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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地名的称说与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处理存在的问题恰当与否，直接于公安

户籍、民政管理、邮电通讯、新闻报导、交通运输、文教科研、军事外交、国防

建设、各种测绘等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地名

普查，不断地予以查考求实，逐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都是十分必要

的。

．《丰县地名录》是一九八O年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后的主要成果之一。它是我

县地名普查人员，在县地名领导小组的直接指导下，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文件

精神，在对主要地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和地理概况，深入调查研究，进行认

真核对考证的基础上，再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有关人员的意见，经过标准化处理后

编写的。我们确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更正了“文革”中任意乱改的地名。

对重名的生产大队进行了更名、命名，基本上实现了我县地名的标准化和译写规

范化。

《丰县地名录》包括县地名图，县、公社、镇、场、园、重要的专业部门、

革命纪念地、重要的人工建筑物和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的概况，经过标准化、规

范化处理的各类地名及县人民政府《关于我县部分地名更名、命名的通知》。县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表和地名录汉字首字笔画索引。

《丰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已告结束，并

为我县各级领导和各单位提供了标准地名资料，今后各行各业都必须加强对地名

管理工作的法制观念，所使用的地名，凡与本地名录不一致者，一律以地名录标

准地名为准，尽快改正过来，任何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地名的更名、命名一

定要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关于地名更名、命名的暂行规定》，需逐级办理审

批手续，方能生效。

《丰县地名录》所汇集的地名并不是丰县的全貌，还有一部分地名未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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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没有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亦未列入，经过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

后，共确定2575条地名、其中行政区划585条、自然村1836条、专业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25条、革命纪念地1条、人工建筑物112条、自然地理实体16条和更名、命

名的68条。

《丰县地名录》中的“丰县地名图"是根据丰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O年编制

的“丰县地图”进行绘制的，在本地名录中仅作示意，不作划界依据，在此仅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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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地



丰 县 概 况

丰县位于江苏省西北端，地处苏、皖、鲁三省交界处。东靠沛县、东南邻铜

山；西南和南面与安徽省的砀山县、肖县接壤；西面和北面分别与山东省的单

县、金乡县、鱼台县相邻。县人民政府驻地设在城关镇，全县总面积为1430平方

公里，总人口为811000人，其中回民1300人，其余均系汉族。全县所辖22个公社、

1个镇、1个国营林场、1个国营大沙河果园、554个生产大队。

丰县在秦朝前期，还属于沛县的一部分。丰县始建于秦末汉初，以秦朝沛县

的“丰邑”得名·。在南北朝时，先为南朝宋的领地，后为北朝北魏的领地，隋、唐、

宋、元、明、清相沿为丰县。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一九四八年第二次解放。

一九四九年为山东省辖县，一九五三年划归江苏省徐州专区，一九五三年前在丰

城南设过华山县，后撤销华山县并入丰县。

丰县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来，政区变化频繁，一九四九年设9个区，292个行

政村，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建乡，设9个区，102个乡}一九五三年撤销华山

县，划归丰县4个区，计13个区，143个乡镇，一九五四年十月底，撤销了3个

区，调整为10个区；一九五五年六月底，由铜北县划归丰县梁寨区，计11个区，

一九五六年二月合并6个区，61个乡，一九五七年五月，撤区并为24个乡，1个

镇，一九五八年五月由25个乡镇并为13个区、1个镇，同年九月，全县成立了14

个公社；一九五九年七月，将城东5个大队划出，成立了张五楼公社，计有15个

公社，一九五九年九月成立了大沙河果园，同年十一月从欢口公社北部划出沙庄

农场；一九六O年撤销代套楼公社，并为沙河公社，一九六一年城关公社划出城

关镇，计有社镇十六个，一九六二年三月宋楼公社划为宋楼、刘王楼两个公社，

范楼公社划为范偻、金陵两个公社，城关公社改为孙楼公社，计有17个公社，1

个镇，同年七月撤销沙庄农场，成立沙庄公社，一九六六年由王沟公社划为王

沟、单楼两个公社，一九七O年由沙河公社划分为沙河公社和大沙河果园，计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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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社，1个镇，1个果园；一九八。年由赵庄公社、首羡公社、顺河公社析置

为和集公社，由师寨公社划为师寨、史小桥两个公社，由华山公社分出了9个大

队成立了国营丰县林场，并由马楼公社分出常店公社，由原来马楼公社的一部分

和原孙楼公社的三个大队成立了新的马楼公社。 ．

丰县为黄泛冲击平原，地势高亢、平坦，地面高程_二般为35—45米之间，西

南略高于东北。境内仅东部有一孤丘——华山，LU高68米，周围盘行10余里。本

县河流短小，废黄河从境内南部通过，复新河、大沙河纵贯南北，西支河、营子

河、太行堤河、子午河、白衣河、苗城河等注入复新河，流入微山湖。

丰县地处暖温带，气候较干燥，四季分明，冬干冷夏湿热，年平均气温为

13．8 0C。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一0．9℃，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为27℃，极低

气温为一21．2"C，极高气温为38．9℃。年平均降水量为784毫米，大部分集中在

七、八月份年平均无霜期210K，积渝：0℃的平均活动积温为5118．5℃，10"C的

平均积温为4552"C，主要灾害性天气：秋季早霜、春季晚霜、春夏间西南风及寒

潮、冰雹等。

丰县自然资源方面主要有煤矿、钾矿，分布在东部和北部，煤藏较深，没有

开采，钾矿已有开采，但开采量较少。 ．．

丰县以农为主，兼搞工副业。就工业来说，建国三十一年来发展很迅速，解

放前仅有零星分布的个体手工业。一九五O年建厂两个，职T_720人，年产值只有21

万元，现在有企业190个，其中全民性仓业29个，职1．29000人，企业年产值已达

到8000万元，年产值与职工人数分别为一九五O年的380倍和410倍。我县工业部

门有机械，纺织、建材、食品、印刷、化学纤维等部门，重要企业有纺织厂、化

肥厂、锅炉厂，酒厂、拖修厂、农机厂、糖厂、塑料厂、袭皮机械厂等。除了葡

萄酒厂和钾矿在农村公社外，其余都分布在县城内及周围。

解放后，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解放前，农业生产相当落后，农作物产量

很低，人民生活非常困苦。粮食单产仅有90余斤，棉花单产只有10斤左右，全县耕地

133万亩，其中旱地121万亩，水田12万亩。因境内地势高亢，水源不足，有三分之二

的耕地靠井灌解决。解放以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挖和疏浚了干、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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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打机井和兴建小型水库，机电排灌站，有效的减轻了旱涝灾害，建成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田17万亩，现在粮食单产平均已达到“纲要"指标，棉花单产有17

个公社已达“纲要”指标。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大豆、稻谷、玉米、高粱、薯

类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芝麻、烟叶、药材及糖料，在治沙改土的同

时，发展了果园、桑园，大沙河沿岸建成了林、桑、果生产基地，是全国平原绿

化的先进典型，土特产有驰名各地的砀山梨，还有产量较大的中草药，如蝉衣、

杏仁、柏子仁、兔丝子等。

本县地处苏北、皖北、鲁西南地区的公路运输要道，以县城为中心公路四

射，交通方便，与外地联系主要有丰徐、丰砀、丰单、丰鱼、丰黄、丰谷、丰沛

等十四条公路，实现了社社通汽车。全县通汽车公路有305公里，其中阴雨通车

公路236公里。一九七九年运输部门有营运汽车36辆，社会民运汽车128辆，运输

驳船107艘，828马力，2808吨位，货运量合计38．2万吨，货运周转量计2764．5万

吨。 ·

丰县文教卫生事业发展的也很快，～九四九年只有初级中学1所，小学238

所，在校学生13869人，其中中学生197人，教职员T．664人。现在全县有中专1所，

普通中学23所，小学775所，在校学生174400人，其中中学生44180人，教职员工

6374人，其中公办教师2906人，、在文化生活上一九四九年仅有两个说书的场所，

现在县城内有电影院、剧院5所，·全县有电影队30个，一九七九年放映13624场次，

观众近2235万人次，有县办梆子剧团1个，全县社社都有图书室、文化站，多数

都有剧院，大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医疗卫生方面，一九四九年全

县医疗单位仅有4个，病床26张，医护人员128人。现在已有卫生医疗单位52个，

病床5980张，医护人员1150人。生产大队医疗点505个，赤脚医生1090人，生产队

大部分都配备了卫生员，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丰县历史悠久，旧通志有“先有徐州后有轩，惟有丰县不记年”的记载。

公元前208年，丰县在秦朝叫“丰邑’’，属沛郡，汉刘邦在丰西大泽附近

斩蛇起义，攻下“丰邑"，后改为丰县。

建县后，曾用名有：古丰，丰国、秦台、风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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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复新河西侧，丰县全境的中心，是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县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东邻张五楼公社，北面与马楼公社接壤，南面、西面与孙楼公社相连。丰

城于一九四八年解放，城关划为第一区，下辖11个乡、4个镇。一九五一年底，城关仍为第

一区，分为和平镇和建设镇，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成立了宇宙红高级社，一九五八年改

为城关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分出了孙楼公社，另立为戏关镇，沿用至今。城关镇人民政府

驻书院街门牌4号。全镇总面积为12平方公里。城关镇所辖10个生产大队、49个生产队，9

个居委会，33个自然村。社直单位10个，总人口为31700人，除回民800人外，其余均系汉

族，生产队以蔬菜为主，街道居民以工商业为主。

该镇系黄河冲击平原，地势平坦，稍有南高北低，起伏不大，城南渠楼至东北杨庙一线

为沙粒土壤，其余均为粒性土壤，土地肥沃，适寅农作物生长。全镇现有耕地而积8900亩

(其中蔬菜面积800余亩)，另外还有河堤桑林面积1100亩，坑塘面积近500亩。

解放以来，该镇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解放前，粮食单产仅有100多斤。解放后，大搞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本境内复新河，白衣河和城南、城西的两条一号沟，曾几次开挖，加

宽、加深，使其河、沟能灌能排，排灌方便，对抗御自然灾害、增加农业生产收到了明显的

效益，一九七九年粮食单产已达到1000余斤。粮食总产达700万斤以E。 、

解放后，该镇工副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建国初期，仅有个体工商业户、组、手工业

合作社，后逐渐发展为集体经营的厂队、站。一九七二年全镇仅有3个厂(皮鞋厂、农机厂，

工艺厂)，总产值为16万元。到一九七九年镇办工副业已初具规模，镇办厂有11个，如农机

厂、纤维厂、砖瓦厂，建筑队等，总产值达500万元，社办工厂有15个，如农具厂、予制厂、

印刷厂，塑料厂等，总产值达160多万元。另外，街道行业也正在不断扩大，如粮食加工厂、

饭店，日用杂货等。全镇总产值达700多万元，居全县工副业首位。

本镇交通比较发达，公路四射，公共汽车通往全县各个公社和周围各县，水陆交通都很

方便，东关设有水旱码头，内河航运主要向北沿复新河与微山湖相通。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发展很快。解放前，丰城内仅有中学一所，小学两所，在校学生

1200人。现在已有中学3所、小学9所，在校学生6500余人，其中中学生有1500余人，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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