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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I)

刖 青 ：．

⋯

遵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

《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我县于一九八一年四月开始金县地名

普查。《兰溪县地名志》就是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以地名普查

成果为基础，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编辑的，介绍兰溪县地名的资

料书．

《兰溪县地名志》收录兰溪县各类地名，包括县．公社、镇．大队，

自然村(镇)和重要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名胜古

迹等的现行标准名称，并简述重要地名的来历。沿革和基本情况。’附有

地图和照片，以及有关史料资料。图文并茂，资料较齐全。

《兰溪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兰溪县的地名管理向标准化．规

范化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查阅《地名志》，．可以纵观地名的历史，明

察地名的现状，掌握地名的标准名称，比较正确地了解我县地理和经济

状况，分析和探索地名的形成规律，从而使地名更直接地为四化服务，

为人民生活服务。它所提供的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所以《地名志》

是四化建设及外事、民政、生产、文史，科教、交通、测绘、通讯等各

个部门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对加强政权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

积极意义。

为了便于查阅和正确使用本书，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共收录各类地名359 1条。本县公社、镇、大队，自然村

(镇)地名全部收录，其它地名酌情选录。

亍、肭录攀蝴翟铺样讯御碰伽蝣吼≥



(2) 前言

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改动某个地名，要按地名管理权限上报批

准．
‘

三，本书地名编排，行政区域以公社为单位，先排公社驻地及所在

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按公社地图从左至右，从上而下编排。其它地

名则按类集中。

’：’，‘四、。‘：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公布

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 ．、： ’，

：：：。i．五‘。2本书所使用的各种数字，是二九八一年年底的统计数(个别注 ．

明年限者除外)，自然村人口，是地名普查时的概数。各大队(居委

会)的人口数，不包括集体户，故与各公社(街道)的汇总数不等。．_+公

社总面积j，指公社实管面积。’j．相距公里，指直线距离。 ．+

’：j，：；．六、。本志所引用的地名史料，，主要引自各版《兰溪县志》及有关宗

谱。。并经实地调查采访。。j。’： 一，

七、本书地图编排在本政区概况文字材料之前。地图中的行政区划

界线未经实测，不作划暴依据。 ．1，．
，

：，，八、。附录各篇，有兰溪县山川、交通、人物、物产等方面的资料，

供了解我县全貌作参考． ．

’

兰溪县地名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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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县概况 (9)

溪县概况，

兰溪县位于浙江省中西部，钱塘江中游，衢江和金华江汇合处。县

境东临金华市，西南接衢州市，西北毗邻建德县，，东北与浦江、义乌县

交界。 ，

’ ‘

全县总面积I，316平方公里，划分7个区，辖2个镇，50个公社、

5个县属农、林、茶场和良种繁育场；641个生产大队，1个城关渔业

大队；I，936个自然村(其中自然镇1 1个)；3个街道办事处，32个居

委会。入口590，100人，多数为汉族，有畲族2，449人，分居于游埠、：圣

山、汪高．诸葛等10个公社。尚有苗，回、蒙，满等民族51人。县人民

政府驻地城关镇(北纬29。12’，东经119。28’，)，北距省会杭州132公

胃土o

据《光绪兰溪县志》载，因县城之西濒溪有兰阴山盛产兰苣，故溪

以兰为名，而县以溪名。自唐成亨五年(674年)正式设置兰溪县，迄

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成立兰溪县民主政

府，同年九月改称兰溪县人民政府，一九五五年十月改称兰溪县人民委

员会，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改称兰溪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年九月恢复

兰溪县人民政府。

县境东西长61公里，南北阔41公里，略呈十字形。地势东北群山环

抱，西南丘陵起伏，衢江和金华江在县城西南汇合为兰江，贯穿中部，

北流22．5公里入建德县境。东部大盘山海拔I，3 1 2．1米，为全县最高峰。’

北部肇峰山，尖坞山海拔在950米以上。西南部多低丘广谷，低丘海拔

一般在80米左右。 ．

，

． 夕



(10> 兰溪县概况

本县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温适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

均气温17．7。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5．4o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29．8。C。年平均降雨量1，365 j2毫米，其牛五，。穴月平均降雨量占全年

33％。无霜期长达265天。热量充足，o。C以上的年积温平均6，174．3。C，

农作物一年可三熟。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县耕地总面积45．5；7亩，。其中水田41．7

万亩。农作物以水稻、。三麦0。玉米为主。水稻居首位，j种植面积按三熟

计算达67．4万亩。解放后，充分利用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1实

行科学种日。，改革耕作制度，修建渠、库、‘站，闸。金县共建蓄水量10

万方以上水库120处(其中库容1000万方以上的4处)j总蓄水量达

15，019万方。沿江两岸建有大小电灌站56处，电灌渠道长达220公里。k

全县早涝保收田面积30．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73％。机耕面积占耕地总

面积94．26％。‘因此，一九八一年粮食平均亩产1，441斤，’比一九四九年

增长1．35倍。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大青豆等。兰溪大青豆驰名中外，：

一九八一年产63，246担。

本县因丘陵山地较多，山林资源丰富，已建立了一批用材林、薪炭

林．经济林基地。本县种植乌桕历史悠久，向有。乌桕之乡一之称。全

县种植乌桕计400万株，年产桕籽86，919担。其它蚕茧、茶叶、1柑桔：

杨梅，青枣等也有较大发展。用青枣加工制成的金丝琥珀蜜枣，历来畅

销国内外，一九八一年产蜜枣5，676担。畜牧业以养猪为主，一九八一

年生猪饲养量为547，400头。 材兰溪花猪一为著名优良品种，最宜腌制

火腿，一九八一年火腿产量68，019只。三江、湖塘、水库养殖青、鲢、

鲤、鲫、鳝．蟹等各种鱼类水产，年产量16，286担。牛、羊、兔禽畜都

有相应发展。 ～，。
，

本县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解放前兰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只有少数

几家简陋小厂和手工业作坊。目前城乡厂矿企业单位已有301个，轻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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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冶金、机械、建材等轻重工业皆备．“重点企业有冶炼、化肥、化

工、农药，9棉纺、毛巾．皮革、味精等。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32，．222

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71．78％。产品以兰溪化工厂搿凤凰牌一肥皂最

著名j一九八-年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证书。化肥厂所产碳酸氢氨，，被

化工部评为优质产品。全县工业主要分布在城关一岩山、溪西三处。

社队企业除铁j木、’篾等’五小工外，还有农机修配．缫丝、织绸、．．

皮件、草编’』。陶瓷、棉针织品。文教用品等。 ，
，． ～

’

， 本县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铝、锰i白云石、瓷石等，。以石灰石。

磷灰石：’‘石煤蕴藏量最丰富；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北部山区。5．-石灰年产

量48，116吨，原煤年开采量43，244吨，石煤年开采量5，749吨：，，|．⋯．，

解放前，兰溪虽有：“水陆码头一之称，仅通行木帆船航运，公路

全长不到40公里，’铁路过不了兰江。解放后，，兰江上已先后兴建·座铁

路大桥和两座公路大桥，．将铁路向西延伸到新安江直达岭后，浙东与浙

西公路干线畅通无阻。县内公路已达297公里，实现社社通汽车。兰江

水运情况也大为改观，各类客、货(拖)轮往返城乡，，上通金华市、衢

州市，下达杭州。为实现浙中各地货物实行水、陆中转换装联运，新近

在三江汇合处马公滩兴建兰溪港。第一期工程已完成，全部竣工后年吞

吐量可达40万吨。

商业方面，城关镇有百货、医药、食品、土特产、．外贸等14个专业

公司。农村按历史经济区域设17个供销社和25个分社，加上代购、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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