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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全省第一次地名工作会议以后，我们遵照国发[1 9 7 9)3 0 5

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在县委、县革委会的直接领

导下，组织有关部门的力量，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对全县十二个公社(镇)

和七个农林场的地名进行普查、核调，按规定对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在“文革”中改乱的地名恢复过来，把需要

更正的地名更正过来。现将普查处理过的全县主要地名一千八百三十一条，汇编

成《同安县地名录》。其中汇集了城镇的居委会、路、街、巷等地名六十二条，

公社、农林场，生产大队(社办农林场)名称二百四十四条，自然村名称一千一

百九十八条，工矿企事业单位名称四十九条，山、河、岛、礁的名称一百九十五

条，水库、水电站、桥梁的名称六十二条，名胜古迹二十一处。这本地名录是我

县此次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供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查考、使用。

这本地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这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改革的要

求，同时还带有便于国际交往的目的。一九七七年联合国召开第三届地名标准

化的会议，会上通过了我国代表团提出的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

法的国际标准，我国便有责任分期分批向世界各国提供汉语拼音的中国标准地名

录。我县又是本省的侨区之一，与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来往日益频繁，也有必要及

早实现地名标准化。

．地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

强的工作。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应以本地名录所录用的地名为准，需

要重新命名、更名的地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的通知办理，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同安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同 安县概况

同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经l 1 7。～1 1 8。，北纬2 4。，东衔

南安、西接长泰、北连安溪、西南与厦门市郊区毗邻。总面积九百三十二点四

七平方公里。一九七八年底统计，总户数八万二千一百零八户，总人口四十三万

四千二百七十一人，其中归侨、侨眷五千五百户，六万多人。居民属于汉族，讲

闽南方言。县人民政府设在城关镇。

同安晋时属建安郡，后又归南安郡。公元八O三年(唐贞元十九年)由南安县

划西南部置大同场，公元九三九年(后晋天福四年)升场为县。建县时，这个地区
‘

是尚未开发的海滨地带，文化、经济落后，社会秩序也不够安定。因此，设县时

都用“安"字，以寄托统治者的愿望。今同安县治所在地，古名大同，城东的梅

山，古名同山，所以采用“同"字，系以“安，，字，作为县名，沿用至今。同安

建县时还没有城，至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一一四五年)创筑，历经三年完工．

不久，朱熹到同安为主簿，加强了防御力量。据县志云。 “其制：东西广而南北

隘，如银锭然，故日银城”。同安别名银城，由此而得。

同安县在清代隶属于泉州府·原辖厦门、金门两岛。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国

二年)，把厦门划出为思明县，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又划金门为金门县。同

安县自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懈放至一九五八年归属晋江地区，现为厦门市管辖

的．广个县。解放初，全县划为七个区，一九五二年改为十个区。一九五七年划角

美一带归龙海县，后又将灌口，后溪等地并入厦门市郊区。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

社时，全县划为莲花、汀溪、策槽、布塘，马巷、新店、城关七个公社。一九六二

年后，全县又划分为十二个公社。一九七一年三月原南安县所辖的大嶝公社及莲

河、霞浯等地划归同安县。目前全县设十二个公社、镇(莲花、汀溪、新民、策

槽、洪塘、果园、新圩、马巷，巷东、新店，大嶝公社及城关镇)j六个国营农

林场(白沙仑、凤南、竹坝、大帽山农场I祥溪、汀溪林场)和北山农场。农村

有二百零八个生产大队，十七个社办农林场I城镇有十一个居民委员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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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县依山临海，东西北三面群峰屏立，东有大帽、鸿渐山，西有白格尖、

观音岩、莲花山，西南有大风、天马山。最高峰是北部云顶山(一千一百七十五

米)。大小山，峰，岩，岭二百一十多个。东南有漫长而又曲折的弧形海岸线，

大小嶝三岛扼守东南海域。自唐、宋以来，水陆交通，逐渐发达，均为海防要

塞。同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除边缘地区有面积不大的中生代火山岩外，绝大部

份是丘陵地带，坡度平缓。沿海地带属现代冲积层，沿海沿溪有狭小的冲积小平

原，地形破碎，海湾深入，海岸曲折，多为岩岸。河流密布，类树枝型。主要河

流有西溪、东溪，官浔溪和莲溪(又名西林溪)。

同安境内的气候，年平均气温2 1。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i 2．6。c，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 8．4。c。绝对最低气温一1．0。C，最高3 8．3。c。

全年无霜期三百二十六天，一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年降水量一千四百四十一

点四毫米。每年七、八、九三个月为台风期。

同安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全县共有耕地三十五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二十

七万多亩，旱涝保收面积十八万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大小麦和蕃薯等。主

要经济作物有花生、甘蔗和大豆等。一九七八年，全县粮食亩产一千二百一十二

斤，总产量三亿零七百五十五万二千斤；花生单产三百二十七斤，总产量三千五

百九十三万四千三百斤。农业总产值一亿零一百三十九万六千元，社员每人平均

年收入一百点八八元，口粮五百七十五斤。近年来，围海造田、晒盐有很大发

展。较大的围垦有东坑围垦、策槽围垦、石崎围垦。现有盐田二十万公亩左右，

原盐年产量达十八万一千五百零七吨，比解放初增加十倍。近海地区，渔业生产

也有所发展，牡蛎、海带、紫菜、淡水鱼等养殖面积逐年扩大。新店公社刘五店

海口一带还产有少量名贵的原始脊索动物文吕鱼。林业方面，解放后造林四十

万亩，有松、杉和各种杂树，部份地区还试种了橡胶、油桐。丘陵地带也有大面

积的水果园，其中龙眼(桂元)为同安主要水果特产，有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六

亩，年产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三担，桂元干畅销全国各地。茶叶是山区的主要经济

作物，年产量二十多万斤。为了变水害为水利，自一九五四年起修建策槽水利工

程，后又兴建了汀溪、溪东、小坪，河溪和竹坝等五座较大的水库。目前，全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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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量在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二十座，百万立方米以下的有七十五座，总蓄

水量为九千五百四十五万立方米。另有塘坝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八座，蓄水量八千

二百九十六万立方米，大大地改变了水利条件，增加了灌溉面积。

同安的矿产有铁、锰、石英、云母、高岭土、泥煤、磷等。解放前的工业仅

有几家手工作坊。现在县、社有农械厂，城镇街道有农机修配服务站。轻工业和

手工业共有二十多个企业单位，主要有糖酒厂、花生榨油厂、皂素厂、蚊香厂

等。食糖年产量达一千四百二十七吨。同安皂素厂生产的海柯吉宁是有名的产

品，一九七八年产量三点五九吨。一九七八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三千四百六十五点

六九万元。随着水利工程的兴建，电力工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全县发电总量为

一千九百多万度，其中水力发电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度，比一九五二年的二万三千

多度增加了八百多倍。
‘

交通方面，一九四九年，同安仅有几条凹凸不平的公路。如今，同安已成为

福、厦、漳、泉的交通要道。县境内，从山区到平原，公路四通八达，车辆川流

不息。号称云山之村，海拔千米以上的莲花公社的白交祠，也已通了汽车。全县

有公路四百四十七点八五公里，水运码头六处。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全县有中学十三所，小学二

百一十所，幼儿园四十四班，中小学生数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九人。县办芗剧团一

个，影剧院两座。还有一些活跃群众文化、文娱生活的机构，如：县文化馆、图书

馆、广播站、公办马巷镇文化站和各公社民办文化站等。卫生保健方面，有县医院、

侨办医院各一所，防疫站、皮肤防治医院各一所，十二个公社、镇也均设有卫生

院，农村大部分生产大队有医疗站，方便群众就医，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全县现保存下来的主要文物古迹有二十一处，其中属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宋代“汀溪窑址”、“婆罗门塔”，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明代“父母庙”碑

记、九曜山的“甘露亭”、“文笔塔”，顶溪头的清代“绩光铜柱”石坊等。此

外，尚有大轮山的梵天寺、国姓寨等名胜古迹。解放前，兵荒马乱，焚毁拆除，

久年失修，就已残缺，加上林彪、 “四人帮”十年浩劫，破坏更为严重。解放以

来，还在城关、巷东、新店、大嶝等地，兴建四处革命烈士公墓。



一、城关镇、马巷镇、居委会、路街巷名称

镇

城关镇

居委会 路街巷 汉语拼音 驻地 曾用名

西 溪

双 溪

西 安

三、秀

后 炉

东， 溪

溪 ．边

三秀山农场 ．

西安路

中山路

三秀路

南门路

’ 同新路

祥路街

灰窑后

霞路街

胡 里

陆丰路

松柏林街

读书巷

棉巷

朱紫市

Ch6nggu石nzhen

Xixi

Shuon9xi

Xi’On

SOnxiO

H6uln

西安路

祥路街

松柏林

后壁路

三秀路

后炉街

Dongxi 南门路

XibtOn 溪边街

S石nxiOshOn Nbngch6ng 三秀山

XI’On Ln

Zhongshon L讧

Sonxld Ld
‘

●

N5nmen Ld

TOngxin LiX

Xi6nglO J．ie

Huiy60h6u

Xi610 Jie

Holl
，

LOfeng Ld

SongbOlin Ji6

DOshn Xlang

’Mi6m Xiong

ZhozI Shl

大同镇

工农街

街 友谊街

卫东街

红星街

向阳街

东红街

西桥尾

永和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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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居委会 路街巷

城关镇 后壁路

·、 小横街

新中街

大横街
’

渡船头

大坝头

南门内

东溪路

清泉巷

溪 口

新街埕

县口路

后城衔

溪边街

后溪

常青路

洗墨池

十字巷

太守巷

北镇巷

后炉街

·6。

汉语拼音

H5ubl Ld

Xi50 Hen gji邑

Xin ZhOngjie

D5 Hengjie

DachuSntOu

D6bStou

N6nm色nn色l

D石ngxi Ld

qingqu6n XiSng

XIk5u

Xinjle Ching

X15nk6u Ld

H0uch6n矿Jie

Xibi石n Jie

H5uxI

ChSngqin g La

XImO Chi

Shl zl Xiang

TSlshSu XiSng

BeIzhen X15ng

H5ulfl Jie

驻地 曾用名

后壁墓

金桥

金桥

关帝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镇 居委会 路街巷

马巷

五美

友民

三乡

后亭

五星大队

马巷路

东 路

后街路

巷南路

深 沟

牛磨巷

东横街

西横街

池王宫前

六路后

元帅爷宫

街市头

· 。

马
‘

巷4 镇

汉 语 拼

M石xiang

Wdm邑i

Y6urnin ．⋯

S百nx i石ng

Houtfng

M石xian91d ^

Dongld

H0ui iel血

X ifingn6nlfl

ShengOu

Nidm6xiang

DOng h色ngj ie

Xi hengjie

Ch iw6ngg ongq i6n

Lialah6u

Yu6nshuaiyegOng

Jieshlt6u

Wtaxing Dadu 1

音 驻 地 曾甩名

巷南路

池王宫前

六路后

元帅爷宫

街市头

池王宫

池王宫横衡

关帝宫横街



二、农村人民公社、大队、

’自然村名称

自然村

村林

寨内

按柄

向溪

五斗区

后埔村

竹林边

纳场

东墩

新莲

墩里

土楼

幕边

南山

珩尾

百谷

莲 花 公 社

汉 语

Li6nhua

Lifnhu石

CnnlIn

ZhOinei

Anbing

XiangxI

Wdd6uqft

HaubtacQn

Haubftcl]n

Zhdllnbi c3n

Nhch6ng

Dangdfln

Xinli6n

Dftnll

Ttal6u

Mnblan

Hetifn

N6nsh石n

Hengwei

B69n
。

，

音 驻 地 曾用名

按柄

，’ 村林

后埔村

新店

南 山 蔗 内



公社

莲花

大队

河 田

内 田

上陵

军营

淡溪

自然村

岭尾

笕里

内 庵

珩头

树兜

格 口

祖厝

寨 内

后溪

中 厝

碗窑

店边

土楼

山珩

下窑

竹仔脚

大柯

东面茶场

东厝

大厅

面前山

西鼓档林场

谷山尾茶场

上社

汉 语 拼

LIngwei

Ji6nll

Nei’on

Hengt6u

Shdd6u

Gek6u

Neiti6n

Zdcu6

ZhOinei

H6uxi

Zhongcu6
●

ShangIing

W6nY60

D ianbion

T证lOu
．

-

S honheng

Xi5Y60

ZhoztjRio

DacI

D ongmiOn ChOch6n g

JOnYlng ：。

DOngcu6

Dating

MiOnqiOnshon

XIgQd石ng Llnch6ng

’G dshanwei Ch6ch6n g

DanxI

Shangshe
。

音 驻 地 管用名

祖厝

碗窑

东厝

上社

·g· ．



公杜 大队 自然村

莲花 淡溪 田中央

’

龙潭仑

上江

下江

白变柯

白交祠
’

西坑

西坑

罗溪

罗 溪

洪 田

柿脚

杆仔树

村里

庵边

巷仔内

尾林

尾林

水洋

水洋

盖集尾

小坪

小坪

半岭

道地．

庙村

内 山

新城

·10·

汉 语 拼

Ti石nzh6ngy石ng

L6ng tfnIdn

Shfingjian g

Xiajiang

Baiji石oci

B6iji石oci

XikeⅡg

Xikeng

Lu6xi

Lu6xi

H0ngti6n

Shijifio

Gfinzlsh d

CCtnll 7一’‘

Anbion． ，

Xifingzinei

WeiIIn

Weilin

I
Shuly6ng

Shulyfng

Gaijlwei ，

t

Xi石oPing

Xi苛oPIng ·

BanIIng

Daodl

Miaocnn

Neishfin ＼

Xinsheng

●

音‘ 驻 地1 曾用名

白交祠

西坑

罗溪

尾林

水洋

小坪



●

、

田 洋

大社

Ti6nySng

Dashe

(片村)石佛内 Shif6n6i

云 埔

溪埔店

新厝

溪埔下

康厝

中庄

将军洋

后溪

井 内

张溪

田中央

山 前

湖社内

新厝仔

下坪内

草埔头场

车头

洋头

Xibfidi6n

Xfncu6

Xibdxia

K石ngcu6

Zhongzhuon g

Ji<5n gj dnY6ng

H6uxi

JIngnei

Zhfingxi

Ti6nzhon gyang

Sh6nqi6n

H讧shenei

X incu6zi

X iapingnei

C石obdtOu Ch6ng

Ydnbn

Ch邑t6u

Y6ngt6u

车头

·11·



公社

莲花

大队

云埔

自然村；

下溪

下坂

山 边

田洋

汉 语 拼 音 驻

Xiaxi

Xifibfin

Shfinbifin

Tifnyfng

(片村)三姓 Sfinxing

(片村)四甲内

洋尾

鱼池埔

田 里

H(5umfl

Zhfingcu(5

LInj ifio

Weicu6

ShIdan

Caicub

Snncu6

Sflcu6

Sij ifinei

Y6ngwei

YachIbn

TifnlI

(片村)大路尾 DaInwei

云洋

·12·

东溪

内 寮

D6ngxi

N色iIi60

Yflnyfng

Xiqifn

Xiba

Salqi60

P ingbifin

Hfiuy6ng

T6ngha

Zh6ngjifi

溪蹴

曾用名

●

幕厝脚厝丹厝厝厝后中林尾石蔡孙苏

瑞埔桥边洋湖甲溪溪赛坪后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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