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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人民政府
、

．

，

关于印行《凤台县地名录》的决定
●

《凤台县地名录》业经县人民政府审核，现批准印行。

《凤台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

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按照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依据地名

普查上报四项成果资料编写的。此书反映了我县地理特征、历史、民

族、文化、经济、交通等状况，对继承我县地名历史遗产，为我国社

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都有重要意义。它是一

本具有法定性的工具书，也是国家地名资料档案的一部分。今后使用

我县地名时，一律以我县地名录为准口
。

《凤台县地名录》在内部发行，请注意保存口
’

凤台县人民瓒脖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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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它与国防，经济建设和民政，公安，水利，交通

邮政、电讯．测绘、新闻、出版，文教，卫生科研以及人民群众的El常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县从建国以来，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政区的划分，出现了不少新的地名。同时，

由于历史的各种原因，社会上曾一度乱改地名。尤其是在“文革黟时期，不少地方更是任意

改名，命名，致使地名混乱，‘名不符实，用字不当，含义不清，讹错重复等现象普遍存在。

这给城乡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都带来许多不使。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较

准确的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有利于开发地面，地下资源，为“四化耪建设提供

可靠的资料。我们遵照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通知精神，从1981年5月开始，至1982年11

月底止，以19个月的时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并上报了四项成果。

这次地名普查，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在各区(镇)乡、县直各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下，在省、市地名办具体指导和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进行的。采取领导、群众专

业人员相结合，实地普查与重点考察相结合，室外作业和室内整理相结的方法，对全县地名

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系统，大规模的调查核实，做好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工作，达到

了名实相符，图文表卡四项一致，纠正了错位，错音，错名的地名，对图上无名的地名，也

进行了增补。对重名，含义不好及哝革一中乱改的地名，认真慎重地进行了更名，命名，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问题，为矗四化一建设和编纂出版各种标准化地名图集，

书籍，为建立地名档案，汇集和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准确的地名资料。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

次整理，反复核对，并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臻写了这本Ⅸ凤台县地名录》。

这本地名录是以区(镇)为单位，分县，乡绘制新的地名图29幅。其中l：5万地名图28

幅，分装在各乡扉页处，绘制1I 10万县行政区划地图一幅，装定订在首页，以便了解全

象。为了更好地洞悉我县地理情况，全县按县，区(镇)。乡三级行政区划，共撰写文字概况

37篇。国营农场，林场，以及重要的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等文字概况195篇、

各种黑自，彩色照片64幅，并加文字说明。此外又对普查的地名，经过取舍，辑录了全县行政村

以上的行政单位及驻地，自然村1994条，自然地理实体36条，人工建筑27条，机关企业单位

126条，并对每条地名加注了汉语拼音，在说明栏内对每条地名名称来源含义等作了简要说明，

还有地名酋字笔画索引。

这本地名录引用的数字．工农业生产，人口户数方面均系县统计局1984年度上报资料数

据，区、乡行政村，自然数均在1981年地名普查实数的基础上，按照机构改革后行政区划实

况编写的。其余部分资料由有关专业部门提供。 7

编排的形式：装慎为16开精装本。卷首部分有t前言、全县总图，全县概况和目录，中

同部分为区(镇)乡地名分类表列式，补有文字概况又有地名录正文。各种照片有机地穿插
在其中。卷尾部分有我县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批复，通知和编后记。

本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地名主管部门给了热诚帮助，

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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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台县概况、
‘

， 一，．∥
凤台县地处北纬32。33 7一-,33。，东经116。217一--567之间。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居淮河中游的

淮北平原南绿，淮河流经境内。北境以茨淮新河为界与蒙城县隔河相望；东及东南面与淮南市

郊区和寿县为邻；西及西北部颖上，利辛两县毗连。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42公里，崽面积

为1088平方公里，(折合163．2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87．0818万宦)。全县共辖7区，1镇，

28乡(镇)，8d-农林渔场，282个行政村(其中渔业和蔬菜村各两个)，1551个自然村。根据1984

年底统计资料，全县共有居民120568户，527052人(其中城镇及非农业入口41813人)，大部分系

汉族，有少数回族、朝鲜族和满族．风台县城座落在县境的东南部，处于北纬32 0427，东经

．1160437。城东，南两面临河，筑有高出地面2--5米，长达垒836米的城防堤。淮河南岸和东岸

有连绵起伏的八公山脉，城北部有东西城河护卫。县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办公楼设在东城河的南

岸。全城依山傍水，气势轩昂。
’

‘

一，-历史沿革：
、

风台县建制及各个历史时期名称的演变l风台城建于远古禺贡时期(公元前2205年至1122
‘

年间)，属徐杨二州，西周时为青，杨=州所辖，春秋时(公元前770年)原是州来国地，为楚．

所灭，后又为吴占有，吴王夫差迁蔡昭候于此，后蔡侯齐四年复为楚所灭。“楚公族贵人多居之

下蔡"((名胜志》i宋玉《好色赋》云：“感阳城，迷下蔡"下蔡即指州来。汉置下蔡县o(汉书

《理志》)云。 “下蔡故州来国力，(<素引》云： 《州来在下蔡县"。据此，下蔡在春秋时确为

州来国地，并为吴，楚争霸之要冲。证诸史记。公元前529年吴灭州来，曾为吴季扎的封邑。

因季扎始封延陵，故历史有矗延州来’’之称。凤台旧志记载：-下蔡自春秋至后五代之名城矽。

旧城址在今县城北古城孜行政村境内。西楚时下蔡属九江国，东汉属九江郡，三国魏晋时期

均属淮南郡，隋属汝阴郡，宋属寿春府，元属安丰路，明为寿州下蔡镇，清仍属凤阳府寿县。

自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析寿县地置凤台县，以寿县城之东北隅，北门之石马店，东

门之石头埠为界，与寿县分疆治理。因寿县城北有一凤凰山，故名为凤台县。当时凤台县

衙仍设于寿县城东门内北紫金坊明朝东察院。清同治四年(1865年)将凤台县治移于下蔡，、

旧城巳废，建新城时南移近淮河，水运方便，即今之县城。凤台1912年，民国以来风改属淮

泗道，1933年，改属阜阳专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属淮南专区，1949年解放后又改属

阜阳专区，1971年改为阜阳专区，1977年元月20日划归淮南市至今。

凤台辖境的区划及各个时期的变更：清雍正年间，全县共分为人寿，丰和、德化3个乡，．
7

8个里，80甲，102保，1940年划分5个个区。1949年解放后划分为13个区，167乡。1957年区

乡撤并，全县共分7区、52乡。1958年撤区建社。1960年春将高皇，吉沟，潘集和大山公社的孔

集划给淮南市。1962年高皇，古沟、潘集3个公社又划回凤台县。1965年又将阚疃，展沟两个

区划分给剩辛县。1969年改区，1973年-,-1974年又将高皇，古沟，潘集等8个公社划给淮

南市。1977年凤台县划属淮南市所辖至今。风台县历史演变频繁，可见政治经济地位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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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城乃淮河流域一重镇，历史悠久，地形险要，为历代兵家所争之地。凤bJL女

在先秦时期即投身于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晚清有张乐行的捻军起义，辛亥革命前后组织淮

上军，为反帝反封建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迨至1949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来了全县

人民的解放。 ．

：，自然条件l

地形。全县属堆积类形地貌，较为平缓，绝大部分系平原，淮河南岸与江淮丘陵相衔

接，有低山丘凌。局部为石灰岩残丘，海拔40----,195．4米，最高蜂为龙茅顶，海拔195．4米，

其次老山150．5米，韭菜山128．1米，孙家大山100．4米。共有一百多个山头。长达25华里，

面积约22．8平方公里。山与山均有小道相通。东西硖石山，黑石山紧依淮河，山高湍急，形

势险要，为淮河的天然屏障。淮河以北，地面宽阔坦荡，无显著变化。全境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海拔高度从25．8米递减至18米左右，平均坡降为万分之一。

水系。凤台县河流纵横，湖泊密布，虽不能称之为江南水乡。有淮北的江南之称。境内

自然河道有淮河东去。支流有西淝河、永辛河、泥河、港河、架河等，流向由西北向东南注入淮

河。1976年，人工新开挖的由西北向东南长达43公里永辛河斜卧全境，并挖有茨淮新河。县

境内河道总长度为217．7公里。并有焦岗，城北两湖泊，面积约30平方公里。、

气候：风台县靠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处暖温带向亚热带过渡的边缘，属于明显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春季多东风，气温回升快，夏季多南

和西南风，秋季多北风’冬季多东北风。历年平均气温15．2℃极端最高气温41．4℃，极端最

低气温负21．7℃平均年降水量为903．5毫米，主要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约457．4毫米占

全年降水量的50％以上。其中七月份为最多，故为每年的汛期，正常年份降水量约9．3亿立

方米，形成地表水约4亿立方米，占降水量的40％左右。地下水位较低，冬春季多在2．5米深

左右，沿淮及湖洼地区水较高，冬春季一般在I米左右。全年无霜期为213天左右。

土地资源，我县位于淮河中游冲积平原的南缘部分。县境土壤的形成母质主要有黄土性

古老沉积物，近代黄泛沉积物‘石灰岩坡积，残积物，大部分土壤为棕壤±j砂疆黑土和黄

潮土，基本适应发展农业生产。风台不仅是个土质较好，盛产五谷杂粮的地区，而且蕴藏着

僻富的地下矿产资源，如煤，磷石、石灰岩，陶土等，其中以煤的藏量最大，分维在县城西部

和西北部的城郊，桂集、、顾桥，张集，丁集等区境内。已探明的储量约一百亿吨以上，可采

储量52亿吨以上，现在正钻探待开。磷石分布县城东南部山区和紧靠城西部的刘集乡。石灰

石分布在城东南的大部山区。
‘

三．经济状况。

工业。解放前县城仅有几家铁木匠和作坊。如清光绪年问吴顺兴开设的油坊只有8人，

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发展很快，现有陶瓷，农机修造．化肥、磷肥，水泥，造

船，煤矿，酿酒．食品，粮油加工、棉织等。全民或集体厂矿273个，1984年总产值6660万元。

由原来仅有0．5平方公里的消费小城，现已发展为5．23平方公里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商业和文

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新型城镇。

农业。凤台县由于有地形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f霜期短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

于农作物生长。土壤主要是黄土，淤土和沙淤两合土。淤士多分布在西淝河两岸，沙淤两合

土多分布在沿淮一带，黄土多分布在上岗地带。全县解放前处于多灾低产状态，解放后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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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得到了解放，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提高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理了淮河水患，疏 ．

通了西淝河的培塞，开挖了永幸河，茨淮新河等，修筑了长达134．4公里的淮河，西淝河大

堤和许多生产圩堤，还开挖了大沟124条，中小沟渠如蛛网遍及全县。现已架设高压输变线路

462公里，建大小电力排灌站224个，其中能灌万亩以上有11个，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排灌系统

改变了过去膏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雳的局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全县

现有耕地86．5995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水稻’黄豆，其次是红芋，高梁等。经济作物

主要有棉花，芝麻，油菜等。1984年粮食播种面积158．32万亩，总产粮食32113吨。棉花单

产4l公斤，芝麻单产43公斤，油菜籽单产103公斤。

林业。位于淮河南岸大部分山上的林木，都早毁于封建反动军阀的兵凼浩却之中。解放．t

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林场，采取了国家、集体、个体造林相结合的办法，现巳基 z

本改变了荒山秃岭的面貌，使一些造林地得以退耕还林，扩大了造林面积，特别是近年来发

展较快，已有成遍造林3475亩，四旁植树全面开花。

畜牧业。1984年底全县饲养量。大牧畜52210头，生猪71859头，羊41234只，兔170982只，

家禽1344528只，蜂11箱。现正调整农业结构，加快普及科学养畜知识。这是促进我县农业发

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战略性的措施。 ．

．乡镇企业t目前我县乡镇企业巳初具规模，建立和发展了很多与国民经济和城乡人民生

活相关联的行业。已拥有建筑业(包括砖瓦，石料，石灰，耐火砖．水泥预制)，机械工业

(包括农机维修．铁制农具等)，化学工业(包括化肥、橡胶加工，日』用化学制品等)，森

林工业。(包括木材加工，木制农具，家具等)，食品加工，针织刺绣，缝纫，皮革'．造纸

等还有旅社，饮食服务，商业等大批行业。这些乡镇企业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

生活服务，为市场服务，为大工业服务的，已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经

济的辅助部分·

．士特产。 “肥王鱼力，产子凤台的硖山口至黑龙潭绵羊石一带。此鱼肉细嫩，味鲜美，

在淮河鱼类中是独一无二的珍品，但繁殖慢，生长不快，年产量小。

“顾桥陈醋，创制于成丰7年(1857年)迄今已有127年的历史，具有酸，甜、咸，辣，香五

。味，淳美独特，畅销省内外：并打入国际市场。．于197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品进出口总+

公司命名为“双喜弦牌陈醋，同年9月在华东地区召开的全国食品工业展销评尝会上，被评

为名牌产品。此后，销路更加广阔了。

交通t凤台城是淮河中游水陆交通的枢纽，陆路以县城为中心，通往外县，市的公路有。凤

台至合肥市，淮南市，蚌埠市、阜阳市，颖上县、蒙城县等地的干、支线。在全县境内长度为

184．4公里，路宽8,--,12米，均系柏油路面。县内区，乡大路240多条，全长106公里，系砂石或 一

土路面。水路。蚌埠至正阳关客货轮经过风台，在县境内全长32．6公里。横贯县境的西淝河

茨淮新河等全长75公里。木帆船或小客轮可常年通行。沿河设有大小渡1 138处，在水路返

输中起到较大作用。此外，还有阜淮铁路，经过我县境内直穿东西长28．5公里，沿线设有凤

台，桂集，张集三个火车站，巳于1983年搿十一一临管分流。我县水陆交通方便，物资运输

通畅，对我县搿四化一建设起着很大的作用。 ．

教育l 1949年全县共有中学3所，在校学生不到500人，现巳发展到46所，在校学生19595

人，教职T．868人。小学273所，在校学生78452人。幼儿园15所，入园幼儿1798人。成人教

育现巳办有电大、电中、函大，进修班．职业高中等。 ．

文化设施l卒_1984年底建有影剧院4座，能容纳观众3G00入，厂、矿和农村区乡剧场1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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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和区，乡办电影队26个，职业和业余剧团5个，部分乡，村已有广播放大站，从而丰富了城

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

卫生：解故前仅有私人开业的诊所，现已有县、区，乡医院51所，病床905张，村委

会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医疗室320个，全县从医人员980人。

作为祖国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在我县大部已毁坏，现存的仅有西汉成帝年间建成的南

塘八景之一的搿茅仙吉洞’’和清光绪丁丑年间所建的“慰农亭一，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的毁
坏。 “寿塘关’’，为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年)所设，公元956年又被称为巾国英雄刘金定的

“梳妆楼，是当时通往南塘(安丰塘)的唯一关IZl；现正依样重修，恢复旧观。

凤台县硖石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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