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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文件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在县委领导下，组成各有关

部门领导参加的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于l980年8月开始，迄今历时一

年又三个月。

普查中发现我县地名讹误情况是严重的，在l：5万地图上有名

而无村的l 24处，有村而无名的51处，地名用字讹误及冠名残缺的也很

多。这些情况说明地名普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们的具体作法是：经大队调查摸底、填报表卡、上报公社审查

汇总后，由本办逐一验收。验收的过程是再调查的过程，以探究地名

含义为重心，深入乡村校正其方位，据义以辨宇，经过规范化处理，

最后确定其命名和更名。

这次普查、对纷纭复杂的地名情况、分别作了五方面的处理：

一、废除“文革"时期篡改的地名，恢复其有历史意义，群众习惯的

地名计49处；二、更改重名公社一处，重名大队三处；三、对企事业

单位、专业场站所冠地名与所在行政区划名称不符予以更正的四处；

四、对同音错字或方言僻字作标

����x



六、废村、遗址。这六类地名在原1：5万地图上所标地名只有1 29 1

处，普查后新增地名378处，现在实有地名1 51 o处。新增及更动地名共

482处，占原有地名总数32．1％

萎蓠蠢酾耋墓葬瑟霪翼酗鬈

粪；鋈篱萋甥秘萋霉蓁菱囊蒴薹彻鬟季垒蓁舞：

羹甭蓊雨式瓤差萎；衍聊意雾茅影蓥：童雾蹩鬟；霸逆复浑篓磁攀蓁墼；蓁丛嚣鄹一刚攀；冀篓鬓荦召舍午萎薹



沙 县 概 况 沙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东临南平、西接三明，明溪，北靠顺

昌，将乐，南向大田，尤溪。东经117度32分至11 8度6分；北纬26度

6分至26度41分，总面积1 885．27平方公里。’ ，．．

沙县历史悠久，公元424年，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开始设县；距今1

500多年，史书记载：秦无诸佐汉灭项有功、汉帝刘邦封无诸为F闽

越王”．管辖闽中郡，这时沙县属闽中郡。东晋时从查平县中划出沙

源地置沙戍，刘宋元嘉年问改为沙村县，这是建立县制的开始，‘隋朝

才改称沙县。其所以雾蠹雾篱蓁；羹霎毳蓁蓁蓁；露酲冀；羹羹薹菱冀

篓萋雾耋墓二蓁鍪蠢蓁蓁i蘑薹i嘭翥琴地餮劳保，羹邕盛薹影蠢嚣黼鬻；

耋雾雾耧萋哪j灞雾霎琴雾；媸蓥j攀萋冀纂錾雾；喟趔籼羹囊笑箬

萋蠹j蠡囊；囊霪喹￡曼一霎竺，囊硅绣耋重掣鎏薹孚终。撄脚鬻塑薹豳囊鹫冀篓。

大华山水库，其中官昌水库总库容2442万立方。五

级电站建成后，装机容量10，000珏。目前全县电力有余。包括县境内的

沙溪资源，已开发利用的只占全部电力资源

的四分之一。 山林资源尤

为富铙。全县山林总面积229万亩，复盖率70％，木材蕴藏量40

5万立方米，竹林面积31万亩。1979年向国家输送用材林木18万立方米， 毛竹103万根、篙竹53万根，据史料记载：历史最好水平的

清光绪15年产茶叶207万斤，畅销海外。三姑村狮子峰的“乌龙”誉为

名茶，茶丰 峡等地名记录了茶业兴盛的历史。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





解放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产品的要求起了变化，山林产品

也起了变化。建国三十二年来逐步形成毛竹、茶叶、油茶、棕榈、药

材、柑桔等生产基地。毛竹基地主要分布在大洛、洋溪、郑湖、富口

公社。其中大洛公社竹林1

o万亩，一片汪洋。茶叶生产从民国后期以

来荒芜殆尽，近年恢复比较迅速，主要分布在夏茂、城关、镇头公

社。夏茂公社依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三年间建成万亩基地。1980年

全县已拥有茶叶235

32亩，产茶3771担，但开采面积只占总面积的41％

前景可观。油茶基地在南阳、南坑仔、高砂、镇头等公社。南阳公社

每户平均占有油茶1l亩被称为“油库”：药材基地分布在宝山，陈

山，前村，岩兜、连茂等大队，种植黄连、牛夕、丹皮、厚朴等1200

亩。饲养梅蓁羹薹囊薹i薹薹薹冀霎羹蓁薹鋈囊羹薹羹面蓁薹雾薹錾雾

堑i蓁。公里山坳上o1 7r户，91人。明初，杨氏立

基，无传。清朝中期，城郊五家田王、龙等

姓续居。原名上里 。

百丈B石izhang 在泰山村南偏西8

公里山坑百丈垄里。周氏立基。清宣统年间，

湖南醴陵范氏三兄 弟迁入，传5代。25户，

154人。

长垄Ch石ngl6ng 13户，70人。在

泰山村南偏西9公里山坑长形垄里。彭氏立

基。1 950年肖 吉i

在泰山村南偏西9．5

公里山上泉水窝旁。1956年，浙江张氏徙此生产香菇。(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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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沙溪为运输渠道。解放后交通事业发展迅速。1957年鹰厦铁路建

成，沙县火车站东距福州2 39公里，南距厦门360公里，成为联结全国和

海运出口的“大动脉”。在县境内除县站外还有上游、龙江，万能、

青州等四个车站。在青州有联接青州纸厂的跨溪大桥及铁路专线。县

内建成总长11 69．4公里的公路，实现了队队通车。新辟沙尤、沙将县

间公路，包括过境客车，沙县车站每天有48次客车通往各地、这些汽

车与靠大动脉一连接，极大地提高运输能力。1977年火车、汽车水路

货运总量达到597726万吨。
’

我县素以“金沙县”之称，吸引着人们前来开发。汀州、永春人

来此造纸；安溪人来此制茶；浙江入冬来春去，从事菇业；江西、福

州人从事商业、手工业。这些外来人口，大部分落脚生根，因此县内

方言复杂。解放前，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劳动人民，遭受着极残酷的剥

削，富有反压迫的光荣传统。历史上农民起义烽烟连绵，1448年邓茂

七在沙县陈山寨起义，是明朝李自成以前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邓领导

抗租揭竿而起，纵横驰骋，四方响应，先后攻克沙县、南平、建瓯、

尤溪、顺昌、邵武、光泽，建宁、浦城、清流、宁化、汀州、上杭

等二十几座府县，．拥众数十万，号称“产{I平王”，沉重地打击了明王

朝。1 9 33年红军第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率领下，开辟东方战线，在巍

峨的莲花山下荷山大队设立司令部，于1934年1月25日解放沙县，建

立沙县苏维埃人民政府。夏茂，富口、镇头一带实行了土地革命。在

夏茂建立的闽中独立团，发展到500多人，后编入三军团，北上抗日，

在沙县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沙县人民广泛地传颂着当年红军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4年南沙尤特委在沙县开辟了以富口地区为

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闽西北游击队活跃在本县广大农村，屡出奇兵，



节节胜利，声威浩大，反动政权风雨飘摇。l 949年6月1 6日配合南下

大军解放了沙县。

， 现在沙县是一座更加繁荣的山城。工业、手工业、文教卫生事业欣

欣向荣、解放前只有一座84珏的火力发电站，解放后兴建各类全民、集

体工业、企业1 28个。全国重点纸厂之一的青州纸厂 年产水泥袋纸5

万吨，县化肥厂设有笨酚车间、全县大小砖瓦厂28个，年产砖一亿

块。制药厂的天麻蜜环菌片，鞋厂的布鞋、‘人造革箱，服装厂的蚊香，

竹器厂的竹编产品、远销国外。沙县酒厂的膏玉露"，味蜜质醇、称

为酒中上品。此外还有水轮机厂、农机厂、化工厂：水泥厂、味精厂、

印刷厂、造船厂等，1980年工业总产值11632万元，其中县属4044万

元。出口的产品计有茶叶、笋干、香菇、松香、山苍子油、竹编、人革

箱等35种。1980年出口总产值340万元。群众购买力旺盛，建国三十多

年来，商品零售额增长21倍，近八年居民储蓄额每年平均递增20％，

近年农贸市场一片繁荣。‘、

人民对文化生活如饥似渴，解放前全县只有中等师范及初级中学

各一所，小学33所，在校学生1721入，现有中学l 5所，小学390所，在

校学生44632人，幼儿园1 22所(班)，在校幼儿4082人。‘两座影剧

院，44个电影放映队，在宝山设有电视转播站，一个剧团，一个文化

馆，一个图书馆，十五个文化站，一个广播站，14个广播扩大站。邮

电通讯事业获得很大发展。1979年报刊累计发行量339万分。原来沙溪

只有一座浮桥，经不起洪水冲击、时断时修。镇头、南阳等八个公社

在溪南，城关，夏茂、富口等八个公社在溪北，两岸人民常有“隔

河千里远一之叹。1969年建成全长315米的沙县大桥。1980年又建





沙县地名概况一览表

大队数 生产队数
公社各称 驻 地 自然村数 备 注

(居委会) (路巷)

合 计 175 1292 787

城 关 镇 中山路 5 65 路22条巷43条

、虹汪公社 城西北路 18 113 85
、

夏茂公社 夏茂街 24 23l lOl 生产队219、街2条、
巷13条

梨树公社 梨 树 7 45 32

高桥公社 高 桥 1l 67 46

富口公社 富 口 14 96 79

西霞公社 西 霞 5 32 23

青州公社 青 州 12 76 42
●

高砂公社 高 砂 14 121 72

镇头公社 琅 口 lO 87 37

南阳公社 南 阳 9’ 66 39

郑湖公社 郑 湖 ll 76 47

洋溪公社 上 街 8 68 46

南坑仔公社 南坑仔 1l 4l 81

大洛公社 大 洛 11 6l 46

湖源公社 坂 尾 5 44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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