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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是人们社会交往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我县许多地名在历史演变过

程中变化很大，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把广大群众所熟悉和惯用的地名误之为“四

旧”，纷纷进行改名，换上了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结果出现大量重名和含义不妥的混乱局面。

《江苏省吴江县地名录》是在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辑录的。它汇集了全县经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后的地名普查资料，并在内容上加以充实提高，供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参考使

用。今后凡新闻报道、公安户籍、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民政管理、测绘等使用地名时，应

以本地名录为准。今后凡地名的更改，命名，必须按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经各级

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随意更改地名。

本地名录收集汇编的资料需要说明的是。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始于一九八。年九月至一九

八一年十二月结束，后因体制变动，地名普查辑录时间截至一九Jk-年四月底止。当时引用

的各类数字(除文中已注明年月的而外)均以一九七九年底为依据。经统计，共晋查地名

4474条，其中大队名称549条，自然镇名称16条，自然村名韵；2975条，专业部门和人工建筑物名

称127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79条，名胜古迹名称29条，其它名称499条。并通过反复协商．

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本着“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记好找”的精神，将全

县294个重名大队，42个名称不符历史的大队以及县属镇的45个街道，分别予以更名和恢复

历史原名。对渔业大队均冠以公社名称。

本地名录的主要内容是：(一)介绍县．镇、公社地名图三十一幅。具体直观地反映全县

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地名状况，包括公社(镇)行政区划界线，行政区划名称和驻地名称，

重要自然村包括生产大队驻地等标准化地名的名称；(二)分别介绍县，镇、公社地名的历

史沿革、自然条件、经济状况、文教卫生，交通运输等情况；(三)对县内重要的专业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自然地理实体，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以及其它人工建筑物，均有文字说明和图

片介绍；(四)对其它较为重要的自然村的名称含义和历史沿革，亦作了扼要说明；(五)

标准化地名更名、命名的批复和通知，新旧名称对照表，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等。

本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省、地地名办公室指导下。

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吴士正同志具体组织安排。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县民政局、水

利局、文教局、文化馆、图书馆、统计局、农工部、工业局、交通局、社队局等单位以及各

公社(镇)提供有关资料。陆海呜同志编辑并撰写文字概况及对本地名录作了全面校正，王

有义，唐忠林同志编绘地名图，孙兰亭、朱春生同志注写汉语拼音，周云谷同志摄影，苏健

人同志绘画内封面图案，凌志弘同志协助整理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钱志华，翁斌、陈文

龙同志参加了具体工作，省测绘局印制吴江县地名图，常熟市教育印刷厂承担印刷工作，在

此谨表谢忱。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编辑人员的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领导同志和广大读

者多加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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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江 县 概 况

吴江县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接上海市青浦县，南连浙江省嘉兴市衽桐乡县，西临太

湖，北靠吴县，东南与浙江嘉善县毗邻，东北和昆山县接壤。县人民政府驻松陵镇，东经一

百二十度三十八分，北纬三十一度零九分。距苏州市16公里。全县辖有23个人民公社，7个

县属镇和8个县属场圃。共有549个生产大队、5278个生产队、2975个自然村。城镇辖有61

个街道居民委员会。全县总面积为1234平方公里，总人口712500人(除回族16人外，均为汉

族)，其中县属镇为75700人。
’

t：据地方志记载：吴江县始建于唐末五代。吴越王钱寥以兵诛暴乱，保境息民，于后梁开

平三年(公元909年)割吴县南地松凌镇置吴江县，并割嘉兴北境平望、震泽等六乡为吴江

县，则唐及五代盛泽当为嘉兴之澄凉乡地。故县境东南和西南少半原属浙江。据《吴江县

志》称： 。吴江之名自晋唐时有之。其日：吴江者以江属吴县故也，分置县者遂取其名。”

吴江县自置县以来，已有一千零七十余年历史，其间，至元朝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

吴江县升为州；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 369年)仍改州为县；至清朝雍正四年

(公元1726年)吴江县划分为两个县，将偏西之地置震泽县，偏东之地仍为吴江县；至建立

民国时(公元1912年)震泽县仍并入吴江县；1937年11月吴江县被日寇侵占，成立伪吴江县

公署；1945年9月，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建立吴江县政府；1949年4月解放，设吴江县人民

政府至今。

吴江县全境无山，为苏嘉湖平原之一部分。全县地势低洼，地面高程3—4米。境内水

道纵横，湖荡棋布，大运河纵贯南北，太浦河横穿东西。水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27．7％。土

壤为湖积而成，以粘土质的青紫土和壤土质的黄松土为主。其次为小粉土，还有少量的灰土

和滩地土。全县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939毫米。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5．7

度，最高温度36．3度，最低温度零下8。2度。1月平均温度3度，7月平均温度28．3度。年

平均无霜期201天。夏秋间，常有灾害性的台风侵袭，少数社(镇)有时遇到冰雹、龙卷风。

全县耕地面积96．56万亩，其中水田90．42万亩。解放前，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

下，境内水系紊乱，水涝灾害严重。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大兴水利建设，疏浚

河道，并小圩为大联圩，加固防洪堤，改变水利面貌。全县耕田已实现机电排灌，粮食产量

持续上升。1979年水稻单产1129．4斤，三麦单产512．05斤，油菜单产239．2斤，粮食总产

十一亿三千三百万斤，比1955年建社初期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七。1979年社员集体分配人

均收入为l 55．63元，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全县农业的特点是：东北部以生产粮食为主，西

南部为粮桑夹种区。全县盛产水稻、三麦，油菜等主要农作物。养猪、蚕桑为传统副业。西

南部地区有饲养湖羊的习惯，以产羔皮著名，是我县传统出13商品。蚕茧生产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近年养兔发展到80万只，为国家提供大量优质兔毛。蘑菇、银耳和养蜂等副业发展较

多．渔业发达，水产品种丰富，素有江南。鱼米之乡”之称。



工业以丝绸为主。明代起盛泽镇以盛产苏绸著名，解放后获得迅速发展。该镇的丝绸品

种新颖，质量坚韧，花色繁多，远销日本，法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

近年城乡企业发展迅猛，至1979年末，全县有农机、化工、铸件、缫丝，纺织、针织、炼

染、服装，皮革、医药，手表、电表，造船、汽车修配、水泥制品，砖瓦、塑料、酿酒，加

工等工厂企业1702个，其中县办工业161个，社(镇)办工业316个，队办工业1225个．工业

总产值为五亿二千八百六十一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点五五。

全县水陆交通便利。大运河，太浦河、颤塘、烂溪塘等为主要航线。十苏王公路与青平

湖公路纵横县境，为江，浙，沪两省一市交通要道。县内农村公路交通网正在形成。

吴江县的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很大发展。现有初级中学50所，完全中学22所，农

村小学附设仞中120所，小学基本普及；影剧院8处，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和剧团均有

扩展，社(镇)均设文化站，社社皆有电影放映队。全县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医院26所，连

同防疫站、妇保所，慢性传染病防治院共设病床1600张；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有效地提高

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吴江县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至今仍保留着不少的文物古迹，其中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有t明朝重建的震泽镇慈云寺塔；具有明清时期江南水乡小城镇典型特色的同里镇，

以及该镇清代建筑的退思园；震泽镇西的清代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墓；忠贞的爱国主义者，

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杰出的革命诗人，著名的《南社》创始人之一柳亚子故居座落在黎

里镇中心街。北厍北莲荡滩有优秀女共产党员张应春烈士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一2—o



行政区戈q和居民地名称





松 陵 镇概 况

松陵镇位于吴江县北部，为吴江县人民政府、湖滨公社驻地。北距苏州市16公里。全镇

面积0．92平方公里，人口1 5482人，其中除回族1人外，均为汉族。辖有10个街道居委会，2

个蔬菜大队、1个渔业大队，I 3个生产队。全镇共有路街巷弄57条，以中山街、北门街、新马

路三角井和盛家厍为闹市区。镇人民政府驻地在中心北巷。

据《吴江县志》云：松陵镇即今县城内外之地。其名甚古。松陵之名始见于吴越春秋所

谓越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据《吴江县续志》说， 。松陵镇置于唐朝。按昭宗乾宁二年

(公元895年)杨行密与钱谚相攻设寨，日松陵寨。镑将顾全武攻拔之。其地即松陵镇，为滨

湖要害，故两国必争云”。何谓松陵?旧经云： 。松柏险隘故日松陵，此说恐非，盖地在吴淞

江上，比江颇高，有若丘陵然耳。”松陵镇历代以来为吴江县县府的所在地。解放前工商业除米

业、石灰窑外，商业不甚发达，是个消费城镇。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啊领导下，重视发展工

业和繁荣商业经济，改变了过去的萧条局面。至1979年，全镇有国营工厂6个，大集体工厂

6个，手工业工厂4个，镇办工厂4个，年总产值4200余万元；有国营商业单位8个，合作

单位42个，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912万元。工商企业职工有920余人。为活跃市场，繁荣经

济，镇上还设有3个集市贸易市场。

文教卫生。现有县完全中学I所，初中I所，小学3所，县教师进修学校I所，职工业

余夜校I所，影剧院I处，图书馆、文化馆(站)、书场各1个；县人民医院1所。

交通运输：十、苏、王公路与青、平、湖公路相接，每天来往长途汽车班次较多。大运

河纵贯南北，苏杭班、苏嘉班、苏桃班、苏芦班、苏莘班等轮船都经过停靠．每天均有往返

班次，交通方便。

历史人物：明代水利学家沈訾，原有祠堂在北门外，今已毁。其原址现为松陵镇第_--11,

学。著有《吴江水利考》、《南厂》、《南船》等书。现藏县图书馆。

文物古迹：境内古建筑尚有吴江县中学内的孑L庙，尚存。大成殿”和。崇圣祠”两幢

(清同治四年即公元1865年重建)。一拱环形。三里桥’一座(清光绪元年即公元1875年重

建)。东门外的垂虹桥(俗称长桥)原有7l孔(明弘治中即公元I 488年一1505年重建)，

1967年5月坍废拆毁，现仅存9孔。县第一招待所内有一棵银杏树，树身直径I．4米左右，高

度23米，相传已有400多年历史。此外，吴江公园经修葺后，已向游客开放。

u 4‘



类别标准名称

镇 松陵镇

居委会人民街

，， 中山街

，， 北门街

∥ 下塘街

，， 东门街

，， 新盛街

，， 县府街

，， 庆丰街

，， 桃园街

，， 环卫街

太队城郊蔬菜

，， 城心蔬菜

，， 松陵渔业

路 新马路

，， 公园路

，， 工农路

，， 环卫路

，， ，交通路

· 湖滨路

，， 北新路

，， 三角井

街 庙前街

，， 金家埭

，， 中山街

，， 北门街

，， 下塘街

∥ 府西街

汉语拼音

SonglIng Zhen

Renmin Jie

备 注

置于唐朝。据《吴江县志》云： 。松柏险隘故日松陵．。
驻地中心北巷．

1 9 6 6年命名．居民1 3 6 6人，驻地金家埭．

Zhongshan Jie 原名东方红街．居民1 2 7 1人，驻地中山街．

B6imen Jie 原名向阳街．居民1 3 8 2人．驻地北门街．

Xiat矗ng Jie 原名创新街．居民1 7 o 7人．驻地府西街．

Dongm6n Jie 原名东风街．居民9 9 5人，驻地航前街．

Xinsheng Jie 原名胜利街．居民1 o 8 2人，驻地盛家厍．

Xi自Lafct Jie． 原名革命街。居民1 5 9 0人，驻地县府街．

Qtngfeng Jie 1 9 8 1年新命名．驻地暂设中山街．

TAoj，uan Jie 1 9 8 1年新命名．驻地暂设北门街．

Huanwei Jie 1 9 8 1年新命名．驻地暂设北门街．

Chingjia0 Shdcaidaduj位于镇东北郊区．耕地2 9 5亩，7 6 1人，6个生产

队．驻地松陵镇．

Chingxin Shflcaidadtli位于松陵镇．土地分散。耕地9 l亩，3 0 9人。4个生

产队．驻地松陵镇．

SOn91tng Y讧yedadui 原名柿捞大队．位于湖滨东太塑，．赞塑塑养殖面积3 3 4

亩，2 6 7人．3个生产队．驻地松陵镇．

Xjn M百Ld 将原尚书巷，书院巷前的小河填平成马路．故名．

Gong Yuan Ln

G6ngn6ng Ln

原名红旗路，系镇东城墙基新开讳韵路，西有公园，故
名．

原称强斋路．解放后命为工农路．

Huan w色i La 瓶命名。原北门水关桥向西至河滩．

Jiaotong Ln

H砧in Ld

B6ixin Ln

Sanji百o Jtng

Miaoqian Ji吾

Jinjia Dai

新命名。北起老轮埠，南至水机厂．

新命名．位于原西门至党校．

原名北新巷．位于城隍庙北面．

井有三眼。建于清代．因三角形．故名．现位于新马路中
山街口．该井仍在路底下．未损坏．

位于城隍庙前面，故名．

ZhOngshan Jie 解放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命名．

Beimen Ji6 位于北门外面，故名．

Xiatang Jie

F亘xI Jie

位于中山街隔河对面．

厚名新运路。位于县府衔西端．故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类别标准名称

街 航前街

，， 湾塘里

，， 新桥河

，， 盛家厍

，， 横街

，， 县府街

，， 后街

，， 紫石街

巷 富家桥

，， 中心北

，， 中心巷

，， 阁老厅

，， 辉德湾

弄 祥园弄

，， 健康弄

，， 庙弄

，， 小园弄

，， 汤家弄

，， 卜家弄

，， 永康弄

，， 俞家弄

，， 东沟浜

，， 西沟浜

，， 中南弄

，， 新盛弄

，， 红桥埭

，， 磨坊弄

，， 铁局弄

一6一

汉语拼音 备

HtLngqi直n Jie 过去航船停泊处．

Wanting Lt

Xinqiao H6

Chengji丘sh色

因街形弯曲而得名．

措新桥河得名．

相传明代有做官的盛家在此，故名．

Heng Jie 与盛家厍垂直的街，故名．

Xianfa Jie 该街为县政府所在地．

Hou Jie

Zishi Jie

Fajia QitLo

位于县府街南侧后面．

因路面用石子铺设而徭名．

位于富家桥，故名．

巷 Zhongxj_n Beixiang 位于镇中北面．

Zhonoxin Xiang 位于镇中．

注

G6 1jto ting 原名中心南巷．I{I传曾住过一个周阁老(宰相)．故名．

Hui de Wan

XiangyuAn Long 以祥圊书场得名．

Jiank丘ng Long

Miao Long

Xi￡loyuan Long

原血防站旧址，赦名．

原名北弄．位于城隍庙西面．

原有谐赏园小花园得名．

T丘ngjia Long

Bdjia Long

YOngkang Long 原名永革弄．系过去永康蚕种场旧址得名．r

Yajia LOng

Donggou Bang 位于东虹桥东的一条浜东．

Xigou Bang 位于东虹桥东的一条派西．

ZhongntLn Long 原中南旅馆旧地得名．

Xinch鬯ng Long 填平鸾桥浜成弄．在新盛街辖区内得名．

H6ngqiao Dai

Mofang LOng

Tiejn Long

位于红桥堍．

原有磨粉坊得名．

相传过去设有铁铺，故名．



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弄 银行弄 Yinhang Lon9 原银行旧址，故名·

‘，， 祥园新弄

，， 斜桥

．，，。．北城沿

居民区西园圩
：

妇 人民墩

{，， 水上新村

{，， 西门新村

j，， 庆丰东村
》

。；，， 庆丰西村

Xiangyuan X znlon9 新命名．位于祥圊弄中段之横弄．

Xi6 Qiao 以斜桥得名．位于中心北巷之东．

B6ich6ng Yan 原北门城墙沿边-故名．

Xiyuan Wei

R6nmtn D豇n

位于镇东公路至大运河畔．

在人民墩上新建的居民区．

Shutsh／in9 XincQn 位于环卫路北．为运输社居民区．

Ximen XIncftn 位于县府街之西．故名．

Qlngfang DongcQn 位于庆丰桥东得名·

Qtngfen9 XicQn 位于庆丰桥西得名．

∥ 邮电新村 Youdian XincQn

，， 辉德湾新村Hutd6 Wan XincQn

·，， ：桃园新村
～～j．

1，， 。环卫新村
A

{，， 下塘新村

Taoyuan Xinciln

HuAnwei Xincan

Xiatang XincQn

位于府西衡老邮电局隔壁．

位于辉德湾之西．

位于汤家弄东，至交通路．

位于环卫路西，至河滩．

位于永康弄底，向北接环卫新村．

注





盛泽镇概况

盛泽镇位于吴江县南部，北距平望镇9公里。镇郊四周为盛泽公社。全镇面积0．9平方

公里。人1=124535人，其中除回族7人外，均为汉族。辖有164-街道居委会，1个蔬菜大队，

6个生产队。全镇共有路街里弄137条，以盛泽大街，花园街、北新街，北浜等为闹市区。

镇人民政府驻地在北斗弄。

据《吴江县志》、《盛湖志》云：盛泽古为青草滩的一个荒村。三国时吴赤乌三年(公

元240年)，吴司马盛斌结寨而得名。盛斌分拨地界建围作田屯兵，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

(即黄家溪)。后人称盛斌故址为寨，复转寨为泽，故名盛泽。据《吴江县志》说： 。明朝初

(约公元1 368年)，盛津是个村名，居民有五六十家。嘉靖问(公元1522年一1565年)居民

百家以绸绫为业，始称为市。-其后，商贾闹热，烟火万家，百倍于昔，繁荣气象几与郡县相

等，实为邑中诸镇中推第一。。日寇入侵期间，该镇遭到严重破坏，然其丝织业仍在前进．

由原来手工操作的木机，改变为电动铁木织机，私人纺织厂和一家一户的个体纺织业，以及

四乡农户织绸都有很大发展。解放后，特别是实行公私合营后，丝绸工业成为我县外贸出口

固有的优势．远销日本。法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

据1979年统计，该镇有大小工厂41个．专业商店36个。千人以上的丝织厂有4个．近千

人的印染厂1个，六百多人的纺织机械厂1个，丝绸研究所附属试样厂1个，其它为丝织厂

服务的中小型工厂25个。全镇职工总数为11600人．年产丝织品2400多万公尺，品种有50余

种，为国家外贸出口1240万公尺，，总产值1．65亿元。

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财贸商业，出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可喜景象，职工生

活普遍得到改善。

文教卫生t现有中学2所，中心小学和完小共5所，影剧院1处；有集体所有制卫生院

1所并设有病床。 ，。

交通运输：十、苏，王公路长途汽车，与青、平、湖公路相接．每天来往班次较多；上

海至铜罗、苏州至桃源轮船都经过停靠，日有往返班次，水陆交通方便。

文物古迹：境内古建筑尚有升明桥一座，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初建，清雍正九

年(公元1731年)重修。目澜洲古为骨池庵，庵南有莲花池，至元朝至正年问，改称园照

庵，后以。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故又名目澜洲，至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重修，现

扩建为目澜洲公园。庄面、蚕花殿、济东会馆、徽宁会馆等均为盛泽丝绸贸易市场的历史遗

址。



类别标准名称

镇 盛泽镇

居委会山塘街

，， 乌新街

，， 里安街

，， 沈新街

，， 荷园街

，， 花园街

∥ 工厂街

，， 北新街

，， 西舜街

，， 带福街

，， 保盛街

一 斜桥街

汉语拼音

Chengz6zhen

ShantAng Jig

WOxin Jig

Lipan Ji吾

Shanxin Ji6

HgyuAn Jig

HuayuAn Jig

备 注

三旱堕吴枣乌三年，吴司马盛斌屯兵筑寨．称
寨为泽．放名盛蹲．驻地北斗弄．

’

原名红星衡．居民l o 2 4人．驻地乌新桥东

蒙名东风街．居民1 7 0 1人．驻地乌新桥东

原名反謦街．居民2 l 1口人．驻地鸟新桥东

原名勤俭街．居民1 6 0 2人．驻地北分金弄

原名新生街．居民I 8 2 6人．驻地北分金弄

原名解放街．居民1 8 3 1人．驻地北分金弄

GongchAng Jie 居民1 O 4 6人．驻地姥家坝．

Beixin Jie

X1shdn Jie

Daifn Jie

B直oshgng Jig

原名人民衡．居民1 2 6 1人．驻地毛家弄．

原名建设衡．居民1 4 4 1人．驻地毛家弄．

屎占红卫街．居民1 0 6 2人．驻地水澈弄．

原占东新街．居民1 7 4 7人．驻地水澈弄．

XieqiAo Jig 原名益新街．居民8 8 0人．驻地水澈弄．

，， 王家庄街 WangjiAzhuang Jie 原名益民衡．居民1 5 6 7人．驻地水澈弄．

∥ 东庙街

，， 西庙街

，， 荡口街

大队盛泽蔬菜

路 盛泽大街

，， 舜新路

街 史家浜

，， 山塘上

，， 庄基湾

，， 红坊湾

Dongmiao Jje 原名反帝街．居民1 I 3 4人．驻地盐店弄．

XlmiAo Jig 赢名战斗街．居民l 1 2 8人．驻地盐店弄．

DAngkou Jie 居民1 2 0 0人．驻地盐店弄．

Chengzeshncai dAdul 位于镇郊，主要种植蔬菜．故名．耕地1 0 3亩．
1 0 4 4人．6个生产队．驻地日期洲海角湾．

Chgngzg Dajig 填平市河，合南，北大街成为盛泽最繁荣的路．放名．

Shfinxln Ln 原名新马路．系l 9 6 8年新开辟的路．

Sh[jia Bang

Shantangshang

Zhugngjlwgn 原有一深潭·故名·

H6ngfAngw直n
原有染坊得名-

，， 计家木桥东岸Jijiamnqi丘o Don07 An 位于计家木桥东·敞名-

，， 计家木桥西岸Jijiamdqiao X17 An 位于计家木桥西·放名·

，， 公园路

，， 怀远路

一l 0一

GongyuAn Lo 通向目谰洲公园得名·

HuAiyuAn Ld



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街 乌新桥东岸 Woxinqiao Don07 an 位于乌新桥东．故名．

，， 南新桥东岸 Nanxjnqiao Don97 an 位于南新桥东．板名．

，， 南新桥西岸 Nanxlnqiao Xi7 an 位于南新桥西i故名．

∥ 新丰路

∥ 红木浜

∥ 中浜

∥ 北浜

∥ 钱家浜

∥ 沈新街

∥ 华阳街

∥ 花园街

∥ 北新街

，， 南新街

，， 姚家坝

∥ 银行街

，，；西舜街

∥ 胡桃街

，， 东港东岸

，， 东港西岸

，， 归家浜

，， 小庙港

，， 远街

，， 斜桥岸

Xtnfeno Ln

H6ngm0 Bang

Zhong Bang

B6i B,§ng

Qianjia Bang

Sh6nxin Jie

Huayang Jie

I-ruAyugn Ji,

BeixIn Jie

N鑫nxin Jie

YAojiaba

Ylnhang Jie

Xtshfin Ji6

Hnt丘0 Jie

Donggang Don97 An

Dongg百ng X17 an

Gutjia BItng

Xi直omiao G百ng

Yuan Jie

XieqiA07￡tn

l 9 6 6年命名．

该浜已填平成街．

该浜已填平成街．

该浜已填平成街．

该浜已填平成街．

1 9 5 0年命名．

原有汤家花园得名．

在南新街北面得名．

在北薪街南面得名．

位于南新街南端．

原银行所在衡，故名．

原名西新街。靠近西白漾．

位于镇东．

位于东白漾东岸．

注

位于东白漾西岸．

该浜已填平成街．

原名新民路．已填平成街．原港边有座小庙．故占．

位于斜桥边岸得名．

，， 中和桥东岸 Zhongh6qiao Don97 an位于中和桥东岸得名．

，， f中和桥西岸 Zhongh6qiao X17 An 位于中和桥西岸得名，

，， 吴家湾

，， 酱油街

∥ 狭港扇

Wnjiawan 该地因有个湾处．故名．

JiAngy6u Jie 该处过去曾开过酒酱坊，放名．

Xi直gangshan 该小港因狭窄，故名．现巳填平．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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