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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镇海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志《镇海区地名志》出版了，这是镇海人
民的一件大喜事。 ‘·

、

地名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记录了人类足迹之所经。地名

的稳定，又是社会的共同要求。’7 ，

镇海的地名记载，自宋宝庆《四明志》(定海卷)开始，历代县志中均

曾或详或略地有所反映。‘但囿于时代局限，所记多不完整，且某些地名

封建色彩浓重。解放以来，社会兴革，新区开拓，地名的兴废变迭更多。

为此，在统一地名管理的基础上，编纂一部我区法定性的地名典籍，显

得非常必要。 ‘．

，’

镇海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71986年夏开始，组织力量，在1981年

地名普查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复查，并运用地形图进行量算，对原有地

名的由来、含义、沿革以及方位、行政归属均作了考订和较详记录。更改

了不符合地名管理规范的名称及不确切的地名，厘定了一批新建村、路

的名称，对所有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同时编纂了这本《镇海

区地名志》，以总汇镇海地名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交通、民俗等各

类信息，使它成为一本较好的乡土教材和地名工具书。

：．：我们相信，《镇海区地名志》的问世÷必将更有助于推进我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方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助于镇海的对外开

，：放，真正发挥志书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宁波市镇海区区长张曦
一九八九年十月



前 言

遵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原镇

海县于1980年成立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着手开展全

面的地名普查工作。后来因镇海县建置变动，《地名志》的编写工作一时

搁置起来。1985年lO月撤县建区以后，在区委和区人民政府领导下，

于1986年4月重新组织区地名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确定编写力量，

并得到各乡镇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原来普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地名

复查、论证、核对，编纂出版《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志》。
’

本志书是我区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典籍。全书40余万字，收

录镇海区乡(镇)、村、自然镇、自然村、街道、居民区及其所辖的新村和

街巷等地名1203条，各专业部门249条，主要人工建筑248条，名胜古

迹26条和自然地理实体198条，共计1924条。地图24幅，彩照43

张。志书卷一为“全区综述”，概列全区情况和历史沿革，籍以了解全貌。

对地名由来和历史地名，均专题附录于后，以资补充。

地名的称呼和书写正确与否，关系到国防、外事、民政、交通、邮电、

新闻、文卫、商业、城建、旅游和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我区是新兴工

业地区和外贸港口，内外交往频繁；众多旅居海内外同胞，对家乡地名

变迁尤为关心。出版《镇海区地名志》，不仅使本区广大群众和某些专业

部门可以正确运用各类标准地名，同时，提供了我区地名的历史沿革、

地理特征、经济状况、文化风物、名胜古迹等资料，对于研究地名、开发

利用自然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宁波市镇海区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例

一、本志书所列地名，系法定性的现行标准名称。各部门、各单位

使用地名时，均依此为准，不能代字、简写或随意变动。个别确需变动，

应按地名审批权限规定，报经批准后，才能生效。

二、本志书所编以地名为主，收录部分具有地名意义的单位名称，

并按“有言则志，无言则录"原则处理。

三、本志采用典籍式编排。地名的归类按照政区和居民地、各专业

部门使用的名称、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四大类；每大类

中的地名基本按照地形图从东到西，自南至北排列。为了方便查找地

名，在卷十中备有按新华字典部首编排索引。

四、本志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均按照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测绘总局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标调，对个别地

名方言，另行注释。

五、本志使用的统计数字，除注明年份者外，均以1988年统计年

报数为依据；对具有地名意义的人工建筑、单位名称，收录截止期为

1990年底。部分资料和文件，根据需要补录至本志出版之前。

六、卷二所列的村民委员会，简称“村"；自然村村名，用黑体字排

印，释文中省去“自然村”字样。

七、本志中的方位距离，均为直线里程，并以市、区、乡镇、村驻地

为起讫点。例如：镇海区人民政府简称“镇海"。

八、本志中所刊地图中行政界线未经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九、本志引用有关地名史料，一般用书名号注明引文出处。

十、本志书所用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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