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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启，东。县地名录
JIANGSUSHENG QIDOHGXIAN DIMIHGLU

(内部资料)

启东县地名委具会膈



名命名单位，以及商标等，都应与地名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今后凡县属镇内路、街，巷，

居民区，全县范围内的行政单位、人工建筑物等需命名、更名时，必须报县地名委员会办公

室审核，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

启东县大部分地区成陆时间短，在新涨沙洲和海滩围堤后称“某某圩"。每个圩按土地

多少，，划分若干“埭，，，埭再划分若干“统"，埭之间开凿东西向横河，垸之间开掘南北向明

沟，所有埭的东西两端有大的河流通江入海，河之间称“港当帮，一个港当的距离约三华里，

所以群众习惯于又作里程单位。当时地主以诗词题埭名，如“让人非我弱，守己任他强’’，

。乾春菟夏苗秋猕冬堆"。随着土地成熟，人IZl增多，人们生活需要，开始在交通要道开设

“路头小店’’。有些小店逐渐发展成集镇，圩名和埭名随之被小店和镇名取代。启东县的自

然集镇有很多称村的，由于行政区划和交通的变更，有些自然镇渐渐衰退而名存实亡，根据

废村名不废的原则，把废了的集镇与小店等也编写在废村栏里。

《启东县地名录》是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省，地地名办指导下，民政局承担了组织工

作，宋研成同志负责编写，陆兴冲等八位同志参与此项工作。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区、公社、

水利局、交通局等单位支持和帮助，并得到李质彬、徐瑞彬两位老同志的具体指导，对此深

表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错误在所难免，务请各级领导、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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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县概况

启东县位于长江入海1：1北岸，东部，北部滨临黄海，南与上海市崇明县隔江相望，西与

海门县毗邻。东南江海交会处称蓼角咀①。县人民政府设在汇龙镇，东经121。397，北

纬310 48，。全县总面积一千一百五十七平方公里，总人口一百零九万六千九百人，其中回族

二十七人，满族六人，其余均为汉族。所辖六个区，一个港委，四十一个农业公社，三个渔业

公社，．两个县属镇，十一个国营场圃，七百二十个生产大队(其中有二十六个渔业大队)·

7启东县由南通、海门、崇明三县先后划给一部分组合而成o

北部：原属南通县，最早时为白水荡，属胡逗洲、南布洲等沙洲接涨成陆的通吕水脊区东

部，盖东布洲北境地。唐武则天朝(公元六八五至七O四年)骆宾王曾隐遁于此。北宋太平兴

国时(公元九七七至九八四年)始为吕四盐场，隶属于丰利盐，至天圣年问(公元一O二四

至一O三二年)隶属于海门县。元至正中叶(公元一三五O年左右)到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六七二年)IH海门县四坍四迁，．吕四盐场并入通州。当时倒岸河以南曾有南海之称，至嘉

庆十一年(公元-AO六年)时，今蒿枝港以北己涨出奉补吕复老沙、吕复新沙，新复沙，灶

界沙，戏台沙等沙洲均属通州辖境。民国建元改州为县，这一地区又属南通县管辖。

．中部。清雍正，乾隆年问(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九五年)在今悦和港、灯杆港，节界河

以东，蒿枝港以南，先后涨出利民、满洋、小塘，利寿，小安、小荫，鲈鱼、馒头、日照等

十个沙洲和苏营兵田，狼营兵Ill、文庙公地等属海门县管辖·

：一南部：清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至光绪三年(公元-A七七年)约今崇海界河

以南，先后涨出二十个沙洲，至一九二五年，=十个沙洲已合并为惠安，杨家、永丰，永

旺、永昌，永泰、永兴，南连升、北连升、西庆升、日盈，联珠，永隆等沙洲属崇明县管

辖，．称之崇明外沙。

崇明外沙子一九二。年六月，成立行政公所，设行政委员和承审员各一。

启东县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建置，脱离崇明县管辖，因滨江临海，沙洲接涨无已定名

启东，以纪取“启我东疆之意，，。建县时辖十个乡，其中辅安乡又称启东市。后改划为八个

区。一九四一年九月，海门、启东两县合并，成立海启行署，一九N-"年秋为适应抗日形势

的需要，将南通县的通东行署，同海启行署合并成立东南行署，所辖七个区。一九四五年八

月，海门、启东分县建署。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奉九分区令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两县和通

东又合并成立东南行署。一九四九年一月，海门，启东又分县建署，并将海门县的海东、海

复，二效及通东的吕四等区划归启东，此时所辖启东、启中、启西，海东、海复、二效，吕

四等七个区。一九五四年王鲍IEX从海门划归启东，至此启东县的辖境才固定下来。

启东县地处江海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地面高程以吴淞零点起三点七至五点四米。从西

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气候温和，属凉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一九五六至一九八。年的平均气温

“．9。C，一月平均气温2．6℃，七月平均气温27．5℃，年平均降水量一千零三十一毫米，年



}函平均无霜期二百二十一天，夏秋季节常受台风侵袭，偶有龙卷风和冰雹，对农作物有一定危
矿害。六月是黄梅季节，雨量较多。

i j 启东县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宜种粮棉等作物，是全国粮棉高产

， 区之一。海滩面积较大，宜种植大米草，养殖紫菜、贝类。吕四渔场是全国著名的渔场之

j 一，盛产小黄鱼、海蜇，鲳鱼、觳②蟹、鲈鱼，鲻鱼，鳓鱼、虾类等。长江盛产刀鱼、凤

尾鱼、银鱼、鲥鱼等。内河养有青鱼，白鱼、鲢鱼，鳊鱼、鳗鲤、黄鳝、螃蟹、虾等，一九
。

八O年水产品总产量四万二千多吨。

解放后，启东县的经济发展很快。

：‘ 在工业上，解放前仅有九个小作坊，解放后有了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纺织业等工业

部门。全县有县、社、队办工厂企业一千六百多个，一九八O年工业总产值达五亿多万元，

其中全民、大集体工厂有九十九个，产值为二亿二千多万元I社队工厂有一千五百多个，产

值为二亿八千多万元。全民，大集体工厂多数设在汇龙镇，有千人以上的棉纺织厂，五百人

以上的农机厂。社队工厂则遍布全县各地。产值千万元以上的公社有寅阳、汇龙、永阳、惠

萍、汇龙镇等。汇龙镇印染厂的兰印花布，在日本享有一定的声誉。还有手工艺品，化

工、服装等产品远销国外。

在农业上，全县总耕地一百十二万七千多亩，实行轮问套种，两年五熟制。夏熟主要作

物有三麦、蚕豆，秋熟主要作物有棉花，玉米，是个粮食、棉花高产地区之一，一九五八年

获得国务院“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励。一九六四年粮棉超双纲。粮食历史最高产

量达七亿七千五百多万斤，单产一千四百三十八斤，棉花历史最高产量达一百零四万八千

担，单产一百八十一斤，为国家作了重要贡献。先后八次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多灾的

一九八O年，夏秋粮食播种面积二百余万亩，总产达五亿八千多万斤，棉花播种面积五十八

万多亩，皮棉总产仍达六十四万余担。

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发展很快，主要有生猪、水貂、羊，兔、奶牛、鸡、蚕茧，小辣

椒、大蒜、瓜果等，一九八O年总产值达一亿一千多万元。

水利建设解放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并港建闸，把四十三条通江入海畅l：l河并成十七个

1：1，新建了大洋港口、通启运河、三和港等十七个口子的闸，同时调整河网布局，充分利用

改造旧河网，建设新水系，闸涵桥路全面配套，明沟、横河，支河、干流四级通连，在高低

地形之间建分级控制闸，做到挡潮、拒淤、减咸、蓄淡、引灌、通航，并掌握全面调度的主动

权，’基本达到干旱有水灌，大雨不成灾，淋盐洗咸，改良土壤。兴办了长江北岸治坍护岸工

程长四十一公里，海堤块石护坡工程长三十二公里，提高了防洪挡潮治坍能力。

在交通方面：全县除永和、天汾两个公社外都有晴雨公路，主要干线有通启寅，通吕、

汇吕、江七等三十一条干支公路，全长三百四十三公里，纵横交织成网。内河航运全县有六百

二十九公里，主要有新三和港经通吕运河，通往南通地区各地，常年通航。启东港是启东通

往上海的主要客运码头，三和港、三条港和五仓港每日有班轮通往崇明县，其中三和港又是运

输船只进出港口，水陆交通方便。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一九八O年各类学校有六百二十六所，其中中等学校一百一十

四所(专业学校一所，公立中学二十三所，民办中学九十所)，初等学校五百一十二所(聋

哑学校一所)。班级四千零七十九个，学生总数达十七万二千多人，教职员工八千二百多

2



人。一九八。年医疗单位总计八百一十五个，其中县区级医院九所，公社

所，大队卫生室六百八十八个，工厂企事业单位保健站五十九个，病床总

医务技术人员=千二百多人，其中中西医各二百多人，医士四百七十多人

药剂人员一百五十多人，其他技术人员一千多人，赤脚医生一千六百多人

对肝癌的流行情况，病因、预防，诊断、治疗进行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

七九年获国际“癌症免疫奖’’，荣获金质奖章一枚。

·启东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二十世纪初，崇明外沙为反对崇明豪绅

分治，前后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斗争。一九二六年前后，进步青年，知识分

列主义小组。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即派员到此开辟，领导革命斗争。

八日攻打县城的“／k／k’’暴动震惊了反动当局。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侵

东人民挺身保家卫国，抗日义勇军，瞿犊部队打响了苏北抗日的第一枪。

矗清乡"斗争时期，我东南县(海启)处在反清乡斗争的前哨，县警卫团

进行的竖河镇战斗吹响了反据点斗争的号角。此后，启东县在解放战争中

击营六天三战三胜，缴轻机枪十三挺，俘敌近百名的战绩。

注①蓼(一作廖又作料和寥)角咀是沙咀的名称。沙咀是海岸尽头处沙洲的尖端，江海交会

处，咀内是江咀外是海。据《南通地区成陆过程初探》I距今约六千年前，地球上曾有过较

高的海面，平均高度七至八米的扬泰(今扬州、泰州)古沙咀。这个时期扬泰古沙咀的尖端

应该就是最古的蓼角咀。六朝到唐末时期，海岸线向东延伸，蓼角咀亦东移到今掘港东北长

沙附近，唐末通吕水脊区接涨大陆以后，海岸线再度延伸，蓼角咀移到海门旧县东南。元末

以来，海门县坍没，吕四东南的海岸也向北退缩，到明嘉靖年间蓼角咀在吕四东南大河营外

不远。清中叶以后，海门再次涨起，蓼角咀重新移到塘芦港以东。到清末，崇属惠安等沙洲

连接大陆，那时的蓼角咀在江夏村东南。以后这个角移到寅阳镇东南，即今东南园陀江海交

会处。自清中叶以后，二百多年来蓼角咀向南推移了九十里。

注②“觳”本地读“荒"(Hu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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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龙镇概况

位于启东县南部，为汇龙公社所环抱，面积二点九四平方公里，分为四个居民委

员会，一个菜园大队。居民二万余人，绝大部分是汉族。镇政府驻地人民东路。汇龙镇是县

人民政府、汇龙区委、汇龙公社驻地。文革期间曾称卫东镇。

汇龙镇原名“惠隆镇"。镇区所在地原为杨家沙。杨家沙子清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

年)间涨出，由于地处适中，来往行人常在此落脚，清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二一至--A．五O
，。E

⋯。
。一

年)，逐渐形成集镇，初名大兴镇，后称惠隆镇。一九二O年六月在惠隆镇设崇明外沙行政
- 。 -． ： ?

分所，于一九二一年在分所前开辟市场，定名镇洋市。一九-'A年三月脱离崇明建立启东

县，惠隆镇以汇龙河名(清光绪二十九年间开挖介于惠隆镇中间的南北向河，其河道弯弯曲

曲，汇成龙形，故称汇龙河，现名大庙港)改作“汇龙镇’’，沿用至今。一九四五年八月日

本投降后建立汇龙镇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二次解放重建镇政权，一九五八年建立光

速人民公社，同年更名为汇龙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镇社分开，为汇龙镇人民公社。

汇龙镇是全县水陆交通中心。大庙港、头兴港北通中央河，南入南引河。南城河贯通头

兴港，大庙港为城乡物资吞吐的主要河道。通启寅、汇吕，惠丰公路等贯穿东西南北。

汇龙镇是启东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后经过一九五六年对私改造，所有制发

生了根本变化，工交财贸发展很快。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八O年底，

已有国营和县属大集体工厂二十五个，职工六千多人。镇属工厂有机械、化工、日用电器、

印染、纸盒、工具、服装等十八个，职工二千余人。一九八O年镇队办厂工业总产值达一千

四百多万元。生产的工业产品大部分外销，蓝印花布为省优质产品，销往日本。文化方面建

有影剧院、体育场、公园、工人文化官各一个，图书馆两个。

教育卫生方面，解放前只有一所六个班级的中学和一所规模很小的小学，现有中学两

所，其中启东中学列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中等专科学校一所，完小三所，聋哑学校一所，教

职员-r．N百六十七人，在校学生五千三百余人。县人民医院、中医院，肝癌防治研究所、卫

生防疫站，镇属卫生院，总共床位四百八十张，医务人员五百一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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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

公园中路

人民东路

民胜路

彩臣东路

建新路

黎明路

江海南路

河南路

幸福街

彩臣街

团结街

幸生巷

军民巷

安乐巷

太平巷

幸西巷

幸东巷

新兴巷

新生巷

华兴巷

建设巷

新民巷

民建巷

汇民巷

生建巷

彩臣一村

OOngyuSn Zhsng嚏⋯ ·j

R6nm Tn DOn910 青年路

HTnshang L0

C5Ichin DOng fO

Ji5nxin La

LfmTng LO

JlOnghSi N6n I凸

H6 N石nIO

X7ngf6 Jl百

CaIchin Ji百

TuSn J16 JI百

X Tngsh百ng XISng

J0nm Tn XISng

AnIa XiSng

Taip Tng XISng

X Tng XTxlSng

X Tng DSngxlSng

XTnxTng Xlang

×in sh百ng XiSng

HuaxTng Xlang

Jlansh吾X15ng

位于南城河南岸，故名。

新市场

老街 以烈士陶彩臣之名得名。

礼堂

义茂泰弄

裕春

潘家弄

×Tnm Tn X15ng

H．『n Jlan XISng

HuTm Tn XISng 柴场弄

Sh百ng JIan Xfang

CaIch否n 1一COn

靠近人武部一九七六年定
名军民巷。

以人民剧场太平门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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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

盯

肛

Ⅳ

盯

Ⅳ

"

街

”

Ⅳ

巷

"

"

Ⅳ

"

Ⅳ

盯

"

Ⅳ

Ⅳ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用名 鲁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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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区

即

Ⅳ

仃

Ⅳ

仃

厅

，，

"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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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臣=村

彩臣三村

团结一村

民主一村

职工新村

财贸新村

幸福一村

幸福二村

机关新村

菜园大队

C6lch／m 2一Con

C6Ich暑n 3一COn

Tu6nJ16 1一Con
M'／nzhO l—Con

Zh l'gOng XTncon

C6Imao XTncOn

Xj'ngf0 1一Con

Xingf0 2一Con
JTguan XTncon

C(31yu6n DaduT 卫东大队



，北与

个生产

四区、

吕四港委，吕四公社所在地。

吕四镇历史上著称吕四场，属吕四盐场场治所在地。吕四盐场已有千余年历史(见启东

县概况)。吕四镇自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为防御倭寇建鹤城。明隆庆年问

(公元一五六七至一五七二年)吕邑举人彭太翱在鹤城记略中称“屹然东南巨镇也"，故吕

四镇又有鹤城之称。

相传八仙之一唐代京兆人吕洞宾曾四次到此游览，而得名吕四，另一传说，北宋寿州人

吕夷简在吕四署理巡政厅四次有政绩，宋仁宗朝(一O二三至一O六三年)拜相，吕人思

源，故镇名为吕四。， ，

，吕四镇原属南通管辖，一九四九年一月划归启东县后为县属镇。一九五八年建吕四人民

公社，一九六一年拆吕四公社为吕四公社和吕四镇公社，一九六五年从吕四公社九大队划出

一部份为吕四镇菜园大队。

历史上吕四场以制盐业闻名于国内外，所产盐名真梁，盐质晶莹鲜洁曾朝贡皇室，故亦

称“贡盐”。清光绪末年在荷兰召开的万国博览会获金质奖章一枚。民国七年在巴拿马召开

的国际展览会获特等奖状。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捕捞和运输业也很发达，是当时南北沿

海交通运输的集散地。以制盐和渔业基地著称。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

“关于建设沿海商埠的渔业港，，中，明确规定吕四为十五个渔港之一。

吕四镇是通吕运河，新三和港，东串场河，新港河的汇合处，通吕，汇吕、吕龚公路的

交叉处，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吕四镇又是吕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现有渔船

修造，化工、石灰、油米等七个县属厂。水产系统有江苏省渔业指挥部，县水产局。财贸系

统有吕四区港商业办事处，工商行政管理所，商政办、百货商店，食品中心站、粮油接转

站，区粮管所等单位。企事业单位职工七百余人。镇办厂有玻璃、搪瓷，印刷、并线等十一

个，生产三十多个品种，一九八O年工业总产值达五百多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一所小学，现有完中一所，十二个班级，在校学生七百多

人，教职员工六十多人，镇办初中一所，小学两所，教职员工五十多人，在校学生一千八百

余人。区、镇卫生院各一所，床位一百零八张，医务人员一百二十人。另有影剧院、电影院

和文化站等，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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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吕四镇

环城北路

环城西路

小明路

延寿路

鹤城路

人民路

环城东路

东兴路

三益路

劳动路

环城南路

来鹤路

纯阳路

范龙街

吕东街

板桥后街

板桥街

烈士街

复兴街．-

太平巷

淑仪巷

炳华巷

永昌巷

罗盘巷

幸福巷

阳春巷

和平巷

民主巷

黄①海巷

胜利巷

姚标巷

邮电巷

Hu6nchOng B否I kl

Hu6ncM,ng XT ld

XlSomTng L0

Y石nshSu LO

H吉chOng LL1

ROnm Tn L0

Hu6nch舌ng DOng Itl

DOngxTng L0

SOny T Ld

LOod6ng L L1

Hu6nchOng NOn ld

L石lh吾 Ld

Fanlong Ji百

L0dong Ji6

B0nqlOo H6uJl蚕

B0nqlOo Ji否

Lf吾shT JI百

F0xTng JI百

T(tlp Tng Xlang

ShOyT X16ng

B l'nghu8 XI(tng

Y(5ngchong Xl(1ng

LuOp6n Xlang

Xi"ngffi Xiclng

YOngchon Xlclng

HOpTng Xlang

卜1 I"nzhO Xlang

HuOnghSI Xlang

ShOngIT Xlang

Y石obloo Xlang

Y6udlan Xl ctng

吕四区、吕四港委、吕四

公社驻地。

以小明村得名。

以南端延寿桥得名。

以原鹤城之名得名。

以传说吕洞宾来此放鹤得

名。

以传说吕洞宾号“纯阳

子玎得名。

以烈士范龙之名得名．

以原木板桥得名．

以原太平桥得名。

以烈士李淑仪之名得名。

以烈士崔炳华之名得名．

以烈士唐永昌之名得名。

以烈士罗盘之名得名。

以阳春面店得名·

以黄海浴室得名．

镇

路盯

盯

Ⅳ

"

仃

"

盯

盯

Ⅳ

彤

盯

即

，

街

盯

”

矿

卵

盯巷厅

"

盯

玎

盯

∥

一

一

"

厅

"

”

B



Ⅳ

"

Ⅳ

大 队

庙滩新村 MIc吉otOn XTnc[in

幸福新村XTngfO XTncOn

小明村XlOom Tng COn

桑园大殴LOsTcaIyu石n Dadu7

注①“黄"本地读作“王”(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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