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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有关地名工作文件指示精神编纂而成。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共同约

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它对国防，经济建设和民政、公安，水利，交通、邮电、测绘、新闻，出

版、文教、科研以及人们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关系。

一九八一年五月至一九Jk：-年五月，我县根据中央和省、地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

府直接领导和区镇，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地名普查人员的共同努力，历时一年，

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计普查地名2736条，监进行了地名

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处理工作，解决了在地区内重名的乡两个，县内重名的村委会42个，乡与

驻地名称不一致的12个，村委会与驻地名称不一致的168个，含义不好的地名2个，一地多名

的27个，来历不明的1个，用方言字的地名45个，新命名地名258个，新更名的158个。现有

地名已无重名、一地多名、含义不好、来历不明的现象，为编辑出版地名录，建立泗县地名

档案提供了可靠资料。

同时，在普查中，对县境区划，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有方

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著名的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进行了核实。

本地名录中的《泗县行政区划图》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8年出版的

1。10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果为现势资料绘制而成，各区(镇)地名图是用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0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果为现势资料

绘制而成。本地名录中的多种数据是采用我县统计局1985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泗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性工具书。所收地名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全县各单

位和广大群众使用的地名，如有与本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地名要

保持稳定，非经法定审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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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县概况

泗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东与江苏省泗洪县相望，南接五河县，西与灵璧县毗连，北界江

苏省濉宁县。地理座标l北纬330167一一33。467东经117。377一一118 0107。面积1787平方公里。

其中低山残丘面积仅有48平方公里，岗地114平方公里，全县共辖10个区，两个镇，47个乡，459

个村民委员会，6个居民委员会，2783个村民小组，共有1898个自然村，124252户，1985年底

全县人口为659721人。其中，农村居民620839人，国家、集体职工和城市居民38882人。汉

族659509人，回族205人，满族7人，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374．2X。

县人民政府驻地，位于省城合肥东北,185公里处的泗县城关镇，地理座标北纬33。287，东

经117。537，海拔19米左右。

泗县在原始社会晚期即有人类生活。位于县城西南约四十华里唐河岸边的佘家台，是新

石器时代遗址，属龙山文化。夏时，泗县属淮夷，又称九夷，春秋战国时为宋地，秦始皇统

一中国，泗县属泗水郡地；西汉始名“夏丘’’，属沛郡辖，东汉建武到隋义宁隶属徐州下邳

郡，北周始于今江苏宿迁县境置泗州，以近泗水得名，唐开元29年(公元741年)改夏丘为

虹县(夏丘故城)隶属河道泗州，清康熙19年(公元1680年)黄河夺淮i淮水倒灌，古泗州

城沉没于洪泽湖之中。清乾隆42年(公元1777年)移治于虹县，并虹县入泗州，辛亥革命

(公元1911年)废泗州为泗县。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以泗县为中心，曾划分为泗南，泗

宿、泗五灵凤、泗灵睢等县，属苏皖边区淮北行署。1948年11月解放，恢复泗县名称，属淮

北行署。1949年属宿县行署。1955年至1961年属蚌埠专员公署。1962年划属宿县地区行政公

署至今。

本县地处淮北平原。地面广阔，全县地貌按其成因可分如下三种：

I．泛滥堆积地形，为全新统上段(Q。。)，2．剥食堆积地形，为第四系上更新统上段，

3．剥食构造孤山、残丘地，为下古生界震旦系，下寒武系。境内地势较为平坦，总的趋势，

自西北向东南方倾，一般海拔23．5一一17．5米，但东南部边缘，少量垄起岗地，高程为37．3米

县内自西南向东北有13座小山，如鹿呜山、屏山、老山、邢山，茶山，四山、马厂山、朱山

赤山等。其中朱山最高，海拔157．2米，土质多系黑、黄淤土、黄、白沙土，自然条件较好，

气候温和半温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摄氏14．3度，最冷月(一月份)平均气温摄氏零下

l度，最热月(七月份)平均气温摄氏27．5度。年降雨量895．6毫米，大部分集中在夏季。年

平均无霜期为204天，夏，秋两季多东风和西南风，冬春两季多西北风和北风。

济经状况：1985年全县社会总产值44562万元，国民收入23027万元。

农业：解放前我县农业因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堤坝残缺，而造成早涝灾害频繁，多灾低

产。解放后，全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大兴水利，疏竣老濉河，石梁河、古汴河、唐河、北

沱河，开挖新汴河，民利河，新濉河等，沿河两岸沟渠纵横，排水骨干工程已基本形成，灌

溉面积不断扩大。1985年底全县机电排灌站计121处，总提水量为43．05米3／秒，现有实际

灌溉面积13．32万亩，占设计灌溉面积37％，配有3034眼机井，实际井灌溉面积15．86万亩。

早涝灾害基本排除，确保农业生产不断发展。

j＼O．

，孳§程叠霍；i壤；∥，，，舌爹：．二，，遴l；甏豢瓢驴鞠¨餮主≤峨“致“。t

i&0．一¨，：办-‘．，*教翻，吝谨帮觏-1*群豁妒童爹罄，势5嘧秘



1985年共有耕地1421563亩，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l小麦862308亩，平均亩产482斤，玉

米271884亩，平均亩产454斤，豆类253485亩，平均亩产138斤，水稻12290亩，平均亩产465

斤；山芋297413亩，平均亩产430斤。全年粮食总产量737606100斤。比1949年粮食总产量

16796万斤增长4．38倍以上，每个农业人口平均粮1188斤。花生118036亩，平均亩产215斤，

棉花107016亩，平均亩产122斤。农民人平均纯收入307元。全年农业总产值26024万元。(包

括村以下工业产值)，占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的79．2％。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牧畜业的

发展，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和不断完善，近年来，畜牧业发展较快，现有大牲畜104589

头，毛猪年底存拦数122293头，羊年末存栏数52521只。

林业：解放前，全县基本上没有林地，低山，岗地到处是荒山秃岭，仅村庄周围有树木寥

寥。解放后，年年开展植树造林，三十余年来植树造林成绩显著。1985年有林地80787亩，其

中：四旁61181亩，荒山绿化5950亩，苗圃2289亩，果木树2670亩，林网面积412084亩，村庄

植树面积81300亩。总计有多种树木1816万株，树木蓄积量494639立方米。

工业：解放前，全县仅有几个从事烘炉，竹器，卷烟等个体手工业。解放后，工业发展较

快，重工业有；阀门厂、农机、砖瓦、水泥，化肥、磷肥、石灰等，轻工业有：酿酒、翅料，

印刷，粮油加工、食品、布鞋、针织、皮鞋、轧花、眼药等。1985年工业总产值为6831万

元，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20．8％。

“泗州孟仁寿眼药”，又名“拨云散’’，历史悠久。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泗州孟仁

寿始制眼药，名为“泗州孟仁寿八宝眼药"。由于配料好、制艺精、质量高，疗效好，解放

前就驰誉全皖，畅销东南亚各国。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经各国医药

专家鉴定被评为一等品，荣获金质奖章。民国元年在北京国货展览会上，“八宝眼药’’又获一

枚金质奖章。

泗县生产的阀门销往国外，白酒、丝织品质量较高，深受用户称赞，’畅销数省。由于农

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变化，1985年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达6635万元。全县

1985年用电量为3133．4万度。

商业：解放前，我县商业萧条，均系私人经商。解放后，在国营商业的带动下，积极发

展合作商业，全县商业繁荣兴旺。但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严重

的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迅速

好转，商业网点遍及全县，集市贸易生气勃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1985年社会上商品零

售额达12740万元。

交通：解放前，仅有泗县通往灵璧，固镇的狭窄土面公路。解放后，公路交通发展较

快。1981年修了两条交通干线：一条为南北向的徐(州)浦(口)国防柏油公路，一条为东

西向的泗(洪)宿(县)柏油公路。每天有泗县开往合肥、明光、宿县、固镇、濉宁、滁县、

泗洪等地的长途客车，县境内现有公路248公里，其中柏油路面120公里。全县基本上实现了

区区、乡乡有定期班车通行。各村民委员会之间均有机耕道，可以行驶车辆，新汴河开挖后，

泗县水运事业有较快发展，经新汴河入洪泽潮可与江苏、上海等省市开展航运业务，有力地促

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商业、市场繁荣。

’教育：1951年全县仅有1所初级中学，教职工12人，在校学生182人’有小学232所，教师

498人，在学学生16999人。1985年有各级各类学校784所，拥有教师5000人，全县适龄儿童入

学率为97％。业余教育班近300个，学员十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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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县文化馆、图书馆、文物组、新华书店、泗州戏剧团，城内有影剧院3所，电

影放映队45个，区文化站16个。

卫生：解放后，1949年有县医院1所，病床15张，医务人员28人，区、乡共有4个卫生所，医

g 务人员12人。1985年已发展到有卫生机构77个，其中县医院l所，卫生院49所，病床700张，医

墓 务人员1000名，其中医生340人。诊所407个，医务人员810人。县医院科室设备较好，医疗

l； 水平不断提高，已能做肺，胃切除，总胆管探查，脊柱融合，直肠代膀胱，心机修补等大手术。

! 计划生育工作；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细致、深入、各种具体措施得力，取到显著的成绩。1985年

! 人口出生率降到14．45‰，死亡率降到5．19‰。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9年的15．74‰，下降到

； 9．26‰。
C

? 泗县革命史：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些接受马列主义较早的青年，在泗县传播共产

： 主义思想，蓝于1925年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

i 1926年成立了以王子玉同志为书记的中共泗县委员会。1930年秋举行了震惊苏皖的泗县农民

大暴动。由于受王明极左路线的干扰，暴动失败了。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王子玉、魏正宾等

同志虽惨遭敌人的杀害，但革命火种却在泗县人民心中熊熊燃烧。

} 1938年日寇侵占泗县后，中共泗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救国运动。

： 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曾到过泗县城乡，运筹帷握，指挥边区抗日

： 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斗志。

在解放战争中，泗县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新中国诞生后，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

：： 中，泗县人民象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往开来，发扬革命传统，

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v 名胜古迹有：《佘家台》1956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成殿》

《释迦寺》1981年5月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成殿》于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革命纪念地有。《泗县革命烈士陵园》，《李月华墓》是泗县人民常去祭扫、凭吊和教

育子孙后代的纪念地。

爹
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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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淮北平原东北部，地处北纬33。287，东经117。57。在省城合肥东北,185公里

处。东，北接汴光乡，西、南接三湾乡。面积3．7平方公里。辖6个居民委员会，32个居民小组，居

民20830人，4个村民委员会，13个村民小组，34"-自然村，656户，3199人，县直单位和场

(厂)站职工11816人，计35845人。回族198人，余为汉族。因辖泗县城和东西南北四关是全

县物资交流最大的集市而命名。该镇为县治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镇人民

政府驻地；镇前街。

历史资料证实：从秦代到北周为夏丘城堡，唐开元29年(公元741年)改夏丘为虹县，

’本城为虹城。清康熙19年(公元1680年)古泗州城陷没于洪泽湖中。乾隆42年(1777年)移

治于虹县，并虹县入泗州，本城为州县驻地，改虹城为泗州。民国年间曾是专员公署驻地，沿

称泗州。1945年至1946年秋，中共淮北地委驻本镇，设泗州市。后撤退淮北，国民党反动派

爪牙占领期间，仍称泗州。1948年“月泗县解放，设泗城市。1950年改设城关区，1954年撤

区成立城关镇。1958年并入东风人民公社，本镇划为城关大队。1959年设城关镇人民公社，

上968年恢复城关镇名称至今。

本镇地处平原，海拔19．5米，气候温和半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摄氏14．3度，最

冷月(1月)平均气温摄氏零下1度。最热月(77I)平均气温摄氏27．5度。年降雨量895．6毫

米，无霜期204天。共有街、路、巷19条，其中南北向的国防大街，东西向的汴河大街，路面

宽直，为东西南北交通要道。人民路和中城街是商品贸易中心，商店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

目，购销人群从四面八方云集泗城，使古城繁荣昌盛，一派生机。

解放前，工业寥寥无几，仅有几户个体小手工业。如竹器、编织、烘炉等，解放后，县

办工业发展速度较快，目前有农机制造，阀门、眼药、电器、化肥、丝棉针织，酿酒、塑

料、皮鞋、布鞋、印刷、食品、粮油加工等。其中泗县阀门厂生产的多种型号的阀门，丝棉织

厂生产的丝织品和孟仁寿眼药厂生产的八宝眼药畅销全国。镇办工业从1957年开始创办，现已

发展有纺织、胶底布鞋、小五金、化工，综合厂和家具社、服装社等。1985年产值660万元。

因泗县人民政府驻此，所以交通十分方便。可直达南京，扬州、徐州，南通，濉宁、泗

洪、合肥、宿县、灵壁、五河、固镇等市县和县内各区乡、

全镇有耕地1215亩，4个村委会每年可为城镇居民提供各种疏菜30万斤。1985年粮食

产量737100斤，全年总收入119万元，人均纯收入278元。

解放初期仅有初级中学一所，在校学生120人，现发展为完全中学，初级中学一所，在

校学生3100人’原有小学2所(其中完小1所)在校学生500人，现发展到3所完小，在校学生

2827人，入学率达99．7％，有幼儿园8所，入学儿童500人。此外有影剧院3所，文化馆，图书

馆、新华书店，灯光球场各1个。

解放初期仅有卫生院1所，医护人员12人。现有县医院，城关卫生院、县卫生防疫站，

妇幼保健站，共有医护人员219人，病床300张。此外，位于本镇的厂、学校，均有医务

室，人民健康基本上得到保证。计划生育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3．5‰。

l谨虢秽#☆Ⅷ?，蓍



镇设清洁卫生管理所1个，有管理人员和清洁-V43人。

名胜古迹有：《大成殿》，《释迦寺》1981年5月均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革命纪念地有：《泗县革命烈士陵园》是泗县人民常去祭扫、凭吊和教育子孙后代的纪

念地。

6



标准名称

泗县

城关镇

镇前街

一居委

中城街

汴河大街

国防大街

商南街

西关大街

汉语拼音 说 明

Ch6ngguan Zh色n

Zh色nqian Jie

1—．Jctwei

Zhongcheng Ji6

Bianh6 DaJie

Gu6fang Dajie

ShangnAn Jie

Xiguan Dajie

来庵巷Laian Xiang

环城西路

和桥路

梁园路

二居委

国防大街

H6qi矗o Lft

Liangyuan Ln

2一一Jftw6i

Guofang Dajie

新市街Xinshi Jie

人民路

商南街

Renmln Ld

shangnAn Jie

秦置泗水郡，汉初名夏丘，唐开元改

夏丘为虹县，清乾隆42年并虹县入泗州，

民国初年废州为县始名泗县。

因辖县城和城门地带而得名。曾名夏

丘城堡。虹城、泗州市。驻地镇前街。

此街是解放后新开辟，系东西向，因

在城关镇人民政府门前而得名。

按序数排列命名，驻地中城街西头路

北。

西段。因处在泗城中心东西向的一条

大街，故名。

西段。原名隍庙街，’又因此处是古汴

河故道，于1971年填平河道修建成路而得

名。曾名东方红路。

北段。原名小北关巷，于1979年扩修

为国防公路，故名。

西段。因旧社会商业联合会会址在此

又因在中城街南边，故名。曾名红旗路。

曾名大寨路，西关街，后因开宽修成

柏油公路而得名。

曾名杀人巷。后因此名凶残不雅，而

巷内有飞来庵(已毁)故以“来庵"二字

取名。

因在环绕原城(已毁)西部城墙旧基

铺修成路。故名。

因路西端有座和尚桥(已毁)，因以

“和桥”二字取名。

此路紧靠梁家菜园，·而得名。

按序数排列命名，驻地商南街。

南段。原为南关街。1979年扩修为国

防公路，故名。

西段。原是一条无名小巷，解放后新

建街道，故名。

原名官巷口，因古时此巷正对州、县

衙门口，因名。后开宽改名人民路。’

‘东段。旧社会商业联合会会址在此，

又因在中城街南边而以。商南竹二字取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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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西后仓

三居委

铁市街

道院街

牛市巷

广场新村

四居委

汴河大街

中城街

大北关巷

环城东路

五居委

建材新村

桃园新村

顺河路

环城南路

六居委

汴河新村

菜园新村

环城北路

Xihouchang

3一一Jnwei

Tieshi Jie

DAoyuan Jie

Niflsht Xiang

GuAngchAng Xincfln

4⋯Jctw邑i
Bianhe Dajie

Zhongcheng Ji邑

Dabeiguan Xiang

Huancheng Dongl／l

5一一一Jflw6i

JiAncAi xincfln

TAoyuan Xincfin

Shdnhe 1n

Huanch6ng Nanla

6⋯Jftw6i
Bianhe Xincfin

CaiyuAn Xincfln

东关大街 一Dongguan Dajie

8

说 明

曾名红旗路。

区片。

按序数排列命名，驻地铁市街中段。

因有座老君庙(已毁)过去买卖铁货都

集中在此巷，得名铁市巷，后开宽巷道，

改名街。

因有一座道院(已毁)得名，曾名兴

无路。

解放前是买卖牛的市场，而得名。曾

名东牛市巷、立新路。

区片。居民沿人民广场南边建房居

住，故名。

按序数排列命名，驻地中城街东段。

东段。原是古汴河故道，于1971年填

平河道修成大路而得名。曾名东方红路。

东段。因在泗城中心东西向街道，故

名。曾名东风大街。

因此巷直通泗城大北门，故名大北关

巷。

因在环绕原城(已毁)东部城墙旧基

铺修成路，故名。

按序数排列命名。

区片。村近建材公司驻地，故以“建

材"二字取名。
、

区片。原地名桃园，居民在园边建房

定居，故以“桃园，，二字取名。

此路沿石梁河东岸，故名。

因在环绕原城(已毁)南部城墙旧基

铺修成路，故名。

按序数排列命名。

区片。在古汴河南岸新建的居民区，

故名。

区片。在古汴河北岸菜园新建的居民

区，故名。 ’，

因在环绕原城(已毁)北部城墙旧基

铺修成路，故名。

因处在泗城东门外一条东西向大街，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说 明

故名。

北关村民委员会B6iguancnnminweiyuanhul 以辖泗城北关而命名，驻地国防大街

中段。

北关 B芒iguan 村。是大北关、小北关原称。

西关村民委员会 XIngu巨ncnnminw邑iyuanhul 以位在泗城西关而命名，驻地和桥路。

西关 Xlguan 村。原名西关街。·

东关村民委员会ponggu百ncnnminw邑iyuanhul 以位在泗城东关而命名，驻地东小街。

东小街Dong Xi{tojie 村。位于泗城东关外，居民多做小生

小圩

小曹庄

南关村民委员会

南关

Xiaowei

Xi直ocaozhu百ng．

NAn guAn

cftn mln wei yuan hul

NAnguAn

意而得名。

村。

以位在泗城南关而命名，驻地国防大

街南段东侧。 、

村。原名南小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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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庙区概况

草庙区位于泗县周围，地处北纬330367一一33。317，东经1170487一一118。027。面积

134．8平方公里。东邻江苏省泗洪县’西接长沟区，南依新汴河，与墩集区隔河相望；北

靠新濉河与屏山区相对。辖4个乡，34个村民委员会，315个村民小组。161个自然村，9070

户，44979人，汉族。区公所设在县城东8公里处的草庙。相传：清朝此处建有一座土结构草

顶的三官庙，因名草庙。区以驻地命名。
’

1980年设区划社时，由原东方红公社、红旗公社合并为草庙区至今。

本区东西呈长形，西部、中部地势平坦，海拔19米左右，东部为垄起岗地，海拨26．3

米，土质多系黄淤土。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摄氏14．3度，最冷月(1Y])，

气温摄氏零下1度。最热月(7Y])平均气温摄氏27．5度。年降水量895．6毫米。夏季偏多，

无霜期204天。解放前，无水利设施，旱涝灾害频繁。解放后，疏浚石梁河，古汴河，开挖

新汴河，新濉河，清水沟，顺河沟，邓沟，界沟等8条大沟。排水骨干工程已基本形成。建

有中型电灌站6座，130豇电动机2台，55碰电动机9台，装机容量755跹，受益面积13474亩，

占耕地总面积15．8％以上。

全区有91834亩耕地，以农为主，1985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l小麦53750亩，单产462斤，

水稻1011亩，单产550斤，玉米12690亩，单产427斤，豆类16128亩，单产154斤。粮食总产

44964300斤。总平均亩产382斤，比1949年亩产80升提高4倍多。油料作物18530亩，单产171

斤。全年总收入1793万元，人均分粮800余斤，人均纯收入290元。

近年来，林牧业发展较快。解放前，树木稀少。现有林地3830亩，各种树木98．9104万

株。各种树蓄积32543立方米。其中经济林100亩。四旁林带密布，村庄绿树成荫。现有大牲

畜6983头，毛猪年末存栏9556头，羊3488只。

乡镇企业有砖瓦轮窑、砖瓦，农具、粮食加工和运输管理站、拖拉机站，1985年产值557

万元。

交通，教育，卫生事业均有较快发展。新汴河流经南部边缘，航运畅通，泗县至宿县、

五河、泗洪、濉宁，找沟等柏油路从境内穿过，交通运输十分方便。建有高压线路网，大多

数村民委员会能用电照明。有邮电支局1个，文化站1个，电影队3个。现有初级中学4所，在

校学生843人，小学35所，在校学生7089人，入学率达98％。卫生院4所，诊所23个，医务人员

近百人。银行营业所1个，信用社4所，供销社2个，粮站3个，食品站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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