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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它既有自然科学的依据，又有社会科学的因

素，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它也不断地发展与改交。地名的称

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存在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对军事、外交、新闻、

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各项都有影响，因此，进行地名普查，

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海安县地名录》是一九入O年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

一，宠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地名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国务

院(79)8 0 5号文件和《江苏省地名管理暂行规定》的精神，深入调

查研究，在对每条地名的历史沿革、含义和地理概况进行认莫核对的基

础上，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j经过标准化处理以后编写的。我们确立

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更正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任意乱改的地名，改

正了其它缘故不宜使用的地名，调整了互相雷同很容易混淆的地名，基

本上实现了我县地名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全县共普查地名3562条，命

名、更名地名293条。

本地名录包括县地名图、县公社(镇)重要的专业部门、名胜古迹

和人工建筑等概况，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各类地名以及附有

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新海等六个公社一百九十五个生产大队命名更名的

通知》和《关于海安等县属镇部分街、巷、桥、居民区命名、更名的批

复》。《海安县地名录》的出版，为我县提供了标准地名资料。今后各

部门必须加往对地名管理工作的法制观点，所使用的地名，凡与地名录

不一致的一律以地名录为准，改正过来。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随意

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按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关于地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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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本地名录所汇集的地名，并不是海安县地名的全貌，还有一些地

名倚未列入。未具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亦未收入。由于农

田水剩建设，我县的老囱然村拆迁较多，原地名逐渐废弃。所以，沿河

．两侧的新建住宅区倚未命名。 一‘’

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数据根据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统

计年报，其余均为有关部门提供。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数为一九入

O年地名普查实数。地名录中的海安县地名图是根据南通地区行署—九

七三年编制的县图绘制而成的，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概况和名胜

古迹部分亦作参考。本录中废村也包括已消失的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

筑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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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县概况



海’安县概况

海安县位于江苏省中部。东临黄海，西界泰县，南与如东、如皋、

泰兴县接壤，北与冻台县相邻，’是南通市最北部的一个县。一总面积1108

平方公里。总人口92万余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全县辖7个区，40+k．

民公社，3个县属镇，5介场圃，共有5 4 9个生产大队，27个农科站，

5083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海安镇，东经12002z，，北纬32。33，。

海安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佳。春秋时属吴，
“

‘

●

吴灭属楚为海阳地(崇祯壬申泰州志)。秦属九江郡(嘉庆重修统志

索引)。汉初，’属吴王溥封地。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分广陵

界置海陵郡领五县，其中字海卸海安境地(晋志)o齐武帝汞明五年

(478年)畲置齐昌、海安二县，后省入。‘+随属扬州总管府海陵。唐中

宗景龙二年(708年)将扬州属下海陵县东境析遥海安县，其时如皋县

属海安(民国泰州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为泰州，海安

属之。宋太祖乾德五年(961年)分天下为十道，扬州为淮南道，下设

泰州军，海安属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改天下为十五路，淮南

道改为淮南东路，仍设泰州军，海安镇属之。元、明、清、民国等均属扬

州府泰州。新四军东进后，1943年析泰县、如皋、东台部份地区建紫石

县。1948年复改海安县至今。海安名称的来历，传说，‘海安原海岸，因

“岸’’字与“安"字读音相近之故；而古书记载则取其“汞不扬波"之意。

海安县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4．6℃，最冷月+

为一月，平均温度为1．5℃，最热月为七月’，平均气温27．2℃，年平均降

水量为1021．95米，六～九月雨量较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

年平均无霜期222．6天，大于0℃年平均积温为5317：7℃’；主要自然灾害



阴雨，低温、冰雹等。

地处江淮平原、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的交界处‘全县地势

平坦，地面南高北低，其高程为1．6—5米，分为三个自然区域。卸。通

榆运河以东为沿海垦区，高程为3．6—5米；通榆运河以西，通扬运河

以北为里下河地区，．高程为1．6—3．5米，通扬运河以南为高沙土区，高

程为4—5米。 ，

境内河网纵横。南北有通榆运河、串场河、焦港河、丁堡河、如海

运河；东西有拼茶运河、北凌河、新老通扬运河。建有海安船闸、焦港

北闸和挡潮排涝的北凌闸等。兴建了圩堤、海堤、闸坝、车口等水利工

程，初步形成了农业机电排灌系统，建成早涝保收农田36万盲。全县已

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1万马力。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3771台。 ·

全县耕地约有100万亩，水田占78．4％。粳食作物以三旁、水稻、玉

米为主，薯类、豆类、杂粳次之；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播种面积30．9

万亩)，油菜、花生、甜菜、黄麻、薄荷、药材等次之。解放以来，经

过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机械，改革耕作制度，逐步改善了生产条件，

农业生产面貌起了很大变化。一九七九年粳贪总产66901万斤，单产

1180．5斤；皮棉总产3985万斤，单产124．4斤。多种经营生产有了较大发

展，主要有畜牧、蚕桑、水产、果树等：一九七九年全县生猪饲养量达

110万头，上市量达53万头；出售蚕茧610万斤，在省内名列前茅。

解放前海安县的工业基础很差，只有十多家米厂和一家小型的搞机

械修理的“三友铁工厂"。解放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较快

的发展。现在工业生产门类较全，有机械、纺织、建材、电子，化工、

造纸、醌造、盒品等行业，共有企业4 I 3个。海安的勾针制品具有民

‘族特色，畅销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九八O年荣获国务院轻工

部“优质产品"的称号。海安特产一一糯米陈酒，为省内广大群众所喜爱。’



全县水陆交通便利，东至海边，西至南京，南至南通，北至盐城等

地都有汽车、轮船相通。公路有江海、通榆、海拼等干线，航道纵横腹

地。县内通车已有14条线路，通车里程205．85公里。内河航道557公里。

解放后，文教、体育、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全县共有各类学校8 3 1

所，其中普通中学66所，小学523所，幼儿园242所，聋哑学校1所，在

校学生22万余人，教职员．2E8300人b县城建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

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影剧场、体育场、电视转播台等。各社、镇设有文

化站、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全县有县、区、．社(镇)医院52所，各大

队均有卫生室，基本形成了医疗卫生网。县文化馆畲被评为“全国农村’

文化艺术先进单位"。北凌公社是全国闻名的群众体育工作的先进单位。

角斜公社民兵团，畲于一九六六年被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南京军区命

名为“红旗民兵团"。

海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本世纪二十年代，海安西南乡

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革命活动。一九四O年新四军东

进后，苏北指挥部舍设在海安镇。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也在海安召开，陈

毅同志畲几次在海安会见韩紫石先生，商谈“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大

事。，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同志在海安召开了欢迎刘少奇、黄克诚同志

大会。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的两次战斗——海安保卫战和李堡战斗就发

生在海安县境内。
‘

县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一是西场平倭冢记碑，记载了海道

副使刘景韶，率兵抗倭的功绩；二是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会址；三是联合

抗日座谈会会址——韩公馆，经过修葺，保持了原来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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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j i 一

‘(包括文字概况和标准名称)





海安镇概况

海安镇是海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地处全县中部。位于通扬运河两

岸和通榆、江海公路会交点。镇的四周为立发、南屏、海南、海北公社

环抱。全镇总面积5．27平方公里；总人口35000余人，其中农业人口7800

余人，绝大多数为汉族。下辖3个居民委员会，3个蔬菜大队，1个渔

业大队，1个农业大队。镇人民政府驻中坝路。

海安古镇，东西长达7里，南北有里外城河，沿堤植杨柳，南城河

河畔数里桃花，古称桃坞，为三塘十景之一。明初常遇春畲在海安筑此砖

城。嘉靖间，明海防兵备副使刘景韶又在海安筑过土城，周围六里许，．

水关三座，城门三座，后土城墙倒坏，仅存东西两门旧址。

解放后，海安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护城河变为大马路，镇容

大为改观。近几年来，工商业飞跃发展，一幢幢楼房平地而起，市场呈

现一派繁荣景象。通扬运河由东向西贯穿镇区中部，东、中、西楹桥乃

沟通南北交通。镇西部修建了一座中型河闸——海安船闸；镇南郊重建

了宽敞的海安汽车站；镇北郊为纺工区；镇西南为机械、化工工业区。

全镇共有县属企业40个，镇办企业17个，现在海安镇已成为全县重点工

业区。

海安镇设有中学8所，小学6所，幼儿园5所。设有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镇医院和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广播站、电影院、影

剧场、体育场、电视转播台等。

海安镇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一九四。年新四军东进，黄桥战斗胜

利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设在海安镇，刘少奇、陈毅、管文蔚等同志畲

先后多次来到海安镇与韩紫石商谈联合抗日之事，一九四。年十月十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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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海安镇召开过苏北第一次临时参政会。十月十六日在海安成立苏北

临时行政委员会，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区行政公署畲驻过海安镇。目前，“苏

北第一届参政会会址’’和“联合抗日座谈会会址”基本做到保持原貌。

己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类别 标准名称 5汉语拼音 曾用名

县 海 安 县二H石I，砷×Ian

镇 海．安 镇’H6i，石n zh吾n

街 环城北路，

环城南路

复兴路

新华路

中 坝．路’

交运路

菜园路

菜园西路

人民西路

人民中路·

、人民东路

永安路①

中坝南路、一

宁海路②

宁海南路

曙光东路

新华东路

曙光路

曙光西路

海化路．

中市后街

．东大街

中大街

Hu6nch百ng B否№

Hu6nch吾ng N6nlO

F0xTng L0

XTnhub Ld

ZhSngb0 L0

J100yon L0

C(古lyu6n Lo

Ca)lyu6n XTl0

R(}nml"n XTl0

R吾nmTn Zhsngl0⋯：

R备'nmTn DSnglO

YSng’百n LO。 一·

Zh6ngb(a N6n10
‘

NTngh(6l L0’1I，

Ningh6If N6nlQ ：

Shfiguong Dsngl0

XTnhu6 D6ngl0

$hOguong L0

Shoguong XTl0

HSihu(3 LO ·

Zh6ngsM HSujl8

DOng DaJ晒 ．

ZhOng Da】f百

备 注

驻地t海安镇

东风路

大寨路

胜利路

1： ’．

大庆路。

)’

大寨路

红卫路 ，：

。， 车站路 --

车站东路 i

， 车站西路

中坝西路 i

，

幸福路 ，

东风街

红旗街

西大街XT DajI吾 。|．。“ 建设街

海安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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