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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溪镇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第·居委会，(Di一1 Jow吾lhuT)332人。驻地i石板埠。 j⋯． ：．

第二居委会＼(Di一2 J凸w若ihui)727入。驻地：航船埠o ⋯． 一-

第三居委会 (．Di一3．Jow苦ihu T)5】，1人。驻地：红星北巷。 ．． 一⋯，z

第四居委会 (D、一一4 Jow号．hui)584入。驻地：红星南巷一

第五居委会 (D卜一5 iow百ihu7)536人。驻地。尹山头村。 一一．

车站路．．．．．(Ch百zhan L由)系温溪大队驻地，全长256米，．宽7．5米，水泥路面。北按丽温

· 。¨％一．i公路，，南通温溪街，j．沿路驻有温溪商场、邮电支局、车站、区转辑站，电管
，浊_-： 站，营业所，工商管理所、旅馆等企事业和机关单位，是全镇的商业申．心。因

¨；+强： 车站驻在此路，又是车辆往来的主要道路而得名。， 一 ：。飞i．

温溪街 (W§nqT、Ji百)是镇主要街道，东起花坦底，西接红星街，阔约3米．，水泥路
’} 二 ．- 一

“

、务川．t。i·乒o-．√_√-一，，． ，-’1 1‘一：。’|．．一一：’‘‘j·

红星，．街 ：(H石ng×Tng Ji百)位于镇驻地西面，东接温溪街，西至县水泥厂，，水泥路面，1

．t咖㈡⋯。区供销社驻此。 { j一 ，，

：·． ．㈡．，，∥_．，! ，⋯：。．I'“÷

航魁埠 (H6∞cl】u6nbo)系温溪区公所和第二居委会的驻地，别名轮船码头。全长159

1p j，．， ，。米，沿靠瓯江，，是温州至温溪轮船的终点”凡航向温州的船支都在此停泊侯

盘；o：． m．．潮，故称航船埠。(巷、：埠互名)．区粮管所驻此。，． 。ji p。i’，F、

石板埠 (Sh伯右nbO)系温溪镇政府和第一居委会的驻地，长150米，．宽3米，南通瓯

。tjii ．‘『 江，北接涩溪街。1979年浙江电影制片厂在此埠头拍过纪录片“因巷由石板条

世i稃 ．铺筑而得各。(巷、埠互名)。 ～ 一 I．：， ．： ⋯_．，一．． ，，：?

文化，埠 ◆(W6nhuabo)早叫水龙埠，因自清始，每年端午节都在此游划龙舟故各。长

150米，宽4米，石筑路面。东通瓯江”北接温溪街，驻有财税所。1964年海

盘．匆．，；：、。{． 燕电影制片厂在此埠头和水竹林中拍过；“阿诗玛’’电影的优美外景。解放后，



个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广泛需要，也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各

部门，各单位使用地名时，均得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

和命名某一地名时，应按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规定，履行申

批手续，方能生效。

本志所收录的各类地名图，均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应以行

政区域划分为准。地名因图幅、方位等关系，无法全部上图，应以实

际为准。所涉及的各类数据，均为县统计局1983年年末统计数。，(个

别注明年限者例外o)

本志所引用的地名史料，主要从地名普查成果资料，各类书刊和

调查采访而来。建县后，历时虽不长，可变动性却较大，更无现成资

料可参考，颇为遗憾。今诚不过为全县人民、广阔山区和悠久历史上

留下浅陋的脚印，给后来更高的攀登者，提供线索而已。

本志书可供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和文史资料部门收藏参考。务请

保密，妥善保存。

磐安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元月七日



全．县。’ 综 述

L■■■IⅡr●，．．-rkF●，

，厂p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 例

=鬈薹 “≯县人民政府驻地 ⋯一一乡村路雄辩$《* ⋯7”

学田 区公所驻地 ⋯—--⋯小路
‘

@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 ’必河流 湖泊

。 村民委员会驻地孓<二≯／水库

。 自然村；习}=j巨桥梁
．

塞=：：：：==：：：嚣县界 审 电站

糕一曼咒，，醚区界 ·1 厂(矿)企事业单位

⋯⋯一．乡界 ^ ▲ 警 亭塔 电视转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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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仝 ．．· 墓 古迹

一一一一建筑中公路 ．

▲I 020 山峰及高程‘

。一一产一隧矗 鲻 等高线及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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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 安。 县 概 况

i

磐安县位于浙江省中部，介于东经120。177—120。477，北纬

28。497—29。197之间。东与天台为界，东北和新昌相连，东南和仙居

县接壤，西南毗邻于缙云县、永康县，西及西北是东阳县界。县境南

北长54公里，东西宽47公里，总面积1195．68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

驻地安文镇距杭州市(直线)134．2公里。辖8个区、3个镇、23个乡

354，个行政村，1068个自然村，共47259户，192562人，中有蒙古族

一人，余均汉族。

磐安县置县历史虽然不长，但行政区划归属多变。未置县前，疆

域分属各邻县。元设孝义巡检司，明改百户镇守，清初曾设四平县，

稍时即废，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八堡山一带， (现高二乡周

围)设桂川司，由永康县丞驻守。民国二十五年一月，(1936年1月)

设大盘山区绥靖专员办事处，驻榉溪。民国二十八年四月(1939年4

月)置县，以取“坚如磐石"，或“磐石般的坚固保平安”之义，故

名“磐安县”，驻地今大盘乡学田村。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解

放。同年冬建磐安县人民政府，址设安文镇，一九五八年冬磐安县并入

东阳县。一九八三年七月经国务院批准，恢复磐安县建制，把东阳县

玉山区的玉峰，岭口，尖山、胡宅四乡划入本县管辖，后胡宅乡又分

为胡宅，前山两乡o

磐安县地处山区，峰峦叠嶂，山势起伏较大，主要山峰为清明尖

(又名青梅尖)，海拔1314米，为全县最高峰。大盘山海拔1245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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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山海拔1220米，鞍顶山海拔834米。而大盘山系是括苍山、仙霞岭、

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的承连处，成为独特的大盘山系。素有“群

山之祖，诸水之源"之称，为曹娥江的夹溪，灵江的始丰溪，瓯江的

好溪，东阳江诸水的发源地。全县用材林地、经济林地、荒山、疏林

地占91．5％，沟谷，山弄地带分布着部分田地，合计10．9万亩，仅占

6．1％。水面积占2．5％，坡陡流急，水力资源丰富，可装机5万珏，

目前装机O．5万跹，仅开发10％，潜力很大。解放后已造大小水库199

座，万方以上水库149座，库容量达2793．6万立方米，使旱涝保收农

田达3．25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2％。
‘

磐安县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6．4。C，极端低温

零下11．8。C，极端高温40．3。C，年均无霜期190天，年降水量1571毫

米，春夏多雨，秋季易旱，冬季干燥，立春前后多雨雪。山区资源丰

富，不仅有大量香料油植物和中草药材，而且生着多种野生动物。如：

豺、狼、虎，豹、野猪、山羊、山鹿、麂、雉鸡、斑鸠、蕲蛇、眼镜

蛇等。此外矿产资源亦较丰富，以如公山的石英矿为佳，储量多，质

量好。还有胡宅，九和乡的砩矿，都具有工业开采利用的经济价值。

其他各种矿产情况有待于今后勘查。

磐安县经济以林为主，林、农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有国

营林场3个：黄檀，圆塘，马家坞(是东<阳>磐<安>联营)。列

为省属林业基地的有云山、墨林、大盘、窈川等12个乡。属于省油

桐林基地的有安文、深泽等5个镇和乡。在576975亩有林地中，。_-九

八三年造林39416亩， (其中油桐纯林2897亩，经济林5222亩，毛竹

林6773亩，用材林33810亩)，木材积蓄量74．71万立方米，毛竹积蓄

量587万株。建有林场14个，茶场9个，农场4个，畜牧场、良种场，

药场各一个。同年向国家提供木材1803立方米，毛竹428万株，油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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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担，乌桕籽873担，浙贝432担，玉竹1900担，还有黄芪、桔梗，丹

皮、岩蔷薇、莺味，山苍子、南叶、半夏、金银花⋯⋯等上百种中药

材。其中盘山区的“蛙术”，黄亮饱满，形似青蛙；云山乡的“菊花

蕊"白芍，条直滚圆，切成薄片，芯似菊花，久蒸不糊，是同类药材

的上品。药材产值达550万元以上，是本省中药材“浙八味"的主要

产区之一。特别是元胡，白术，白芍的人工种植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如今仅新渥乡的药材市集，前来采购药材种籽的人员有八，九个省，

’五、六十个县以上。还有双溪乡丽坑的板栗，山环乡和墨林乡东川等

地的香榧，远销省内外。全县各地产的种类多，产量高，年均在1000

万斤以上的淀粉也是著名特产。

农业生产由于耕地少(入均约o．58亩)，土质差，山垄地和山

坡地多，产量不高。不过也已从过去平均亩产450斤，达到1200斤，实

现了口粮基本自给。并向国家投售油菜籽4158担，茶叶16000担，蚕茧

600担。粮食的增产，为发展畜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1983年底，生猪

饲养量15．1万头，存栏数8．3万头，平均每一农户3头，是金华火腿

的产地之一。有耕牛1．24万头，山羊1．78万只，兔3．8万只。此外，还

饲养了大量鸡，鸭等家禽，、为市场提供了多种肉类产品。饲养蜜蜂，

采集野生植物，也是本县人民一项主要副业。

工业在过去，几乎是空白，解放后才有了发展，至1983年，全民

厂有电力，食品，酿酒、印刷4所，职工80来人，县属集体工业12家，

职工830人，以机械、塑料、轻纺加工居多；乡镇企业有532家，年产

值合计886万元，以金属品制造、工艺美术，食品、丝绢，纺织，林产

化工为主。工业的进展，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全县除天网乡外，

25个乡、镇均已通车。主要交通线有磐(安)至东(阳)，磐(安)

至仙(居)，玉(山)至东(阳)和直达缙云的磐缙公路。如今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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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有25个，邮路达1115公里，其中步班919公里。农村电话交

换机24部，装机435部。农村集市贸易点9个。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有较大的发展，至1983年，全县有农村影

剧院7座，放映队29个。区、镇，乡文化站26个，农村剧团52个(其

：中常年活动的4个)，农村俱乐部106个。乡、镇广播放大站24个，

装有线喇叭34897只，入户率75％。有高中3所，学生892人。农业中

学4所，学生424人。乡乡有初中，学生9042人。小学437所，学生

24719人。有幼儿园(班)124所，托儿所1所，入园儿童4948人，占

总数的51％o有卫生机构24个，床位118张，农村医疗室332个，医务

人员503人。

磐安县不仅山青水秀，而且民性强悍，富有革命斗争性。早在东

晋时期，就有邑人卢循起义，主要活动在盘山境内。到了清期，又有

白头军的抗清斗争和太平天国军的革命活动，都曾以玉山为根据地。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磐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

继，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如大革命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缙云特支，

方山区委于1927—1933年间，曾在仁川乡黄余田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粟裕将军率领的工农红军挺进师曾在高二乡坞导佑村驻扎三年之久，

在安文，方前等地都留下革命脚印。解放战争时期，又有浙东游击纵

队第二支队东磐大队，革命武装活跃于东阳，磐安一带，有力地配合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东阳，磐安作出了贡献。双溪的红军烈士

墓，为广大师生，群众所瞻仰凭吊。名胜古迹有明代建造的古朴雄伟

的昌文塔，五代后唐东阳知县张潮墓，北宋工部尚书卢琰墓，南宋文

思王郡马陈梦弼墓，均属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文镇的“四奇八

景”，城镇建筑万工城，及建于明嘉靖年间，实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矽之势的夹溪寨， “凿山而垒，凌空而渡”的夹溪桥，皆可供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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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赏。水光粼粼的五丈岩水库，宽阔的海螺桥，新建的县府大楼

⋯⋯等等新建筑物的涌现，为磐安增添佳色。

勤劳勇敢的磐安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建成具有自己特色

的新磐安而奋发努力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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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臌I凸腻l照继幕

嚅茎蕊爹罹哥．焉





▲新建的海螺桥

v县府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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