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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

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在全县开展地
’

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印出版的，是我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在地名普查工作中，我们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

≮

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反复进行调查核对，把十

二年动乱期间任意更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1：5万地图上错标．漏标的

_地名重新标志，尽量保持地名的稳定，力求规范化、．标准化。

、 本《地名录》还参照县档案馆等单位供应历史资料，有关数字系据
·：

县统计局的一九八O年度报表和林业局的一九七三年度林业普查数字整

编．全《录》包括本县各社(镇)。队、国营农林场和主要机关，学校，
v一

，+， ·．

企事业单位的概况；县政区图、．城区图；主要山峰．溪流，水库、电

站．桥梁等自然实体和人工建筑物；主要名胜古迹及部分照片：地名命

名、更名的有关文件共五个部分，计编入四千一百二十七条地名。其中

行政区名称三百五十二条，自然村二千七百二十七条，人工建筑物和名
-¨

胜古迹--g四十八条，企事业单位一百六十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四百

五十六条，其他名称一百八十四条，尚未编入的待今后补充完善．

《仙游县地名录》的出版，为四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必将

有利于加强行政管理，有利于同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联系与往来，促

1



进我县统战、旅游，外贸、邮电事业的发展．

今后，各地在使用地名时，应以本地名录为准．凡需要命名、+更名

的，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7 9)3 0 5号文件规定．报请县人民政府

或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任意更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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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十月份成立了仙游县人民政

府，设置六个区，二百零二个

乡，后划为十五／卜区，二百一十

三个乡，六个镇。现划为一个

镇，一十八个人民公社，四个国

营农场，一个国营林场，三百一

十八个大队(街道)，四千八百零

一／卜生产队，共有二千七百二十

七个自然村。一九八O年底，全

县总户数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三十

八户，人口七十五万五千三百四

十四人，为一九四九年人口三十

三万三千八百九十八人的两倍

多。其中畲族一千一百八十五
革命烈士纪念碑

人，非农业人口三万四千零八十八人，群众通用兴化话。与永春．德化、

惠安，泉州、南安交界的群众兼用闽南话，靠近永泰边境的群众兼用

福州话。县人民政府驻地现设在鲤城镇七级巷。

全县境内西北高，东南低，东西狭而长，北负山南阻海。东西宽约

三十八公里，南北长五十七公里，东南部的枫亭公社有内海岸线五公

里。山地丘陵多于平原，主要山地属戴云山脉东南延伸部份，海拔九百

米以上的山峰有一百一十一座，最高峰风山公社石谷解，海拔一千八百

零三点二米。地势最低处枫亭公社的海滨，海拔只有五米。主要河流有

木兰溪、延寿溪(古名何岩水)、枫慈溪、(古名枫亭溪)、粗溪，九溪等。木

兰溪有中岳溪、大济溪．溪口溪、龙华溪。松板溪。柴桥溪，仙水溪等

七条支流。分别流经度尾、大济、龙华、城关，榜头、盖尾等社(镇)。

冲积形成为肥沃的东、西乡平原，面积共三百五十二点七平方公里，占

全县总面积百分之一十九点三。在境内，木兰溪长六十三公里，经莆田

县，汇入三江口入海。延寿溪由钟山发源，流入莆田；枫慈溪发源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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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经枫亭港区流入湄洲湾；粗溪、九溪分别发源于象溪、凤山皆流经永

泰、汇入闽江。县境内遍布地质年代属中生代侏罗系上统南园组和石帽

山群的火山岩，中部、东部(木兰溪两岸)沿东西向一断裂带侵入石英

闪长岩和钾长花岗岩、花岩斑岩等，这些岩石构成了本县土壤母质。山地

多属砖红壤性红壤、红壤、黄壤、紫色土，零星有残积土分布；河谷平

原水稻土以冲积物和坡积物为主，滨海平原还有少量海积物。地下资源

主要有铁、铝、锌、明矾和泥煤矿等。 ， -一

，本县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0．2。C，最冷月(一

月)平均11．3。C，最热(七月)平均28．5。C，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5

‘C，，最高气温38．7。C；全年无霜期三百一十五天；年平均降水量一千

四百八十五毫米，雨季在三至九月份．雨量最多五至六月份，月平均二

百四十毫米；年平均风力二级左右，七至九月份常有台风侵袭，最大风

力可达十一级。 ．

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总耕地面积三十六万九千二百四十四亩，其

中水田三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七亩，早地面积六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亩。、农

作物以粮蔗为主，还有花生、大豆、油菜等。解放以来，全县兴建中小型

水库八十三座，总库容八千七百八十五点八万立方米，灌溉总面积一十

六万零一百三十六亩，其中旱涝保收地一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亩。平原

及丘陵地带农作物实行轮作，一年三熟，山区一年一至二熟。·九八O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三百一十万三千七百六十九担，为解放前的百分之二

百八十一点八，‘年亩产平均为一千四百四十七斤，为解放前的百分之一

百四十一点六；甘蔗是本县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一九八O年为一十

三万二千一百七十一亩，总产量一千八百五十一万零六百五十七担，约

占全省四分之一，平均亩产一万四千零五斤，为全国甘蔗高产县之一。

全县林业用地至一九七三年有一百九十万多亩，’占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

多，其中有林地一百四十万零五百五十七亩，林业总产值三百九十八万

元，占农业总产值百分之三点四。果树四万七千二百四十亩，茶叶三万

三千九百七十七亩。水果以龙眼、柑桔为主，盖尾．郊尾是兴化桂元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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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产地之一，驰名中外．度尾文旦柚名闻全国。农村付业生产主要有竹

编，土纸、蘑菇等，全县付业以一九八O年总产值五百六十九万元，占

农业总产值百分之四点九。畜牧业主要有养猪、牛等，年总产值一千零

一十二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百分之八点六．渔业生产年逐发展，利用水

库养殖淡水鱼四千七百亩，浅海养殖蛏、蛎等一万一千亩，一九八O年

全县农业总产值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二万元，平均社员每人收入一百六十

一元九角六分，城乡储蓄存款一九八O年达到一千九百七十八万五千六

百元。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到处新建住宅，农业电气化、机械化

程度逐渐提高，己建立中小型水力发电站一百三十五座，装机容量一万

二千二百零九千瓦，有电灌机械站四百六十三台，电动机三十三台，灌

溉三万三千七百三十六亩，排灌电动机三十三台，排灌机械动力二千五

百九十九台／二万零六百九十七马力，农用水泵九百六十七台，大、中

型拖拉机一百五十二台／七千零一十一马力，手扶拖拉机一千零七十八

台／一万二千九百零九马力，推土机二十一台，农用汽车七十五辆／六

千三百四十一马力，其他农机七百五十一台／一十万五千三百四十五马

力。

解放前，全县工业仅有几家私营碾米厂，一家私营小型火电厂和一

家私营冰糖行。解放后工业迅速发展，现有地，昙办的裙厂、印刷厂、电

机厂和社办农械厂等工厂一百二十六座，其中全民所有制三十七座。集

体所有制八十九座。一九八O年工业总产值达一亿四千七百二十八万八
⋯

“⋯⋯一一千一百元。仙游糖厂是全国

大型糖厂之一，一九八O年

环 全县四座大中小型糖厂，日

牌 榨蔗六千五百喳，年产糖九
探

万八千八百二十七点六七

翥 吨，占全省食糖总产量四分

之一强，誉为全省名牌工艺

产品三环牌溽木碗，具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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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无味、不脱漆的特点，远销日本等地，很受用户欢迎。此外，工艺竹

编和手工刺绣(菲芏)产品畅销北美、西欧、东南亚等近三十个国家和

地区。 ．． ．。

解放后交通事业发展较快。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网，沟通全县每一

个公社(镇)与毗邻的兄弟县公路相接，福厦公路贯穿县东南境内，一全长

十四公里，全县公路总里程三百六十三公里；三百一十八大队至一九八

O年底车子化程度达百分之八十二；东南湄洲湾内有沧溪(古名双溪港)，

霞桥(古名太平港)等港口，早在宋代就有外贸来往，现海上航行可通

福州，广东等地。我县工商贸易发达，金县十九个城乡农贸集市繁荣兴

旺。鲤城位于木兰溪上中游溪畔、全县公路网中心，东西乡平原交接的地

带，是全县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水陆交通方便的枫亭和地

处福厦、福永(春)路要道的郊尾是城乡物资的重要集散地。著名的古

邑——游洋，地处莆田，永泰、仙游三县交界，至今仍是三县边界物资

交流的地方。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较为发达。解放前，公私立中等学校仅有九

所，学生二千九百二十九人；小学一百五十二所，学生二万零三百一十

二人；幼儿园二所。现有幼儿班·百五十六班，在园幼儿五千三百四十

七人，教师二百零五人；小学三百八十一所，学生一十一万二千四百六

十四人，教师四千零七十四人；普通中学二十二所，学生二万七千七百

六十四人，教工一千五百四十五人；还有六十六所小学附设二百四十班

初中班，学生九千七百零一人。此外，地区师范设在我县的大、中专有

-二十九班，学生一千二百九十人，教工一百八十五人。全县现有文化

馆、站二十个，影剧院六十座，电影放映队一十八队；专业剧团二个；

业余剧团二十九个，古老的莆仙戏解放后焕发了青春，仙游县鲤声剧团

创作有莆仙戏《团圆之后》j《春草闯堂》和县文化馆创作民间舞蹈

《木兰渔舟》、《九莲灯》等优秀剧目，分别被选送上京演出，得到好

评，《团圆之后》还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影片。国画家林肇

祺、李霞、李耕、黄羲等人名扬八闽，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声誉。全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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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不少名胜古迹，其中列为省级保护的文物单位有九鲤湖、东门石

坊、蔡襄基、龙华隋朝寺院宋代东西塔、麦斜岩寺院、枫亭三棵宋代荔

枝树、枫亭塔斗山万寿塔、凤山无尘塔共八处。尤其九鲤湖、菜溪岩、

麦斜岩、天马山四大景，是著穗风景区。现在金县百分之九十四的生产

队己装上有线广播，农村有线广播网基本形成。卫生方面：解放后己消

灭了各种传染性瘟疫、花柳病，防治麻疯病卓有成效，全省评为先进单

位。现有综合医院一所，中医院一所，病床位三百五十六床：还有皮肤

病防治院，精神病人疗养院各一所：社(镇)设有卫生院一十九所，床

位五百三十九床；大队设有医疗站三百一十八个，赤脚医生八百六十七

人．

全县旅居海外的华

侨二万八千三百五十三

人，分布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等一十六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热

爱祖国，热爱家乡，捐

资修建学校、兴建桥梁、

新建华侨大厦等公益事

业。归侨和侨眷共三千

四百五十九户，二万六

千七百零五人，分布在

赖店、榜头、枫亭等一

十一个公社。
华 侨 大 厦

仙游，山清水秀，物产富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装点此关

山，今朝更好看。”今日鲤城生气勃勃，蒸蒸日上，七十五万人民同心

同德，正在为四化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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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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