小学。现
有完中4所，初中8所，小学341所。在校学生25，400人，教职员工
1，572人。业余教育。j1978年以来先后有路下、双溪、．寿山、长桥、

S



甘棠、熙岭等6个公社基本无文盲社。全县151个大队有98个大队的

脱盲率达到85％以上，占全县大队总数的65％。目前全县办有扫盲班33

班，学员8 26人，高小班65班，学员1，9 8 5人，民师106人。县有文化

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广播站、闽剧团，各公社有电影队、文化

站，尚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龙潭里“庶民戏”和熙岭“木偶戏”业余剧

团。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化生活丰富多采。有县医院，防疫站

各1个，各公社有卫生院，各大队有医疗站，固定病床2 2 3张，医务

人员286人，赤脚医生160人。全县人民大力开展防疫灭病和计划生育

工作，不断增强人民体质。

主要名胜古迹和游览区有双溪八景、九峰寺、宝兴寺、龙井桥、

千乘桥、百祥桥、白岩溪(即鸳鸯溪)，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独特。

鸳鸯溪——宜洋白岩溪(第一鸳鸯溪)和第二鸳鸯溪棠口的险桥潭，

誉称为“鸳鸯之乡”，亦是八闽名乡之一，鸳鸯是屏南特产，年有一千对
以-上，供国内外许多动物园养殖、观赏。本县还有：双溪公社的“牡

丹"、“草鹗，，，岩后有成片的“中华猕猴桃"林；棠口公社龙源村的

月月开红花的“四季杜鹃"；路下公社岭头大队的“红豆杉毛竹并
生"。

革命纪念地有双溪岩后的红军洞、代溪林前石岩的红军洞、岭下

公社上楼的红军烈士墓。

清朝武将甘国宝(1709年——1776年)，是本县小梨洋村人，官

居御前头等侍卫，历任湖广协庭将、水师参将、贵州，江南浙江、南

澳、海坛、台湾总兵、广东提督、_福建水师、陆道提督等职。他历官武

职，治军严谨，守土尽责，体恤士卒，关心民瘼，行军不扰民，深得．
士民爱戴。他喜画山水，尤工“指虎”。指虎能传其威鸷之神，有指

虎画传世。甘国宝事迹的流传除有史书记载外，尚有剧本，在内地及

台湾、香港、南洋各地舞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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