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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砀山县厂播电视局厂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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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发布《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的要求，在省、地、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关

怀领导下?7在省．地地名办具体指导下，在县直各有关单位和各区乡大力支持配合

下，通过全县地右普查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于1982年12月份胜利完成了我县建

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和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工作，基本上解决

了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问题，为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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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和提供了我县各种类型的准确的地名贵料。经过反复核对，

又查阅县志有关记载，征求了有关部门和区乡的意见，参考了省内外兄弟县(市)

的先进经验，在省地验收的四大成果的基础上，在近二年的时间内汇编成《砀山。

县地名录》j它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是推广标准化地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档

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版发行将使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直接为各部门的工!

作服务。
’

·

一

本地名录搜集编入标准地名2406条，其中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名称2163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9条，．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场等名
’

称29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4条，人工建筑名称31条。编写县、区(镇)、

场等文字概况93篇，。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文字概况4’篇。绘制县、区(镇)、

场等地名图17幅'．彩色照片13张，黑白照片16张，还附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一并

发表，以飧读者。 ，

本地名录中的《砀山县行政区划图》是用r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

1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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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区

地名图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0年一1972年先后出版的1： 5万



地形图作底图，城关镇l： 1万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果为现势资料绘制的。本地
。

名录中的各种数据，一般是采用驰名普查时我县1980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的

数据。文字概况材料中所写各区(镇)公社、农林场与县城的距离，是从县人民

政府驻地至各单位驻地的图上直线距离。

《砀山县地名录》是一种法定性的工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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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地名，如有与本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苡

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地名要保持稳定，不得随意更改，必须更名，命名的，一定 ：’

要按《国务院关于地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地名管理条例》的通知
·

’～-

一 ^

以及省政府批转的《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深入调查研究，严格履行报批

手续。

砀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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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区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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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暗楼乡(公社)概况及正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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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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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区地名图．
。

．

，．龙潭乡(公社)概况及正文⋯h⋯⋯⋯⋯⋯⋯⋯⋯⋯⋯⋯⋯⋯⋯⋯⋯··(61)

!官庄坝乡(公社)概况及正文⋯⋯⋯⋯⋯⋯_⋯⋯⋯⋯”：⋯⋯⋯⋯⋯·(64)

；张王庄乡(公社)概况及正文⋯⋯⋯⋯⋯⋯⋯⋯⋯⋯⋯⋯⋯⋯⋯⋯⋯·(67)：

谢集乡(公社)概况及正文⋯：⋯⋯⋯⋯⋯⋯⋯⋯⋯⋯⋯⋯⋯．．．⋯t．．⋯·(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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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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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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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砀山县7概况

砀山县位于安徽省最北部。东与萧县毗邻，西与河南省虞城县接壤，东南部

与河南省永城县交界，西南部与河南省夏邑县相连，东北部紧靠江苏省丰县，西

北部与山东省单县相依，是＼个四省：六县交界的地方。地处北纬340 16 7至34。39’，

东经116。O矿’至116。38 7。区域面积1226．．48平方公里。辖11个区， 1个镇，63个公

社，1‘1个农、杲．、林场(另有省果园场1个)，374个大队，5个居民季员会，4663．

个生产队，74个居民小组，有17鹏个自然村，142532户，626383人， (其中非农。

业人口34622人)。多系汉族，还有少数回族。

县人民政府驻地在砀山县城，砀山县城位于县境的中部稍偏西南，地理座标

北纬340257，东经116。21，海拔44米。

(·)历史沿革： ，

‘

＼
，

据《水经注》载： 。获水又东迳砀县故城北，秦立砀郡，盖取山之名?虬

唐朝人颜饰古说： 。以有砀山故名砀郡，．砀，。文石也，其山出焉，故以名县’’，可

。见县名是因山而起。’(芒砀山，位于砀城东南30公里，1952年2月划归河南省永

城县管辖。)

砀山县历史较为悠久，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近三千年：据《砀山县志》记述：

夏禹分天下为九洲，砀山属豫州，．春秋时为宋国砀邑，战国时属楚国，．秦始皇统

． 一中国，分天下为36郡，砀郡乃兵中之一，汉高祖刘邦曾做过砀郡长i西汉高帝

五年改砀郡为梁国，7下设砀县， (旧城址位于今城南30公里，芒砀山的西麓)。

公元9年王莽篡汉为帝，建立新莽政权，改砀县为节砀县，属陈定。冻汉章帝时

复改为砀县。．晋朝时砀县被省入下邑。北魏孝昌2年复置砀郡，郡治设下邑城(下

．二邑故城，秦时所建，其址位于今砀城东3里处)：隋朝初年砀县分为安阳、砀县

二县，开皇18年复合砀县、安阳为一．自此始更名为砀山县。唐、五代、宋时曾

先后属辉州、单州。元至元2年，公元1265年砀山县被大水淹没，。因户口稀少并

入单县，至元3年(公元1266年)重新恢复县治。明、清时属徐州府。中华民国

属江苏徐海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属皖北行署，1953年划归江苏省，1955

年又由江苏划归安徽。

砀山县地处淮北平原，古时县境内有黄河和濉水自西向东流经，更兼东邻战

略重镇徐州，西傍古都开封，是历代兵家所重视的战略要地。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陈胜曾率部转战于此，至今砀山南岭上还埋葬着陈胜的遗体。 (此岭已划归河南

省永城县)。汉高祖刘帮亦曾“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竹，做起义的发动和准备等工

作。另据《元史》、 《清史稿》记载，元末红巾军领袖韩林儿、刘福通、清捻军

领袖张乐行都在砀山县有过较多的活动。从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派朱秀章、

蒋家宾来砀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4人，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到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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