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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地名录》是一本介绍泗阳县地名资料的工具书，是我县地名普

查成果的集中反映，是经过处理后的标准地名资料；是各单位使用各类地名

的法定依据；也是提高行政科学管理水平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重要的地名挡

案之一。它以较为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我县4179条标准地名的规范书写形

式和读音，直接为新闻报道、公安户籍、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民政管理、

文教卫生、测绘、国防等各有关部门提供较为完整、准确、标准的本县地名

资料，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书中不但有我县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和读音，

而且有公社以上行政区划的概况、泗阳县地名图、各公社、镇、场地名图和

23幅地名图片以及更名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

我县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9月进行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成果经

省，地验收后，即着手编印了这本地名录。鉴于地名是历史形成的，经过历

次政治运动和其它原因，因此，我县过去的地名比较混乱。在普查中，我们

以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对原图上的3345条地名进行逐个核调，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本着地名要保持稳定的原则，把大部分地名确定下来，继续沿

用；对一些名存实亡、含义不清或一名多用的地名，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作了命名或更名，监按审批权限批准后

施行。本《地名录》基本上是按照《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

的精神编写的，但根据我县的具体情况，也作了一些调整和增补。

为了使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和使用本《地名录》，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

说明：

一，本书地名录的编排，以公社(镇、场)为单位，先排公社(镇、场)驻

地和所在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则按所在单位平时的习惯顺序排列，其

·l·



集中排列。对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全部照录。专业

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只录用了

的数字，是1980年底统计局统计数字的概数(个别注明

用地名普查时的概数表示，行政区划面积均为约数；海

三、因全县气候特征基本一致，因此，只在县文字概况中作了反映，各

公社(镇，场)的文字概况就删掉了这一节。

四、为直观反映全县地名，弥补县地名图之不足，各公社、镇、场都绘

制了地名图。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作实测，不作划界依据。

五、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颁布的《中

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对重要的、来历含义比较特殊的地名，均加了小注。为了便于查找

地名，还编了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

本地名录中的各类地名，都是在我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一

九七九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政府颁发的《江苏

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精神，作了标准化处理，监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编辑出版了这本地名录。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单位使用地名时，都

应以此为准I地名的更名、命名，必须按国务院有关规定，经县或县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后，方能生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

泗阳县地名委员会

198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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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概

泗阳县位于江苏省北部，南临洪泽湖，北与沭阳县毗连，东与淮阴县接

壤，西与泗洪、宿迁县搭界。经纬度为：东经118。207--118。527，北纬

33。25t一33。577。面积约1362平方公里。

泗阳县建于公元前1 1 6年(即汉武帝元鼎元年)，因县城位于古泗水下游

北岸而得名。夏殷时地属徐州，周朝时地属青州鸷猷国。春秋时地属吴，吴

亡属越。战国时地属楚。唐、宋两代归属宿预县(今宿迁县)。元朝至元十四

年始置桃源县。后因与湖南省桃源县重名，1914年复称泗阳县。地当江淮南

北要冲，屡遭兵燹，变化频繁。日寇侵华，1939年沦于敌手。1940年初，我

新四军、八路军在此开创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将全境划为泗阳、淮

泗、泗沭三个县，县政府分别驻在临河的西稍、黄圩的陈庄，爱园的松张口

等一带地区，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泗阳县城，原在废黄河南现城厢公社

驻地。1940年冬，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一纵队司令王光夏实行“焦土抗战”

政策，焚城为废墟，县城迁至运河北岸的众兴镇。!V1948年7月全境解放。’

1949年5月将泗阳、淮泗、泗沭又合并为泗阳县。县人民政府仍设在众兴镇。

现所辖25个公社，2个镇，8个场圃，6 0 7个大队，4492个生产队， 7个居

委会，90万余人，大都为汉族。

泗阳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40年以后，刘少奇、

陈毅、黄克诚、张爱萍、邓子恢、李一氓等领导同志，，都曾来此领导过抗日

活动。著名的程道口战斗，乃陈毅同志亲自指挥，把顽江苏省保安第一纵队

及其地方武装消灭殆尽。1946年秋，我军北撤，我地方武装在六塘河、洪泽

湖一带展开游击战争，出现了魏其虎、刘永安、董振英、袁如法、薛慎保等

英雄人物和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涟水战斗、淮海和渡江战役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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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场。社队工业从无到有，1980年总产值巳达4000余万元。

解放前，淮泗中学、淮海中学都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为前方和后方

党政部门输送了不少人材。当时的小学也都在农村设下战时课堂，一边学文

化，一边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成为一支重要的宣传鼓动力量。解放后，文

教事业发展很快。1952年全县有初中3所，学生800人，小学338所，小学生

44000余人，现全县有完中13所，初中17所，农中1所，小学547所，在校中

学生38000余人，小学生146000余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5％以上。县有淮海

剧团、文化馆、图书馆，社，镇、场办起电影队、文化站和广播放大站，群

众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解放前，医疗机构极少，医疗设备简陋，县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1944年

泗沭县政府的门诊室。现在全县有病床900余张。县、社、队三级医疗卫生网

基本健全，社社有卫生院，大队有诊所，全县有医务人员2500多人，群众治

病及时方便。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到千分

之十三点九六。

泗阳县交通较为发达，水陆两便。京杭大运河和徐淮公路都从县境通过，

社社通公共汽车，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尤其是京杭大运河泗阳大桥的建

成，沟通了全县南北的联系，加强了城乡物资交流。全县邮路3000多公里，

便利了人们的通讯往来。
‘

1943年，为了悼念抗日烈±，当时淮海第六行署主任李一氓同志亲自筹

划蓝题词作记，在北裴圩建立革命烈士陵园，名为“爱园”，1953年迁入众兴

镇，面积126亩。园内有烈士塔、碑、亭，昭忠祠等建筑，祠内有大小匾额28

块，记载着1600余位革命烈士的简历，还有新建的陈烈室、陈列着已故军，

政人员的遗像和骨灰盒。园中种植苍松翠柏和各种花草。碑文墓志，也整修

一新，供人们瞻仰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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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兴镇概况

众兴镇位于本县中部、京杭大运河北岸，南邻城厢公社、泗阳棉花原种

场，北与桃源果园交界，东与来安、葛集两公社接壤，西与史集公社毗连。

总面积约15．7平方公里。

众兴古名河北镇。相传明末刘仲达兴，名仲兴镇。后刘氏中落，卖于众

姓，遂改为众兴镇。解放前，众兴长期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盘踞，

1948年7月解放，一直为泗阳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54年成立镇人民政府，

现所辖4个居委会，11条街、2个巷，7个农业大队， 1个农科站，56个生

产队，36个自然村，37000余人，大部分为汉族(其中城镇23000余人，回民

360余人)o

解放前，众兴镇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工商、文教、卫生事

业等都比较落后。镇中心是一条不足一丈宽的东西土路，雨天路面泥泞，街

道两旁是一排排低矮的草房。镇内仅有一些私人开的店铺和手工作坊，绝大

多数居民均以小商小贩度日。

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镇容大大改观，工、商业飞跃发展。一条条

宽敞的油路街道，代替了狭窄难行的土路小街，一幢幢楼房，代替了低矮的

草房。国营工厂、企事业单位与日俱增；镇办工业有纺织、橡胶、铝制品、

编织，塑料、轧钢等。县、镇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畅销省内外， 还支援了外

贸出口，深受外商的好评。1980年县、镇两级工业总产值8000余万元，其中

镇办工业总产值接近900万元。国营，集体商业遍布，市场繁荣。

郊区的农业生产也发展很快。解放初期，粮食单产只有二百余斤。解放

后，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种绿肥，改良土壤，旱田改水田，不断改善

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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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责任制，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全社8900余亩耕地，1970年稻麦两熟总

产140余万斤。1980年粮食总产700余万斤，LLl970年增长5倍以上。

文教卫生事业也发展迅速。解放初期有初级中学1所，小学2所，学生

总计1200余人。现有中学2所，小学14所，学生9600余人，学龄儿童入学率

达98％。县办幼儿园1所，队办幼儿班11个，幼儿入园率达70％以上。解放

初期只有一家私营药店，现除县医院和县中医院外，镇有卫生院、诊所，大

队有合作医疗所，人们就医方便。镇区有剧场、露天电影场、工人文化宫、

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县淮海剧团，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

本县著名的革命纪念地一一爱园，就座落在这里，内有革命烈士墓、

碑，塔，有李一氓等同志为烈士陵园的题词。还有多种奇花异草，令人神

往。

·7。



标准 名 称

泗 阳 县

众 兴 镇

众兴路

运河路

解放路

振兴路

健康路

泗 中 路

爱 园 路

众兴镇地名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Siyangxian 驻众兴 镇

Zh6ngxIngzhen 驻众兴路

钕

ZhOngxing L0

Y0nh6 La

Ji6fing La

Zh6nxing Lu

Jia．nffing L0

SizhOng LO

AiYu矗．n La

道

长 安 路

健 康 路

红 旗 路

众兴西路 Zh6ngxing X]Ia 大庆路

众兴南路 Zh6ngxing Ninlo 长安南路

众兴北路

人 民路

骡马 街①

ZhOngxing B6ilo 长安北路

Renmi／i La

LU6mt Jj

巷

环城巷Huanch6ng Xia．ng

居 民

东门新村D6ngm6n xincon

％

区

朝阳新村

委 会

西接众兴西路东至徐淮
公路复线

东起泗阳船闸西至西门
闸

北接沭泗公路南王运河
路

东接人民路西至解放路

南接众兴路北至振兴路

南接众兴路北至泗阳中
学门前

北接众兴路南至运河路

东接众兴路西至水泥厂

北接众兴路南至水利局
仓库

南接众兴路北至徐淮公
路

南接泗阳走桥北至徐淮
公路

西起众兴粮库几前东至
运河居毒会

运河居委会 Yunh6 Jow6ihui 向阳罟委会 驻碌马街东首

东门居委会Dongm6n Jnw6ihu| 朝阳居委会 驻东门新村

西湖居委会XihIi Jnw6ihui 红星居委会 驻众兴路西首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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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汉语拼音 曾用 名

北门居委会 B6im6n J0w6ihu| 红旗居委会

红光大队

刘 庄

东光大队

徐 庄

蔼； 庄

李 庄

偶 庄

闸 北②

王 庄

条 堤

工人新村

运南大趴

桥 口④

徐 庄

五里大队

王

庙

庄

庄

大队和自然村

H6ngguang Dtdui

Li r,zhuing

DOngguing Dadu|

X0zhuang

Shaozhuang

Lizhua．ng

6uzhuing

Zh矗b6i

Wingzhua ng

Ti度Odi

Gongr6nxincOn

Y0nnill DadUj

Qja off6u

XOzhuing

WOll Didul

Wlngzhuing

M iAozhuing

备 注

驻环城巷

驻刘庄南300米处

驻 徐 庄

别名大东庄

驻 桥 口

别名洋桥口

另9名徐陈堤

驻 王 庄

别名小王庄

驻 戈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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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何 庄

张 刘

张 庄

徐 庄

俞杨大队

俞 庄

杨 圩

王 庄

赵 庄

张 庄

前进大队

王 庄

罗 庄

陈 庄

林 庄

周庄大队

周 庄

刘 庄

左 庄

众兴农科站

冷 庄

汉语拼音 曾用名

H6zhutng

ZhangliO

ZhangzhuAng

XOzhul^g

YOYang Da．dui

YOzhuing

Y百．ngw6i

Wangzhu互ng

Zhaozhui ng

Zhangzhuing

Qiinj|n Da．dui

W矗ngzhuang

Lu6zhutng

Ch6nzhuing

Linzhuing

Zh6uzhuing D吉．dui

Zh6uzhuing

LiOzhuing

Zu6zhuing

ZhOngXIngn6ngKezhan

L6ngzhutng

小注；

①骡马街z昔此街客栈较多，常有旅客的骡马栓扣，故得名。

②闸北：因该村位于京杭大运河泗阳船闸的北面，故得名。

③桥口。该村位于京杭大运河泗阳大桥的桥头，故得名。

备 注

驻俞庄

驻王庄

驻周庄

驻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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