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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利辛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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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刺树。明万历十三年

(1585年)出自李六墓

上，树高6．3米，周围

4．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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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务院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有关文件规定，我们从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至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地名普查资料，本着内

容准确，文字精炼，重点突出，图文并茂等要求，编纂这本带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

《利辛县地名录》。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前

进，地名也随着不断地演变和更替。普查结果表明，我县的地名除表明劳动人民的聪明才

智和灿烂文化外，也含有不足的一面。诸如含义不妥、用字不严、字音不正、任意更名、

重名、错名等现象非止一端。这对地名的稳定性非常不利，也给四化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因而，编纂一本内容丰富、详细准确的地名录，对于促进四化建设，造

福子孙后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本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资料，参照1：5万地形图为主要资料。地理位置：先行政单

位后驻地，由西向东，自北至南，按区(镇)、乡的顺序排列而成。内容有：《利辛县行政

区划图》和《区、镇地名图》十三幅；收录乡以上各类文字概况76篇；辑录村委会以上行

政单位及其驻地、自然村、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古迹等4，946条；插图

24帧。普查全县地名4，820条．其中新增地名8l条，拆并地名24条，更名、命名地名273个，

全县实有地名5，008条。每条地名均加注汉语拼音，村委会以上行政单位均加注释，自然村

注明户数和人口。全县基本上实现了地名标准化和拼音译写规范化。

此次地名录采用的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等数字，均为1986年度县统计局年报数

据。人口数字：乡以上行政单位采用1986年县公安局户籍年报；村委会和自然村采用1982年

《安徽省利辛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的数字；行政区划的通称是根据1983

年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后而定；其他专业数据是有关单位提供的。

地名工作涉及面广，且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均较强。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考证不

足，资料不全，难免有讹错不妥之处。对此，请批评指正。

今后，单位或个人使用利辛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利辛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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