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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青

《微山县地名志》是专门介绍本县地名的工具书。它是在地名普

查和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志书按照《山东省市、县

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努力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比较全面地记载

了我县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它直接为行政管理和工业、农业、交

通、外事、公安、邮电、新闻、文教、科技、财贸等各个部门服务，

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典籍。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遵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一九七九

年十一月建立地名领导小组，下设地名办公室，开始工作。一九八二

年，领导机构又作了调整，充实了办事人员。这项工作，除县委、县

政府加强领导外，各公社和大队干部以及在乡的退离休4人员、，老教

师、老党员、老干部，都给予积极支持，形成了数以千计的地名普查大

军。计普查地名一千三百七十七条。之后，，又对一百三十条地名进行

更名、命名，并且对一百二十六条地名作了注销处理，使全县的地名

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2 ‘；： 一．
．‘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地名普查成果，一也参考了地名补调中查阅的

二百六十二部家谱，。二百九十一块碑碣，’以及四十-件文物等。同

时也依据《济宁直隶州志》、’《沛县志》、《鱼台县志》、《滕县

志》、《峄县志》、《邹县志》和其它史志书籍。：’ '．

√本书录有金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它的隶属关系和历史沿

革，。配有古今地名图六幅，彩色和黑白照片六十三幅，撰写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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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略．。：一，简介等各类材料三十一篇。 ：

为查阅使用方便，现作如下说明：

一，选收各类地名八百五十四条，其中乡(镇)行政区划和居民

地(自然村和街巷)五百九十七条，台，站、港、场等独立存在的，

起地名作用的企事业单位八十一条，大型人工建筑物，重要的自然地

理实体，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五十条，与地名普查范围相比，有减

有增。注销地名有两类：一是实体搬迁，新址沿用原名，仅存旧址’

二是实体和名称均已消失，都作了简要记录。

二，凡列入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都

应以此为准。今后，新生地名，更换地名，应按国务院发布的《地名

管理条例》、《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和《山东省地名管理办

法》执行。

三，志书中所列各项数据，采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的统

计。

四、各类地名在志书中的顺序，除微山县及其驻地放在前面之

外，一类地名(行政区划和居民地)以在地名图上的位置，自北向

南，自西向东，依次排列。自然村以乡，镇为单位排列，乡，镇驻地

列前。

五、微山县地名图，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版一比五万地形图编绘。湖面计乡镇界’’不作为划界依据。

六、地名汉语拼音，依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关

于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有关规定》拼写。以普通话语音为

标准注音，方言读音，按当地习惯拼写。

七、行政村(原生产大队)一级行政区划，未单列条目，农村体

制改革前后变化，可在各乡、镇《行政区划，居民地对照表》中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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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八、地名来历、含义、沿革等，是在反复订正后写入志书的，与

地名普查中形成的地名卡片、文字材料相比，较为完备准确，如有矛

盾之处，均应以志书记述为依据。

《微山县地名志》编辑成书，说明地名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由于时间仓促，人力有限，水平不高，错误和疏漏实属难免，恳

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七月

3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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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山县概况

微山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鲁西平原和鲁中丘陵的交接处南端。

南接江苏省铜山县，西临江苏省沛县，山东省鱼台县，北靠济宁市郊

区，东面由北向南与邹县、滕县、枣庄市薛城、峄城、台儿庄区搭界。西

北东南狭长如带，南北长一百二十公里，东西最窄处八公里，最宽处三

十公里。地跨东经一百一十六度三十四分至一百一十七度二十四分，

北纬三十四度二十六分至三十五度二十分，总面积为一千七百一十

微Iu湖帆影



四平方公里，其中湖水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一。全县共辖五个镇，十三

个乡，五百六十二个行政村(含七个居民委员会)，五百五十六个自

然村(包括两个片村)。人口五十五万一千零七十七人，其中回族七

百零九人，其它少数民族十七人，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七。第六

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一点四。县人民政府驻

地夏镇，居县境中部偏南，东经一百一十七度零七分，北纬三十四度

四十八分，北距济宁市八十三公里(直线距离，下同)，南距徐州市

六十公里。居民二万九千三百三十三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一万一千二

百一十一入。’

．。微山县以微山湖得名，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政务院以

(53)政府邓字第一三六号文批准，十月六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

民密二(53)字第一五三三号命令公布，划设微山县。以微山、昭

阳、独山、南阳湖湖区为基础，辖原属江苏省沛县、山东省嘉祥县、

鱼台县、凫山县、薛城县、峄县六个县的四个镇、三百零三个村庄

(据航测地图核实)。建县时三万零五百七十八户，十四万六千九百八

十一人。一九五六年，凫山县．．薛城县撤销，有其二十二个乡划归微山

县。同年七月，微山县厉湾、马山、石楼三个乡，二十五个村庄划归

江苏省铜山县。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年，辖区又经过

四次调整。其间，尽管也划出过一些村庄，但总的说来，疆域逐年扩

大。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江苏省沛县十四个村庄划归微山县后，建为

赵庙，西平两个乡，版图稳定至今。

微山县地形，以湖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湖东系泰沂山余脉，湖

西是黄泛平原末端，为新生代第四纪地层，同位素年龄为二百万年。

主要岩石竹叶状灰岩、鲕状灰岩，分布在两城乡、韩庄镇和微山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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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为主的砂岩，分布在两城山区，砂礓岩分布在韩庄镇。

全县地势北高南低，东西相向，中间为湖泊。地面高程一般海拔

三十六米，最高点三百二十一米，最低点三十米d境内湖泊一千二百

零九平方公里，陆地(包括永久性占地)面积为五百零四点五八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山地主要分布在两城乡。两城山区．

为鲁中南山地西部边沿，东北西南走向，长约十公里，面积五十点二

三平方公里，主峰老磨台海拔三百二十一米。全县山区丘陵合计七十

一点六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点一。

南四湖接纳三面来水，主要入湖河流四十七条，县境内较大河流

二十四条。运河纵贯全境，北自石佛入微山，南出韩庄，长一百四

十公里。泗河，东北西南流经我县北部十四公里。白马河东北西南，

流经我县十七公里。新薛河流经我县中部偏南，过境六公里，入微山

湖。十字河经薛城西侧入徼山湖，在县境内六公里。四湖汇成一片，

其中以微山湖最大，水最深，湖底最低处海拔高程为三十米，面积五

百二十一平方公里。昭阳湖面积三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独山湖面积一

百四十一平方公里。南阳湖面积二百一十五平方公里。二级湖坝

枢纽工程建成后，南四湖分为上，下两级，上级湖水位三十四点

二米，下级湖水位三十二点五米时，控制蓄水十七点三亿立方米。湖

内岛屿星罗棋布，以微山岛为最大，在微山湖内，面积八点四六平方

公里o

微山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

差异显著。一月份平均气温负一点五度c，七月份平均气温二十七

度c。年平均气温十三点七度c，极端最低气温负二十二点三度c，极

端最高气温四十点五度c。春季多西南大风，气温上升快，蒸发量大，

降水量少，多春旱；冬季受西北季风控制，寒冷干燥。。常年初霜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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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工业联社，从事小农具和简单皮革制品的生产，现在有煤炭，机

械、建材、造船、酿酒、造纸、面粉、化工、皮革、食品加工十个门

类，一百九十五处工矿企业。用当地原料加工的产品占百分之六十

五，主要产品中有原煤、焦炭、机制纸、合成氨，水泥、稀土精矿、

饮料酒、罐头，汽泵、耐火砖、灯头和皮鞋。松花蛋、芦笋罐头、芡

实米、水貂皮和苦江草，为微山县五大出口商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
’

·，i

现有农田面积五十万一千四百亩，主要分布在湖东岸。建国前，

作物种植单一，无水利排灌设施，常遭受水早蝗虫等自然灾害，粮食

亩产三百斤左右。一九五八年开始，对南四湖进行综合治理，同时进

行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水利设施逐步配套，有效灌溉面积三十五万

亩，旱涝保收面积二十六万亩。一九七一年后，改革了作物种植布

局，沿湖涝洼地五万二千亩改种水稻，平原水浇地增种玉米。现在小

麦、玉米，大豆、水稻、地瓜构成全县农作物主体，‘一九八四年粮食

作物单产一千一百二十斤。粮食耕亩单产一千斤以上的行政村三百六







长六千六百多米，日车流量四千次以上。韩庄节制闸桥三十一孔，全

长四百五十三点二米，载重量标准为汽十五吨。邮电线路总长度一百

零八公里，邮政投递有汽车、摩托车、机动船等。农村电话机八百多

部。

二九四九年前，全县仅有高小四处，学生三百多人，大村庄有私

塾或简易初级小学。建县时，有小学一百六十四处，教师五百六十七

入，在校学生一万五千二百一十九人，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十五点

六。一九五三年秋，创办第一所渔民小学(大捐小学)。一九八五

年全县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七点九五万人，其中小学三百九十八处(其

中渔民小学五十二处)，在校学生六万一千九百六十二人， (其中渔

民学生三千六百零六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中学六十五处，在校学生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中农业技术中

学学生一千九百五十二人)。另有教师进修学校、函授学校和广播电

视大学大专班等。建县以来，为高等学校输送学生四百六十五人。一

九八=年入口普查统计，全县每千人中有大学毕业生一点零八名，高

中毕业生三十五点四名，初中毕业生一百三十七点四九名，小学毕业

生二百六十六点零二名。
。

“。

县有文化馆一处，乡镇文化站十六处，设在乡镇驻地。群众性业

余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出现了一批优秀节目和作品。县新华书店一

处；乡镇书店三处，公共图书室两个，县梆子剧团一个，剧场一处。

县和乡镇电影院三处，电影放映队七十个，放映机七十部。县广播站

二九七九年二月，建无线电调频广播五十瓦发射台一处，从县城到乡

镇”开始使用无线传送。十八处乡镇放大站，共有广播机二十三部，，

十·j点三千瓦，喇叭七万一千六百八十只；黑白和彩色电视机四千，余

台，。渔湖农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和活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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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逐年扩大，体育设施累年增加，活动项目逐步普及，武

术、田径、游泳、举重、球类等各项活动，都已深入厂矿和农渔村，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县和乡镇创办的医院、保健站、卫生防疫站

共二十二处，医院有病床五百九十九张，医护人员一千零七十三人；．’

医疗器械得到了逐步改善，X光机十二台，万能手术台二台，无影灯’

十一台，救护车三辆。农村诊所、卫生室四百四十五个m医疗技术有

很大提高，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城乡人民生活有明显提高。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_九八五年．农

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三百九十五元，职工家蹙每人平均收入六百九t_七
点五元。居住条件有较大改善，城镇人口平均达到九点．三乎方米，。农

村人口平均每人十西点七平方米2城乡市场活跃，集市贸易市场；十

八处，人民储蓄额大幅度增长。一九八五年末存款余额三千七百五十

余万元。 ，

建国三十六年来，微山县农村的聚落形态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

化。运河、泗河沿岸村庄，原来多为南北条状排列，由于公路建设和

产业多样化，正在横向发展，形状由长而方。大多数则是向四方伸

展，村庄占地面积扩大了一倍。以骓城为例，村庄占地面积，_九六

九年为六百七十一亩，一九八五年则为二千五百六十一亩，．十书年时

间，扩大三倍。过去相距甚远的村落，现在成为一路之隔、一沟之

邻，甚至无法区分，因而其中的小村庄名称消失了。韩庄镇的新宅

子，马坡乡的高庄等，都是如此。村内茅棚草屋减少了，有的村已经

绝迹，砖墙瓦顶的青堂瓦舍，成为当前农房建筑的主体。-九七九年

以来，十七处乡镇驻地都出现了新型楼阁，偏僻的渔湖民住宅区也开

始盖起楼房。这些变化，使人们旧地重游，会产生似曾相识之感。一九

六。年后，上级湖蓄水，水位升高，湖内村庄搬迁，另建新居，而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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