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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上▲

刖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它用来区别地球上各种

地物，沟通国内外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国际交往。地名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关系，是人们进行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建国以来，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以及政区的必要变化，我县出现了许多新的地名。

但由于“文革”时期大搞地名。一片红”，不少地方出现任意改名，命名之风，造成了地名

的严重混乱，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带来很多不便。为了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

济状况。我们根据国家和省、地的统一部署，从1981年7月开始至1983年3月底止，完成了

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地名普查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工作，基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名

混乱问题，并为编纂出版各种标准化地名图集、书籍，为建立地名档案，提供了准确的地名

资料。《霍邱县地名录》是地名普查成果的结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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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录编纂的基本成果是：全县行政区划图、各乡，镇地名图共73张；县，区．镇，

乡，国营农、林、牧场以及重要的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等文字概况106篇；

各种照片插图67幅；全县各类地名9898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9383条；企事业单位，

站，港．场等名称232条；人工建筑名称11 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66条；纪念地，名胜

古迹4条；附录我县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批复和通知2份；还有地名首字笔画索

引，方言地名字注音等。

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试行)》和我省补充规定的地名普查范围，对各专业部

门使用的站、港、场和企事业单位名称，只普查登记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的(即独立存在的，

重要的，起地名作用的)部分，其余的不作普查登记。

本地名录中的《霍邱县行政区划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77年出版占J

1：20万地形图作底图，以地名普查成果为现势资料绘制的；各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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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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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采用我县1983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村委会以上人口数字是以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字为准；自然村人口数字以1981年地名普查

数字为准。 “概况”材料中所写各乡．区，镇、农、林、牧场与县城的距离，因受我县山河

湖渠交错，峰回路转的影响，一律以县城至该单位驻地的图上直线距离计算。

《霍邱县地名录》是一部法定性的工具书，所收地名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全县

各单位和广大群众使用地名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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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随意更改。必须更名、命名的，一定要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批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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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誊日



(二)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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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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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霍邱县行政区划图



(四)霍邱县概况

n



霍邱县概况

霍邱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东以淠河与寿县分界，南与金寨，六

安县毗连，西界河南省固始县，北、西北濒淮河与颍上，阜南县相望。总面积3774平方公里(包

括城西湖围垦区106平方公里，城东湖水面106．7平方公里、城西湖水面34平方公里)，南

北长79公里，东西宽50公里。全县辖8个区，4个区级镇，69个乡，746个村委会，9514个

生产队，8555个自然村，269805户，1274248人(包括周集地质队，船队． 城市分散户共1002

户，4575人)。主要为汉族，还有回、蒙等少数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人民路。

霍邱古属爹国地，盖自西周建国初期大封诸侯起，周武王克商(公元前1066年)后，封

霍叔于蓼。蓼的范围，约现在的固始．霍邱两县(也有说至开化县“今六安青山”皆蓼地)。

六与蓼皆皋陶分封之地，即虞蓼子国。春秋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楚公子燮灭蓼，改

楚蓼邑(遗址约今固始县东北蒋集附近)，又增雩娄邑(约固始县郭陆滩附近)．鸡父邑(今

霍邱叶集附近)。 ．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废分封，立郡县起，至明，清止，历代封建王朝，为

了统治需要，在霍邱境内分别设过蓼．安丰、安风，松滋，阳泉(又名阳渊、I临水，泱口，

史水)，雩娄等县，建制时兴时废，等级时升时降(如郡。州、军，戌)，地址时有变化，

隶属关系变更频繁。概括是：秦设蓼县，属九江郡(治寿州)；西汉设安风、阳泉县，属六

安国；东汉设安风，阳泉县，属庐江郡，并先后封过蓼夷侯，阳泉侯，安丰侯等：三国魏设

安丰，松滋、阳泉县，分别属庐江鄂(治六安)．安丰郡(治寿春)，西晋设安风、蓼、松

滋县，废阳泉，属安丰郡，后又废蓼县，侨置义城县(霍邱县北四十里)，置松滋郡(寻复

为县)；东晋设松滋．安丰县，属豫州(治寿春)安丰郡；南北朝刘宋设安丰．松滋县，属

南豫州(治和县)安丰郡；宋元嘉25年(公元448年)安丰郡改边城郡，领雩娄等县；肖梁

置霍丘戍，领安丰，松滋县；北魏设安丰、松滋县，属扬州(治寿春)安丰郡；后侨置汝阳

县于阳泉故城，寻废，属西边城郡，又置边城郡，领史水，字楼，开化(今六安青山)县；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设霍邱县，属淮南郡(治寿春，后设总管府)；唐属淮南道(治

扬州)，初置蓼州寻改寿州；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蓼州改寿州；撤销蓼、松滋县，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霍邱改为武昌县，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复为霍邱县，从此霍

邱县名基本稳定未变，但隶属关系仍经常更迭。五代十国属寿州；北宋属淮南西路寿春府；

南宋属淮南西路安丰军(后改寿州)I元属河南江北行中(尚)书省(又称河南行省)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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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总管府；明直隶南京(初为江南行中书省，后称南直属)凤阳府寿州；清初属江南省(康

熙年间成立安徽省)凤颍六泗道(道员驻凤阳府)，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属颍州府‘

阜阳)。民国初年(1914年～1928年)属淮泗道(道尹驻凤阳)；19 32年后属六安行政督察

专员公署(省派出机构，又称行政专员督察区，专区)；1932年Ibq，设置立煌县(即今金

寨县)。本县南部西至开顺街，东至下骆山以南地区(相当现在金寨县江店Ix)划属金寨。

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霍邱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奋战，建立了革命政权。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12,q，白塔畈暴动，在白塔畈(现属金寨)正式建立中共霍

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1930年9月迁至东畈i现属大顾店乡)；1932年5月，红25军解放县城，改

为红城县，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迁至县城(后因战略转移，七月份恢复旧制)，属鄂豫

皖省委(设河南省新集)皖西北道委(特委．驻麻埠)领导。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5月，

在众兴集成立中共霍邱县委，属六安中心县委领导；1938年12jq划归寿县中心县委领导；1939

年12月，六安中心县委改为霍邱中心县委，设在霍邱现长集乡七里棚村甄家油坊；1940年3

月，安徽形势逆转，皖西省委撤出立煌，迁至霍邱现洪集乡刘仓房村刘家仓房。解放战争时

期，1947年10)q，鄂豫一地委在金寨古碑宣布成立霍邱，霍固两县(霍邱县范围：霍邱南部

和金寨北部地区，霍固县在城西湖以西和固始县朱陈集．罗集一带)；1948年7月，撤销霍邱

县，并入霍固县，1949年1月26日，霍邱县城和平解放；1949年2月1日，与霍固县划开，

恢复霍邱县，仍属鄂豫一地委领导。1949年5月，霍邱县由鄂豫一地委划归皖北六安地委领

导。

霍邱得名有二：据《安徽地名通讯》第二期(1980年)载安师大副教授陈怀荃文章：因地

在雹山北麓的丘陵地带边缘，县即以此而得名。又据《安徽地名通讯》第三期(1980年)，

载安徽大学讲师孙瑞宁文章：霍邱《读史舆纪要》，周成王时，因霍叔迁J：此丘(古代大村

落)，故名。

至于霍邱的“邱”应为“丘”，而今沿用的带大“F”的“邱”字，其因： 《霍邱县志》

记载：为了避圣人孔丘的名讳，清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皇帝特令把霍丘的丘字，加

上“F”改为邱，以后沿用成习。

全县解放初期，设7个区，63个乡；1950年设13个区，171个乡，5个镇；19 51年增设

西湖区；1955年冬又合并为7个区，52个乡，2个镇；1958qz人民公社化时，成立17个人民

公社；1961年划为84个公社；1962年置11个区，84个公社；1963年置8个区，814个公社；1966

年置8个区，3个区级镇，4个乡级镇，83个公社；1969年撤区并社，为26个公社；1972年

置区划社，设8个区，3个区级镇，67个公社；1974年增设渔业公社，隐塔公社分为隐贤i

彭塔公社；1983年体改时，全县为8个区，3个区级镇，1个乡级镇，69个乡；1984年又将

周集乡级镇改为区级镇。

全县地势南高北低，境内有城东，城西两大湖泊，淠．史，泉、沣，汲等河流经南北，

河湖沟渠纵横交错。西部大别山支脉的西大山，海拔419米，还有长山、马鞍山．观音洞山、

四平山；南有下骆、梅子等山。南部丘岗地区海拔50"60米，东，西、中部岗冲地区海拔

40～50米，北部湖湾地区海拔18---25米。境内耕地土壤有上位粘盘黄白土、下位粘盘黄白土，

马肝土， 沙泥土， 潮黄白土，上位粘盘马肝土． 下位粘盘马肝土等。 土壤有机质含量

0．5～2．22％，全氮含量0．05---0．16％，．速磷含量大部在2～10ppm，速钾含量43～246

PPm。全县土壤肥力大部分中等，PH值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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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属我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季风气候明显，其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

中，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处于温带与北亚热带之间的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15．4。C，最

热月平均温度28。C，最冷月平均温度1．8。C。大于10。C的积温4957．5。C。无霜期平均222天u

年平均降水量951．3毫米，一般多集中在6～9月份。县境内年降水量是南多北少，相差最

大约300毫米。但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常有旱涝灾害发生。

本县是江淮之间的农业区，又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以“鱼米之乡”著称。全县共有耕

地207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其次大豆．棉花、油菜、花生、芝麻．红麻等。

据1983年度统计，播种水稻1193281亩，总产77203．5万斤，小麦787369亩，总产2241 5．5

万斤l大豆121586亩，总产1431．9万斤；棉花203880亩，总产1029．93万斤；油菜240579亩，

总产2795，27万斤；花生28753亩，总产432．64万斤；红麻138809亩，总产5339．94万斤；

大麻24459，总产65．88万斤。

解放后，由于成立了国营林场，绿化了荒山秃岭，林业生产发展较快。全县现有宜林地

18．8万亩，已造林17．4万亩，林木蓄积量43万立方米，森林复盖率6．8％。四旁植树6944万

株。另有竹林5222亩，茶，油桐1000亩。

． 县内水面广阔，共有水面38．4万亩，已养殖面积32万亩，年产鱼，虾640万斤。特产有

银鱼、沣虾，湖蟹、鳝鱼．甲鱼等。沣虾从头至尾有一血丝线，通体透明，体大肉肥，与银

鱼久负盛名。20年前，城西湖年产鱼，虾600万斤。水生植物有红菱、白莲，芡实、荻柴，

杞柳、芦苇等。自1966年军垦围湖造田起，水面缩小，水产下降，珍鸟绝迹。同时从1967年

～1982年统计，军垦农场总共向国家售粮5亿斤，只相当围垦后沿岗农民土地淹没区粮食总

产的三分之一，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和生态平衡。

1983年全县共有大牲畜85315头，猪62万头，出栏量24．9：／／头。山羊51756只，鸡，鸭

250万只，鹅37万只，年产禽蛋71972担。当地麻黄鸡，产蛋大，皮红壳厚，早已远销上海

等地。良种来杭鸡，北京鸭，已广泛繁殖。本地苍鹅，体型大，产蛋多，肉质肥嫩，制成腊

鹅，油润泛红，另U有风味。早在1700多年前，晋沈充有《鹅赋序》，足见霍邱苍鹅盛名已久，

禽蛋产量曾居全国第二位，1979年获中央商业部红旗奖。

中药材蕴藏丰富，但每年仅收购6000担左右。名贵药材有：全虫．龟板，鳖甲．柴苏，

半夏，半枝莲，白选皮，威灵仙、徐长卿、猫爪草等。柳树乡老店村，贝母野生变家种科研

培试成功，经省组织的全国药材专家．教授鉴定：属贝母属一种新植物，疗效同川贝。益母

草，鹅不食草．蛇床子，远销广州，年销售量达800担。

矿产资源有石灰石．白云石、石煤．磷、铁、铝、锌、锰等。

解放前仅有几家脚踏手编的手工业，194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只121万元。现发展有：农

机、化肥、水泥．砖瓦、石灰、预制、酿造，食品，针纺织、服装刺绣，印刷等厂。1983年

产值6279万元。临水集玉泉酒，澄明芬芳，和顺净爽，醇厚回甜，属浓香型曲酒。1983年在

全省14种优质曲酒评比中，居于首位。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主要有农机修配、水泥制品、砖瓦、

粮食加工等厂，年产值达1906万元。

霍邱历来自然灾害频繁，据《霍邱县志》记载：从晋武帝太康2年(公元281年)至民

国17年(1928年)，遭受自然灾害和异常气候侵袭，多达148次(其中水灾51次，旱灾34次，

地震17次，蝗灾16次，雨、雹12次，其它如风、雪．地生盐碱18次)。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炸

开黄河花园口，黄水倒灌入淮，致使沿淮地区十年九涝。1950年淮堤决口．淹没沿淮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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