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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国发(I 979)3 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国

地名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和省，地关于地名工作的部署，我

县于一九八。年四月下旬开始j至一九八一年四月下旬止，全面系统地进行了地
●

名普查工作．
‘

《政和县地名录》的编辑和出版，是我县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它意

味着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现象的结束，标志着行政管理科学水平的提高。它将为四

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共有的文化遗产。我县在

地名普查和编辑地名录过程中，以慎重的态度，广泛听取和征求广大群众及有关

单位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考证，推敲，进行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确

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大量地名，恢复了被任意改动的部份地名，调整了不宜继续

使用的少数地名；还根据一个地区内的公社，一个县内的大队，一个社、镇内的

自然村不同名和在上述范围内避免使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的要求，更改了一些同

名，同音和近音的地名。 ．

《政和县地名录》所列的标准地名，都经过正字、正音的处理，清除了地名

中的异体字和错别字，但也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地名方言字。每条地名都附有汉语

拼音，这不仅符合推行文字改革和普及普通话的要求，而且有助于促进国际交

往。

《政和县地名录》的编辑按五大类进行排列，共汇集了各类地名一千四百七

十六条，其中行政区划(县，社(镇)，居委会、大队等)名称一百兰十三条，

街、路、巷名称三十三条，自然村名称八百一十三条(片村名二十六条)；有方位

意义、重要的场站等单位名称一百四十三条；自然地理实体(山、峰，谷，关

隘、溪河)名称一百九十八条；人工建筑物(水库、桥梁、亭、寺庙、公路)名称

一百三十一条；名胜古迹、纪念地名称二十条。但这还不是全县地名的全貌，因

限于时间和技术条件，尚有一些山峰和溪河支流等，一时定位定名有困难者未及

列入，有待今后补充。

《政和县地名录》所列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意义和权威性。今后使用有关地

名，均应以此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任意更改。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动某

个地名或新建村庄，街巷、场站等需要命名，应按国务院规定的手续，上报县人

誊日
■



民政府审批或转报上级政府审批．对于因地名更名所带来的问题，如路标．街

巷门牌，客车停靠站，社队印鉴，地图地名注记以及因地名更名而派生的单位名

称需要更改等，由各有关主管部门拟定措施，抓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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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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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和县政区图

三．政和县城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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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县概况

政和县位于闽东北，闽浙交界处，界于东经I I 8。3 3’一1l 9。I 7，，北纬

2 7。05’-27。23’之间。东与周宁县，寿宁县交界，北与松溪县、浙江省庆元县

接壤，西连建阳县，南与屏南县、建瓯县毗邻。全境总面积一千七百四十八点九三

平方公里。全县共有八个公社，一／卜镇，四个国营农茶场，一百O七个大队，七

百四十八个生产队，七百八十七个自然村。总户数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七户，总人

El十五万七千。八十四人，除极少数畲族外，均属汉族。县人民政府驻熊山镇。

政和县历史悠久，建县前为关隶镇。关隶镇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六年(公

元9 4 1年)，‘镇址在今镇前村。宋真宗成平三年(公元l 0 0 0年)升为关隶

县，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 l l 5年)正式命名为政和县。又有简县，东和(政

和县在建州)县之别称。‘元、明、清三代相沿。解放后曾两次与松溪县合并，

为松政县。一九六。年二月首次合并，划归福安地区管辖，至一九六二年八月分

县；一九七。年六月再次合并，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分县，恢复政和县，划回建阳

地区管辖。

政和县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唐乾符年间，农民起义军黄巢部

队，由浙东南人闽，数万精兵驻扎在黄念l Ll、高宅里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在人民

的配合下，三次同歼统治王朝派来的讨伐军。元朝至元年问，为反抗元王朝的血腥

统治，政和人民在黄华领导下，集结盐夫，举行反元，克复汀(长汀)漳(漳洲)，

十万兵众连营五十余寨，威震东南。明正统年间，以叶宗留为首的银矿矿工在

锦屏揭竿起义，攻占政和县城，转战闽浙赣，使明统治者惶恐不安。清咸丰年

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一部，在政和人民协助下，攻克县城，震憾八闽。一九

--／＼年中共党员杨则仕，在东平凤头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三四年九月，黄立

贵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七军团二十师五十八团取得了太平隘战斗的胜利，

并在凤头村建立了建(瓯)松(溪)政(和)苏维埃政权。一九三六年二月，以黄立

贵为首的闽北独立师，和以叶飞为首的闽东独立师在洞宫会师，把闽北、闽东

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四月，闽北独立师黄道同志和闽东独立师叶飞同志在

洞宫山集会，成立闽赣省委，并在全县发展了二百。一个革命基点村，一百一十

九个副点村，六十七个游击区。人民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境内地形东高西低，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北部的枫岭山与东北——西南

走向的洞宫山、鹫峰山构成“丁”字形骨架，将全境分成两大部份，成为七星溪



与西溪、穆阳溪的分水岭。东和东北部，山岭绵亘，最高点香炉山，海拔一千五百

九十八米。西和西南部较低，属于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滑河呈串珠状排列，

其中以石屯平原和东平盆地较大。岩体以片岩和燕山期的花岗斑岩为主，其次是

花岗岩和中生代的火山岩以及少量的赤石群红色砂砾岩、纤维岩。境内河流树枝

状分布。本县最大的七星溪自东向两，到西津注入松溪。

全境气候具有东寒西暖的特点。西和西南部，年平均气温1 8。C左右，平均

‘年降雨量约一千六百毫米，全年无霜期二百六十天，多属双季稻区。东和东北部

。属于高山地带，’冬寒夏凉，年平均气温在1 3。C至1 5。C之问，绝对最低气温——

1 1：5。C；因受夏季风的影响。平均年降雨最在一千八百毫米左右。全年无霜期

只有二百一十三天，因而只能种植单季作物。

本县自然资源丰甯，除盛产杉、松、竹等用材林外，还有茶叶、棕片、鸟

桕，油桐、油芬、LII苍子等经济林，以及林副产品笋干、香菇、板粟、松脂、晒

菸，还有世界稀有树种——银杏。茶叶生产，历史久，品种好，质鼍高。相传，

早在宋朝已产名茶。宋徽宗政和五年进贡的白茶中，“银针”列为茶叶珍品，徽宗饮

后，亲自赐政和年号为县名．政和大白茶是福建省的优良品种之一，所产的“政

和工夫”、。自牡丹”，“白亳银针”等名茶，制工精细，品质优异，驰名中外。全县

现有茶园面积四万九千多亩，年产毛茶二万二千余担。

地下矿藏丰富，较大量的有金、银、铜、铁，锡、磷、硫磺，铅锌、石灰石、

水晶石，大理石等，还有鸽、铀等稀有金属。早在宋绍兴四年问，就在遂应场

(今锦屏)设转运司。明代也在遂应场、洞宫两地设矿冶司，专司采矿冶银和课

税。据县志记载，在明永乐年间遂应场银坑，采银工达八百一十余人，每年的课

税银达四千八百六十一两。

全县土地总面积二百六十二万亩，其中山地二百二十万亩，耕地二十万亩。

解放后，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量达一百三十万三千七

百二十五担，亩产六百八十五斤，较解放初提高了三倍多：解放后造林五十二万

亩，森林复盖率达5 9％，垦复竹林二十万亩，每年为国家提供木材四万六千立方

米，毛竹五十五万根。畜牧业生产以猪、牛为主，全县养猪七万二千二百二十

头，每户平均养猪二点八五头。农、林、茶、牧、副总收入二千五百九十万元，人平

纯收入七十九点二元。各公社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四百八十三台，固定资产

一百六十多万元。全县已建引水工程六百三十六处，灌溉面积九万七千七百亩，

石砌防洪堤七十六点五公里，护田三万六千五百亩，修筑水库二十六座，总库容

一千七百万方，受益面积一万七千亩。兴建中，小型水力发电站一百二十八座，

总装机容量六千八百。六千瓦。平整与改造低产田四万八千亩，修建机耕道一百

三十五条，总长达四百一十三华里，全县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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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全县只有一家私营电厂，现已拥有水泥，化肥，水轮机制造．茶叶加

工、电力，印刷、酿酒等二十多个全民所有制工厂，还有二十四个集体所有制企

业单位，以及二十一个社办工厂，一九七九年工业总产值达二千二百五十万元。

境内过去交通闭塞，如今交通便利。横贯全境的浦(浦城)赛(赛歧)公路，政

(和)福(州)公路，政(和)寿(宁)公路，政(和)庆(浙江庆元)公路，政(和)tt(瓯)

公路等构成以县城为中j0的公路交通网。此外，还修建了林区公路、乡间公路三十

五条，计三百五十八公里，除社社通车之外，有七十二个大队通了汽车和拖拉机。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显著的发展。解放初，全县只有一所中学，九所小学。现

已发展到中学九所，小学四百三十五所，教职员工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入学率占

90．1％。过去全县只有一所设备简陋的卫生院，现有一所设备完善的医院，八所

设备较全的公社卫生院，全县共有医疗站(室)一百二十九个，医务人员达六百九

十六人．基本改变了缺医少药的状况。 ．

政和县城北枕黄熊山，故有“熊城”之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解放后，城区经过扩建，街道宽敞，市场繁荣。一九七九年仅商品的零售总额就

有二千五百零六万元，外贸出口总值达二百四十四点五六万元。

县境内，名胜古迹有洞宫四十九景，锦屏的一百七十洞，外屯佛子岩的天柱

峰、将军岩、鹰岩，宝岩的天柱岩、彩桥、岩船等十景。东平奖山的八奇，石屯

的白水沦、煳坑洞，铁山的宝福寺，九战丘，熊山的东峰山五老峰。

3



山 镇 概况

熊山镇位于政和县中部，东经i i 8。5 I’，北纬27。22。。西部同石屯公社毗

邻，东、南．北三面皆与星溪公社接壤。总面积十四平方公里。全镇有三个居委

会，三个农业大队，一个县办良种场，有十四个自然村。三千七百四十九户，一

万四千三百九十一人，其中农业人口九百三十七户，四千六百九十二人，居民二

千八百二十一户，九千六百九十九人。除畲族二十三人外，均属汉族。镇人民政

府驻胜利街。

熊I．h镇成立于一九八。年十月．设镇前属城关公社管辖。解放后，曾四次设

镇。一九五O年首次设镇，下辖解放、胜利、翻身三街，以及县城机关、厂、矿家属

区，至一九五八年撤销，并入红专公社。一九六。年二月，松政并县后，在此设

政和镇，一九六二年八月，松政分县，撤镇划归城关公社管辖。第三次设镇于

一九六六年二月，管辖范围与第一次相同，一九六九年，成立县革委会后，改

为居民大队。一九八。年第四次设镇，除管辖原有居民大队外，还划入胜利．解

放，官湖三个大队。

镇境地处七星溪中游的河谷盆地上。境中部低四周群山环抱，一水蜿蜒。气

候温暖湿润，属中亚热带。年平均温度I 8．6。C，最热月(七月)平均温度2 8。C，

最冷月(一月)平均温度7．9。C，绝对最高温度4 o．1。C，最低温度一5．8。C。因地

形影响，雨量偏少。年平均降雨量一千五百六十点九毫米。全年无霜期二百六十天．

主要河流七星溪，由东向西穿城而过。浦赛公路横贯西东，交通便利。

镇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 000年)由关隶

镇升格为关隶县时，就在此建县(宋徽宗政和五年，改名为政和县)，至今已有

九百八十年历史．

全镇现有双季稻面积二千九百O五亩，蔬菜一百三十亩，并拥有汽车一辆，

大、小型拖拉机和机耕船二十四部，联合收割机二台，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

善。～九七九年粮食总产三万三千七百九十二担多，平均亩产超千斤。开垦茶山

一千～百四十亩，种植柑桔，梨等果树一百六十亩，茉莉花四十五亩，年产毛茶

七百。一担，茉莉花一百二十五担。总收入七十一万二千二百元，人平纯收入一

百一十二元。过去全城只有六家小茶行，二家印染店，一家电厂(装机不足四十

匹马力)，碾米厂和几家小店铺，现有镇属企业单位十个，职工～百三十二人，

队属单位四个，年产值二十四万二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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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解放前全镇仅有一所小学，一所诊所，三家

小药铺。现有一所中学，四所完全小学，一所县办医院，一所社办卫生院，四

个医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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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溪公社概况

， 星溪公社位于政和县中部，东经1 1 8。4 7’一l 1 8‘57’，北纬2 7。1 3’一2 7。26’

之间。东邻铁山、外屯两社，东南与杨源公社相接，西同熊山镇毗邻，西北和西

南与石屯公社接壤，南同建瓯县交界，北与松溪县相邻。总面积二百一十一点九

一平方公里。全社有十一个大队，四个社办场，一个农科所，八十三个自然村。

总户数二千。六十七户，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五入。除总人口的0．1％左右是畲族

外，均属汉族。公社驻地在城关镇解放街。

清朝期间，星溪公社分属感化乡和东衢乡。民国时期分属星溪镇，龙潭乡．

解放后统归一区管辖。一九五八年成立红专公社．一九六一年改名城关公社．一

九八一年更名为星溪公社．

本社地形大致可分为山地、丘陵、河谷盆地三部分。七星溪从东向西横穿中

部，把全境分成南。北两半．河流两岸，地势低平，土壤肥沃，是全社主要的农

耕区，南部地处鹫峰山脉西北坡，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山体多由花岗斑岩组成，

平均海拔800米以上。这里林木苍翠，沟谷幽深，龙潭溪从南向北注入七星溪。

北部是低山、丘陵。地势由北向南倾斜，山体多由花岗岩组成，平均海拔五百米

左右。发源于西北部的赛中溪，向东南蜿蜒流入七星溪。全社年平均温度1 8。C，

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六百二十毫米左右。但因地形差异，一般南部高山地带，长冬

短夏，雨量较多，属于单季稻区；而中部河谷盆地，则是长夏短冬，雨量偏少，

为双季稻区．

全社现有耕地面积一万八千二百多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豆、麦、

薯，菽。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量达一千二百九十多万斤，平均亩产七百六十六

斤，较解放初增长三倍多。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其次是板栗，烟草．油桐等，

其中以富美的茶叶，宝岱、地平的竹笋，念山的烟叶，长际的板栗为著名．一九

七九年，茶叶总产量为一千六百多担。另外还盛产木材、毛竹，以及林副产品笋

干、香菇．药材等。一九七九年为国家提供木材四千多立方米，毛竹四万五千

根。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红柱石等。一九七九年农业总收入一百九十九万

四千七百元，人平纯收入一百。三元。

星溪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也有较大发展。现已修建防洪堤一万一千八百多

米，水库一座，蓄水量达五十四点七万方，兴建中，小型电站十七座．总装机为

五百四十五千瓦，其中较大的念山电站，装机容量达二百五十千瓦。此外，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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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土地二千三百多亩，修筑机耕道三十六条，添置了大、中、小型拖拉机等农业

机械，现有社办厂，场，站等共五十六个。

星溪公社交通便利，浦赛公路自西向东斜穿境内，分别与政建公路，政庆公

路相接，现有八个大队通汽车。另有三个山区大队的公路正在测绘设计之中。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全社现有戴帽中学一所，完全小学十三所，初

小四十四所，入学率达92％，教师一百一十六人：现有卫生院一所，合作医疗站

十四所，医务人员四十一人。
‘

黄念山、黄巢坪、黄巢井等是农民起义军黄巢部队驻扎练兵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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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屯公’社概况一·
。

J、

石屯公社位于县西部，界于东经I 1 8。4 0’一1 I 8。4 9’，北纬27‘1 7’一27。25’之

间。东邻熊山镇，东北与东南同星溪公社接壤，西与东平公社毗邻，北接松溪

县，南同建瓯县交界。总面积十四点七八平方公里。全社有九个大队，三个社办

场，四十八个生产队，五十三个自然村。二千九百六十九户，一万五千四百二十

六人．除少数畲族外，均属汉族。公社驻地上合子，距县城十四公里。

石屯原名邵屯。唐朝期间属建州东境。清朝后期分属东衢、太平两乡管辖。

民国时期统属民望乡。解放后分为石屯，松源等五个乡，属一区管辖。一九五八

年划归红专公社，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并人城关区管辖，一九六八年成立石屯公社。

石屯地处七星溪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境内大部分地区平均海拔在二百米以

内。年平均温度i 8·9。C，平均年降雨量一千五百六十毫米，夏季多雨。全年无

霜期约二百七十天。属双季稻区。社内河流呈树枝状分布，主要河流七星溪自西

向东流入松溪。汇合于西南部的西津，经建瓯注入建溪。

全社地势低平，土壤肥沃，资源丰富。既是本县的重要粮仓，又盛产杉、

松，杂木，茶叶、茉莉花、柑桔等。一九七九年，全社已有茶园八千五百六十

亩，产毛茶三千五百七十三担。地下矿藏有龟山的大理石，王母山的硫磺，高山

铜岗的铜，桐坑、潘坑头和灰窑头的石灰石，黄山的蛇纹石等。

解放前，石屯公社是个溪河泛滥，易受涝旱的地方。解放后，修筑防洪堤十

八公里，兴建水库三座，总库容量六十万方，中、小型水电站三座，总装机三百

。五千瓦，其中际下电站和白水沧电站，装机均达一百二十五千瓦。造林一万五

千亩，幼林抚育八千亩，垦复经济林二千六百亩，还添置了大、中、小型拖拉机

等农业机械，改变了生产条件，使二万亩农田成为稳产高产田。现有耕地面积二

万。五百八十多亩，一九七九年粮食亩产达一千一百五十多斤，较解放初增长了

三倍，人平纯收入一百二十二元。

社办企业也有较大发展，全社现有农械厂、电站、车木厂、石灰厂．基建

队，茶叶初制厂等。年产值达一百余万元。

解放前全社仅有一所小学，一家药店。现有中学一所，完全小学九所，村村

有初小，入学率占99％。并有卫生院一所，医疗站九所，医务人员五十三人。

石屯公社水陆交通方便。一九七七年建成的石屯大桥，横跨星溪，使全社九

兮大队都能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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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名胜有：落差一百五十米的白水沧瀑布，以及泼水岩，姻坑洞。古迹有

扼守松溪、星溪两河的西津门、西津码头；清朝期间停泊俄罗斯运茶船队的沈屯

湾及沈屯茶行；还有黄巢起义军诱歼御史李彦坚的东际营；太平军两败清军的古

战场一一官湖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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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平‘公社概况

东平公社位于政和县西北部，东经1 1 8‘32’一1 1 8。43’，北纬2 7。1 8’一2 7’3 0’

之间．东与松溪县毗邻，西部和北部与建阳县交界；南部同建瓯县接壤，东

南与石屯公社相接。全社总面积二百一十六点五九平方公里，共有十个大队，一

个社办良种场，七十七个生产队，六十个自然村；三千九百一十八户，一万八千

八百二十三入。除少数畲族外，均属汉族，公社驻地在东平村。

清朝期间，本社属于太平乡东平里管辖，民国时期，划分为东平镇，护田

乡、凤池乡。解放后，又分为东平、护田等六个乡镇，公社化后，统归东平公社。

东平公社原是老革命根据地，早在一九三四年，凤池村就成立建(瓯)松

(溪)政(和)苏维埃政府，西表大队的车盘村是工农红军医院驻地。

本社地形大致可分为山地与河谷盆地两大部分。北部的金峰山、龙井面、和

尚顶与西部的白石岗，南部的香包顶，构成弧形山地。山体多由燕山期花岗斑

岩、纤维岩组成，地势向东倾斜，地表受河流切割严重，东部属于河谷盆地，地

势低平，土壤肥沃，平均海拔二百一十米，是全社的主要耕作区。主要河流松溪

自北向南流经东部，界溪自西北向东南注入松溪。

东平公社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1 8．5。C，平均年降雨量一千六百五十

毫米，除五，六月雨量较多外，其余各季降雨均匀，此外，沿河两岸地势低，易

受洪涝威胁。特别是护田、范屯一带，几乎十年九旱。
’

解放后，通过农田基本建设，已平整土地二千一百多亩，修建渠道六条，总

长为三十五公里，兴建水库六座，总库容达三千万方，其中界溪水库的库容量为

一千五百七十万方，中小型水电站十二座，总装机容量达一千。七十千瓦，其中

界溪电站装机达四百三十千瓦，坪岩电站装机达二百七十=f瓦，减少了旱涝威

胁，改变了生产条件。现有耕地面积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一亩，一九七九年粮食总

产量达二千二百九十五万斤，平均亩产达九百多斤。

近年来，全社多种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五年来造林一万六千五百亩，抚育

幼林一万三千亩，开垦茶同四千九百亩，种植水果一千五百多亩，茉莉花三百二

十多亩。一九七九年产茶二千五百担，柑桔、梨子等一千七百六十担，茉莉花一

百四十六担。现有生猪一万。六百头，每户平均三头。一九七九年总收入达三百

七十九万元，人平纯收入一百二十元，社员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社办企业单位有：企业站、茶叶初制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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