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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政发(80)32号文件批示精神，省测绘局

会同省民政厅等单位于一九AO年五月组织各地、．市和部份县有关

人员在我县进行地名普查试点，至同年十月基本完成。‘在六个月的

时间里，‘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指导下，在县委，县革委会的领

导下，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国地名委

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对全县地名进行逐个调查、

核对，并编写了地名资料，绘制了县、社、镇地名地形图。同时对

被林彪、 “四人帮”搞乱了的地名和规定范围内的重复地名，作了

必要的更名或重新命名。。在此基础上，汇编了《绍兴县地名志》。

《绍兴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我县地名的资料书。它的收录范

围，包括县、社(街道)、大队(居委会)、自然村以及重要自

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和革命纪念地的五千四百多条现行标准地

名。这是我县有史以来收录最多的一本地名资料书。

本志在汇编过程中，已将所录地名的读音和书写作了技术性处

理，对其中重要地名的地形特点、1名称含义、历史沿革诸方面，还

作了简要说明。本志所提供的地名基本上达到了含义健康、读音正

确，书写规范和县内大队不重名的要求，并初步实现了地名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
。

《绍兴县地名志》的出版，不仅能使人民群众比较正确地掌握

和运用现行标准地名，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特征，

经济状况，历史风貌，分析和寻找出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

◆Ⅶt



·Ⅶ．'

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查阅和正确使用《绍兴县地名志》，兹将有关问题
。●

，

，

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部门、各行业

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作个别更动时，要按

报批准，方能生效。。、‘

编排上，以公社。(街道)为单位，按概况、地图，‘

列。重要地名单独列出。
’

录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及的各种统计数字，均以县统计局一九七九年十二

为准(各大队(居委会)的人IZl数、’户数不包括集

社(街道)的汇总数不等)o

引用的地名史料，‘大多摘录或转引自《乾隆绍兴府

志资料(第一辑)》‘。。。
‘。

，，’ 。’

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线均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
一 J

过程中，～承蒙地理，’历史，测绘和语言等方面的专

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疏误之处，希望同
，～-．1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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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位于宁绍平原的西部。南部峰峦起伏的会稽山与诸暨毗

连，北濒碧波浩瀚的杭州湾，东靠上虞，东南与嵊县交界，西与萧

山接壤。 ，

全县总面积为一千四百七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一百零九万，系汉

族聚居地区。分十一个区，一个县属镇，六十九个公社，一千一百

二十一个生产大队。为绍兴行署所在地。

。 绍兴历史悠久。代有记志，史不绝书。相传四千多年前“禹会

诸侯于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日会稽"。春秋时代为越国都

城。宋建炎四，年(公元一千一百三十年)，高宗(赵构)驻跸越

州，越中官吏僭侣上表，乞题府额，题“绍祚中兴"四字，并更元

改越州为绍兴府，绍兴之称自此始。嗣后，行

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分置绍兴、会稽两县，一

绍兴县，划出城区设绍兴市，一九五二年撤销

绍兴专区，绍兴市、县由省直辖；一九五三年改属宁波专区。一九

五八年，绍兴市由绍兴县领导，保留市人委。一九六二年绍兴市并

入绍兴县。’一九六四年，恢复绍兴专区，绍兴县仍属绍兴专区。

绍兴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太平

军进驻绍兴，主将来王陆顺德组织绍兴人民与清军奋战一年四个

月之久·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先烈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为推

翻清封建王朝，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训练义军骨干，联络各地会

党，组织光复军，筹划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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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五四"运动爆发后，．绍兴《越铎日报》《越州公

》等，联合工、农、商、学各界人士，提出“抵制日货、图雪国

"的口号，各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数千锡箔工人举行大罢

，支援北京等地学生的爱国运动，声势较大。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绍兴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

行着艰苦的斗争。一九二二年，党派宣中华同志到萧山衙前和绍

的钱清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一九二四年，以

赤华同志为主，建立起第一个中共绍兴县委，领导数以万计的工

会员和二万多农民协会会员，与地主、资本家作斗争。一九二七

，何赤华同志牺牲后，曹素民同志领导人民群众继续战斗。一九

九年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亲临浙江，来到绍兴宣传党的路

，指导广大军民抗战，勉励各界人士： “只要团结民众力量，抗

之胜券必操我手，，。号召故乡人民： “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

刀。之后，浙东地区宁绍特委派员来绍兴建立组织，发动群众开

抗日爱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

民党反动派开展积极的斗争：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绍兴解放。

绍兴属于第四纪沉积平原，东南高，多山地；西北低，为平

。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平原占百分之四十二点

，水面占百分之十点三，平均海拔六至七米。会稽山原系南岭盯
、仙霞岭山脉的支脉，从诸暨、嵊县伸入本县境内，分布于十九

公社。主峰有二：一个是越南区孙岙公社的五百岗，海拔高六百

十二米。余脉向东北伸展到上虞县曹娥江小浦村。另一个是越南

龙峰公社的骆家尖，海拔高七百四十七米。其余脉分三支，，支向
，

北延伸为九曲岭、．作丹岗、铜井山，越王峥至马庄，称西干山脉，

是绍兴、萧山、诸暨三县天然分界线；另一支向东北分出，．为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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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月华山，独子尖，1至王坛称独子尖山脉。第三支为黄岩头岗，

木窝尖、铜盘山、王城岭，称木窝尖山脉。另外西干山脉向东北为

高岭头、皇古岭、化山、龙池山北折为罗汉山，栗子岗，至东湖为

逸门山，称东干山脉(即化山)；从西干山作丹岗向北为峨嵋山，

法华岭，秦望山，香炉峰，称秦望山脉。

绍兴境内，河网交织，’湖泊众多，以“江南水乡’’著称。萧

绍、绍曹运河横贯东西，从临浦经钱清，柯桥、皋埠、陶堰、东关

入曹娥江，全长一百三十六公里。小舜江从越南经汤浦流入曹娥

江。石泄江、富盛江、攒宫江、平水江、南池江、坡塘江，娄宫

江，漓渚江．型塘江，夏履江等十条江汇集于运河，再由西小江，铜

盘江经三江闸，注入杭州湾。湖泊主要以狭猱湖、芝塘湖、瓜渚

湖，．鉴湖、贺家池、7白塔洋等十八个为最大。解放后，为了发展生

产，蓄水发电，大办水利，建造了平水江，解放、九岭、方家湖，

秦望等水库。三江闸为绍兴、上虞、萧山三县水利枢纽，受益面积

达一千五百四十二平方公里。

．·一‘绍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十六点四度，夏季天气

较干热，七月最热，月平均温度二十八点九度，最高温度四十一点

一度；冬季历年一月平均温度为三点四一度，最低温度为零下十点

一度(因地理位置不同，山区平原温度略有差异)，年平均降水量

·千五百六十二毫米，全年无霜期一般在二百四十天，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

r。绍兴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利用地形，土壤，气

候等优越的自然条件，实行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大力发展以

水稻为主的农副业生产。同时修建了不少渠，库，站、闸，促进了

稳产高产，一九七九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六百六十八斤，

巴5 l



破历史最高记录。油菜籽平均亩产一百九十五斤。生猪存栏数为

十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头，平均每户三点七一头。淡水鲜鱼八万

千二百四十二担。干茶叶为七万八千九百二十三担。另外山区的

竹、油桐、油茶等均有所发展。

解放前，绍兴的工业基础薄弱，生产水平不高。解放后，随着社

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已建立了初具规模的以酿造为特色轻纺

重点的工业结构。有酿酒、制茶，丝绸，棉纺、瓷器、制革、印

、农机、化肥、水泥、蓄电池、冶炼、轧钢，电子、机床、砖

等工厂，还有铜、铁、金矿。一九七九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已达

五亿七千七百三十九万五千三百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一点四

绍兴境内，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萧甬铁路横贯北部平原，杭

、杭I晦公路均经本县。内河航道有绍兴至党山，绍兴至哨睑，绍

至萧山，绍兴至曹娥等十六条航线，．大多数平原河网地带都有舟

之利。

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相

的发展。全县共有中学九十九所，学生四万六千八百八十一人；

工学校一所，学生二百人；小学九百二十五所，学生十三万五千

百九十八人。中小学入学人数比解放初增加七倍，教育质量也有

著提高。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浙医大分校，地区卫生学校都在本

境内。

县内有地区医院一所，县级医院五所，共计病床一千零五十

张。区级医院十三所，病床三百七十八张。公社卫生院六十七所．

病床二百八十六张。有六百八十七个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各工

矿、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均配有一定数量的医务人员。电影j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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