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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促进四化建设，适应国内各界

和海外人士对标准地名资料的需要。‘根据国家统一布署，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我县于1981——1982年全面开展地名普查，解决了多年来特别是十年动乱在．

地名管理上造成的混乱问题。《怀宁县地名录》是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通过

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编纂而成的。全书共收录各类地名4934条，其中行政区划

名396条，自然村名4082条，自然地理实体名187条，人工建筑129条，台、站、

港、场、企事业单位名124条，纪念地，名胜古迹名16条，怀宁县现行行政区划

图1幅，历史地图2幅，镇，乡地名图29幅，概况说明66篇，照片25张．，县人民．

政府(1983——1985年)文件6份。并附有地名笔画索引。

本书对村委会、居委会以上的行政区划名称全部收录。对自然村名称，除少．

数过于密集不便标图的小村归并为片村，改在说明栏内说明外，一般都已收录。

对各级设置的台、站、港、场和企事业单位按《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 和安

徽省地名领导小组关于实施《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补充规定的精神， 只选

录了其中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具有地名意义的单位名称。

《怀宁县行政区划图》和镇、乡地名图，分别采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测绘局1978年版1：10万地形图和1：5万地形图作底图，参照地名普查资料绘

制。概况和说明中引用的各种数据，依据有关单位提供的1984年底的统计数字。

行政区划资料截止1986年底。各类地名的方位均以县城为坐标，并以县城至各地

的直线里程为距离。
’

．‘

《怀宁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标准地名工具书。．今后，各

单位使用地名时，应一律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动。个别地方确需更名、命名的，

应按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规定，上报批准。 ．

r．0{嘻0。



怀宁县概况

地理位置：

怀宁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前沿。东邻安庆市，隔江

为东至县，南界犟l工县，西接太湖县、潜山县，北连桐城县。总面积1516平方公里。

县人民政府驻石牌镇。

建制沿革：
。

东晋义熙年间(405—418年)，刘裕平定桓玄，晋安帝复位立县，取“安：。

抚平宁”之意日： “怀宁”。县境春秋时属桐，皖二国，战国属吴楚。汉至西晋

属舒县，皖县。东晋末至南朝属怀宁县、阴安县。隋属怀宁县、同安县。唐至五

代属怀宁县、桐城县。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始将桐城部分划入怀宁‘

县。元至治三年(1323年)划西境设潜山县。宋以前县治设潜山县梅城南宋嘉定十

年(1217年)移至皖口(今山口镇)。景定元年(1260年)随安庆府迁至宜城(今

安庆市城区)。抗日时期安庆沦陷，县城迁至石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县城

迁安庆，1950年迁回石牌。

行政区划，人口、民族： ·“

辖境在建国后局部有所调整，1957年，．王河。，．顺桥两乡划归潜山县，牛车、

吉庆、同卫三乡划归桐城县。桐城县的白莲圩划归怀宁县。1957--1980年间，所

属集贤关以东地区和广圩区及总铺乡砂桥、东风、向阳等大队先后划归安庆市。

1979年原月山公社所属的马鞍、旗星、牧岭三个大队划建安庆铜矿。1957年皖河

联圩后，将河南岸的原天津、江镇区所属的数万亩地域建立皖河农场，属怀宁县，

t961年改属省农垦系统。
’

清末全县划为六乡。民国设4区、4穆镇。1949年建国后设10区、135乡。1952

年分为16区、1镇、186乡。1957年并为12区、1镇、36乡。1958年撤乡，成立

18个人民公社。1960年并为8个人民公社。1961年改设8区、27个人民公社。1982

年恢复石牌镇建制。1984年恢复乡，村建制，全县改建27乡。1985年增设巨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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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改月山，高河乡为建制镇。现辖7区，3镇，26乡，360个村委会、2个

居委会，4082个自然村，137984P，680252)l,．。‘主要为汉族，其次为回族等少数
民族。

、
一

》

地势、山脉、河流、土壤，气候： 。l

境内自西向东为浅山丘陵，中部地势较高，南北两侧低平。皖河、大沙河流

域及沿江洲地，约占总面积18％，丘陵浅山地约&82％。最高点为百子山，海拔

437．5米。大别山余脉自西北分两支入境。一支由潜山县公盖山太平尖，平岗蜿蜒

至独秀山，向东南分支，构成大雄山、黄梅山、百子山、大龙山等浅山岗峦。l另

一支由太湖、望江县交界的香茗山入境，形成王居山、龙王山一片丘陵。河流主

要有皖河、大沙河两大水系。皖河源于大别山，由上游皖水、潜水、长河汇合而

成。皖水由潜山县经小吏港入境，至解放闸与白洋湖水系汇合，经陶家湾与潜水

合流，至官坝头与太湖入境的长河汇为皖河，绕县西南向东串七里湖、八里潮注

入长江。大沙河源于潜山县下浒，流经桐、怀两县边境与檀桥、万福、高河渚河

汇合，经三鸦寺湖至马踏石注入菜子湖。 {

由于县境地处于郯庐大断裂地带和长江挤压破碎带之间，地质构造比较复杂。

土壤分为6个土类，12个亚类，89个土种。岗地、丘陵和浅山区为黄棕壤、红壤、

石灰岩土和紫色土。沿江湖洲圩地区为冲积潮土。

气候温和。县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适中，雨热同期，

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6．3。C，最高气温39。C，最低气温零下15。C，年平均零度

以上积温5953．20C，10。C以上积温5184．4 oc。年平均降水量1300毫米，多集中在5—7

月份，占全年降水46％．秋冬雨水偏少。年平均无霜期242天，初霜期一般在11

月中旬初，终霜期在3月上旬末。 ．’

农业生产：

全县耕地545994亩，其中水田423191亩，旱地122803亩。农业以粮为主，主

要种植水稻，其次是麦、山芋、豆类。主要经济作物为棉花、油菜。复种指数在

200％以上。山场487668亩，其中有林面积393039亩，森林复盖率17．2％，’立木

积蓄量65123立方米。主要树种为马尾松，其次为杉树、毛竹、油桐和茶、桑、

果。四旁植树累计近70000000株。水面213297亩，其中湖泊23800亩，河流104688

亩，水库19990亩，池塘64819亩。可养鱼水面为108469亩。由于皖河、大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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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水系都与长江相通，水产资源丰富，主要鱼类有30多种。沿江出产鱼苗。还

有芦苇、菱、藕、芡实、茭白等多种水生植物。全县除同马、广成两个江堤，有

千亩以上的内河圩堤42处。为改善农田水利条件，进行了皖水改道和皖河下游根

治工程。新筑同马江堤，加固了大小民圩，全县修筑堤防244公里。在丘陵地区，

兴建了中小型水库76座，总库容量为1．5亿立方米。．其中蓄水千万立方米以上的

2座，百万立方米以上的9座，十万立方米以上的65座。修筑塘堰19680处，可

蓄水151620立方米。建机电排灌站146处，装机270台，9728458．5瓦。建引水

渡槽3处，开挖灌渠37公里。全县现有旱涝保收耕地328000亩，其中稳产高产为

193000亩。县内有11万伏变电所1座，3．5万伏变电所2座。
●

矿产资源：。 }

全县各种矿点有一百多处，主要矿产有金、银、铜、铁、钼、铅、锌、钨、

硫，煤，重晶石、硅灰石、玻璃石英石、白云石，大理石、花岗石和水泥石灰石

等数十种。水泥石灰石储量达13．9亿立方米。大理石储量在省内占重要地位，总

储量达3．9亿立方米，开采的有35个矿点。品种有汉白玉、雪花玉、墨碧、苹果

红、黑珍珠、虎皮，雪浪、秋景，木纹、碧波，天然水磨石等。．名贵品种为翡翠

、玉、山水玉、山峰玉、冰川玉筝。石煤储量340000000万吨。沿河盛产黄沙，沙

质优良。县办工业正在兴起。国营企业有金矿、煤矿、大理石开发公司、食品机

械、水泵：印刷，造船，食品，酿酒、制面，饲料、纺织，服装，磷肥生产等21

个厂(矿)。县办集体工业有砖瓦、棉织、塑料、电镀等36个厂。乡镇工业以建

材为主．有水泥、砖瓦、大理石、煤矿、化工以及各类加工厂共114个。1984年

全县工业总产值为5601万元，其中国营工业产值为2809万元，县办集体工业产值

1202万元，乡镇办工业产值1607万元。一

乡镇企业．1984年以来有较大的发展。乡办，村办，户办，联户办；门类多，

层次多，能工巧匠多，外销员多。现有乡、镇办企业1 1 36个，两户一体企业23082

个，年总产值14618．8万元，比上年增长1．5倍。

交通运输：合安公路穿境内3乡两镇；’总长36．8公里。省际公路有高河经宿

松至湖北黄梅：月山至望江北门坦、石牌至太湖向墩共72．1公里。县内有秀山至高

。河、月山至平山，鸡留桥至金鸡笼、凉亭至总铺，狮子口至洪镇、月山至狮子El、
’。

甘露庵至银珠山、三桥至小市，，，公岭至瓦窑铺、枫林18碑至叶家典、叶家香屋至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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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岭等线，总长159．2公里。水路，东沿长江22公里；西南有皖河接长江，县内

通航河流、湖泊66公里。

科技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a．j完全中学9所，。 中级师范学校1所， 中

等职业中学2所，初级中学23所，农中1所，小学418所。在校中小学生123892

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3％。县城有广播站、电视转播台、黄梅戏剧团，文

化馆、图书馆、文物管理所、体育场、新华书店及电影院。农村有文化站16个，、

文化中心13个，乡村和户办电影放映队56个，业余剧团38个，区、乡均有广播放，

大站。医疗卫生方面，县有医院、防疫站、血防站、妇幼保健站}区、乡有医院，

卫生院31个。绝大部分村有医疗室。全县计划生育1984年出生9281人，净增5245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13．7‰。血吸虫病疫区设血防组10个。县有各类学会，乡

有科普协会。， ．．

土特产品：龙须贡面，为传统产品，被定为安徽名产。顶雪贡糕为+部优产

品。凉亭石磨，右境乡海螺山的‘望春花亦为本县特产。
一1

社会商品零售额，1984年为11059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6325万元，农村

人均收入301元。

经济状况：1984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1980年翻一番，是全簧±仝翻番县之·。
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为30170万元，I比

农业总产值为24j568．9万元，其中种植业125lo万元，林业210方元，牧业‘

3640·79万元，．：E．孙_[k7943．19万元，渔业265．26万元。主要农副产品≯量；粮食’
播种面积936044亩，总产294，41 6．6万吨；油料播种面积97，471亩，总产8080．亏

1吨；棉花播种面积37’974亩"．，，总产皮棉2．456吨；肥猪出栏117，663：；／≮，禽叠3515吨，。 ．

：懈2252．85吨，茶叶总产113．9吨，蚕茧2S．25吨，水果189．25吨。
。名胜古迹：

一

·。1、清代书法．大师邓石如墓，邓石如故居‘‘铁砚山房b，戏曲史文物金鸡碑及

～五猖神庙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一

2，小吏港，是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诗中女主人刘兰芝故里。因其夫焦

仲卿为庐江小吏，故名小吏港。有焦仲卿刘兰芝合葬墓，1日有纪念建筑孔雀台，

～ 已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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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皖口(今山口镇)，为历代军事要塞。三国吴嘉禾六年(公元237年)，
’

大将诸葛恪在此屯兵。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左．}Y5559年)在此筑城。北宋开宝八年

(公元975年)，宋将曹彬在此大败南唐朱令赘。唐诗人李涉七绝《井栏沙宿迂’

． 夜客》即作于此。宋王安石、黄庭坚也曾来此游吟。 +1f

一． 4、石牌在历史上素称“戏曲之乡"，明末清初以来，名伶辈出，有“无石不

成班’’之誉。城南皖河乡皖河村的杨下墩是清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月楼的故’

里。城北猫山有太平军石牌城遗址。
⋯’

5，集贤关，现为怀宁县与安庆市分界处。系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的重要关 一?

隘。关下总铺乡永林村内赤岗岭，是安庆保卫战的重要战场。1860年太平军将领

一、刘仓琳与湘军曾国荃在此血战。 !， 一一

：
j， 6、百子山为1944年中共百子山区委建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当时的“杀尽汗，。

(汉)奸”．石刻至今尚存．o 一

此外，近年考古调查发现，古生物化石有小市乡茅庵村的补市安徽龟"龟化。’

石，月山镇黄岭村的犀牛化石。’分布在全县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文化遗址
·

种30处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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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镇概况
；

’

． 石牌镇，位于皖河西岸。皖水。潜水．长河在上石牌1公里处汇合。。镇西．

南、北三面为皖河乡，东与江镇乡，北与平山乡接壤。总面积12．68平方公里。

从1950年起为怀宁县人民政府驻地。7辖2个居委会，4个村委会，53个村民组，

15条街道，27个自然村，4524户，19458人，其中农业人口有5554人。居民主要

是汉族。 、

石牌，古名石牌口。《宋史》记载：“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

赵匡胤征伐南唐，用樊若水之计设浮桥渡江，先试舟于石牌口，三日而成，移至

采石，不差尺寸”。可见当时石牌河道宽阔。’据传明清以来，石牌就是潜山、太湖

宿松、望江等县通往安庆的水陆交通要道。《县志》载：石牌“粟布云集，货贿

◆ ‘。泉流、为怀宁诸镇之首”。

．一 石牌分上、下石牌，IEl时商业主要在上石牌，建国后逐渐移向下石牌。建

国以来逐步进行建设和改造，新建了建设路，所有街道均铺上水泥路面0a’1957年

建同马大堤，按1954年最高水位加高2米，使下石牌不再忧于皖河洪水的危害。 ．

，’ ．1972年兴建皖河大桥，沟通了月(山)北(门坦)公路。石牌是合肥．’安庆通往一

望江、太湖等县的交通枢纽。镇人民政府驻下石牌。

‘工业：建国前仅有少数手工业作坊，现在除有驻本镇的农机、酿酒、食
-

品、印刷等十几个县办工厂和省11万伏变电所外，镇办企业有农机修配厂、建筑

安装队、砖瓦厂、塑料厂和服务行业等13个．村办企业28个，联户和个体企业
‘

491个，1984年产值达405．42万元。

农业：耕地面积3028亩，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棉花，少数油料作物及

蔬菜基地。1984年粮食总产量1638．8吨，单产Q388吨。棉花47．4吨，单产0．725

i 吨。宜林面积1834亩，已基本绿化。

． 文教卫生事业：’主要的有县黄梅戏剧团、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体育

．、 ’场、广播站。教育事业除县办完全中学2所，职业中学1所，中级师范1所，实

， 7．
‘



验小学1所外，镇办完小4所，在校中小学生4625人。医疗卫生事业，除县医院、

血防站、保健站、防疫站外，有中医骨伤科医院1所，骨伤科较有名气，病床50张，

职工57人。；

石牌是鱼米之乡，地方传统产品“贡面”．“大方片糕"久负盛名，已列为安

徽名产。 “贡面”远销香港及东南亚，方片糕1980年参加北京展销，并被评为部．

优产品。
。

‘’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军曾以石牌为安庆西面的屏障，在镇区猫山建造坚城，

设置县治，以扼进犯安庆之清军，现在仍称此处为“新城”。清咸丰九年(1859年)

九月为清将多隆科所破，城壕遗址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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