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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言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名称．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与人类社会息息相

关。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交际中离不开地名，需要地名。我县历史悠久，地名数量众

多，内容丰富．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地名的命名，更名和使用方面存在不少

问题，给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带来不少麻烦。因此，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规

范化，是建设社会主义两个矗文明’’的需要。

《寿县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资料，经

过认真补调，考证、核实和充实、提高编纂而成．它反映了我县政治、经济、地理、历史，

文化等基本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是国家档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简明的

形式集中反映地名规范的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直接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本书主要内容有。《寿县行政区划图》，各乡，镇Ⅸ地名图》61幅，县，区、乡，

镇，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概况109篇，

收录全县各类地名8，389条，其中行政区戈U和居民地名称8，141条，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

称110条，自然地理实体59条，人工建筑57条，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22条．书中(<寿县

行政区划图》是以安徽省测绘局1977年绘制的1：90000的((寿县地图>>作底图，以地名普

．查资料为依据绘制的，乡、镇岱地名图》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绘制的1974

年第一版l：50000地形图为底图，以地名普查资料为依据绘制的．书中各种数据，取自

(《一九八四年度寿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一书和由有关部门提供。自然村户数、人口均为

1981年地名普查时的数据。县以下政区和居民地、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名胜古迹，自然

地理实体与本县城关镇距离均为直线距离。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本录只收独立的，重要

的、有地名意义的部分。对于1981年地名普查后出现的新情况，我们也有选择地作了反映．

《寿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典籍。所收地名，均经定形、定音，

定义、定位，定性的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是我县现行标准地名。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和

广大群众使用地名，一律以本书为准，不得随意更动。今后确需更名，命名的，必须根据

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精神，严格履行报批手续，方可公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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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概况

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南岸。北纬3l。54’一32。40’，东经116。29 7—
117。047·北与风台、颍上隔淮相望，西与霍邱以淠河为界，南接六安．肥西，东连长率，

东北界淮南市?面积2，986平方公里。辖城关，正阳，双桥、堰口，保义，石集，隐贤．众

兴，迎河，板桥、瓦埠、小甸、三觉、炎刘14个镇和49个乡，563个村民委员会，26个居民委员
会j 7，672个生产队，19，933个自然村，244，217户，l，060，306人。县晓有三个省属国营

农场。主要民族为汉族。圆族2．5万人。还有藏，苗，彝、壮、满、侗，哈尼等民族。人口

真然增长率为5．1‰。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镇(古名寿舂镇)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寿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寿春、寿阳，寿州、寿县沿袭为名。战国时为楚地。公元

前241年楚考烈壬自陈迁都予此。秦置寿春县，为九江郡治。汉初，淮南王国建都寿春，

汉武帝元待元年(公元前122年)国废，复为九江郡治，隶属扬州。三国魏为扬州都督府

驻地及淮南郡治。南北朝时，晋武帝以郑后讳舂改称寿阳，南朝宋又改且亟阳，为南豫州，南粱

郡治所。南韧梁子县境另置安丰县，治所在今县安丰塘北。大明五年(公元462年)复原名。隋

置寿州，在寿春设立总管府；隋炀帝罢州置淮南郡，以寿春为治所。唐时为淮南道寿讣ⅢI治．

五代时，寿州初属吴忠正节度使．后属南唐清淮节度使，后周击败南唐，占领此地。历史

上流传的。赵匡胤困南唐"，就是后周柴世宗率兵围困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瞻镇守的寿州

的故事。宋初隶淮南西路寿春府，后为安丰军治。元隶河南江北等行中书省安丰路总管

府。明省寿春、安丰，下蔡入寿州，直隶南京凤阳府。清雍ll正年(公元1733年)析故下

蔡县地置凤台县。民国时期，1912年改寿州为寿县。1914年——1928年，先后属安徽淮泗
道，凤颍六泗道(后改皖北道)。1932年全省分为十个行政督察区，寿县属第四区，1940

年改属第七区，同年7月又改属第二区。国民政府设专员公署于此。1949年元月17日寿县

和平解放。解放初期，曾析置寿合县，旋即合并，属皖北行政区六安专区。1952年4月撤

皖南，皖北2行署，置安徽省。1958年寿县南部置安丰县，属六安专区，北部为寿县，隶

淮南市。次年省安丰县入寿县，仍属六安专区。1964年析出杨公，杨庙，水湖，下塘四区

归长丰县。
’

全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北侧、淮河平原与淮阳丘陵的过渡地带。北部边境地带为八公山

地。高程一般在200米以下。主峰自鹅山海拔241米，为全县最高点。北部和中部为高程在

25米左右的淮河冲积平原I西、西北部沿淠河、淮河地带为洼地；东南部为高程在30米--50米

左右的岗地。淮河流经西北边境，淠河由六安县经西部边境，北流注淮，东淝河经瓦蝮湖北

流注淮。全县地处亚热带北缘，属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其特征是·季风明显，雨量适

中，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热量丰富，光照充足，无霜期较长。年平均气温为15．3。C·

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7．9。C，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0．7。C，当日平均气温≥

o’C7时，年积温为9448。C，当日平均气温≥10。C时，年积温为4801。C。年平均降水量

为900毫米．一般多集中在6—9月份。无霜期为213天。由于本县属于气候上的过渡带，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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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间季风强弱程复不同，进退的早迟不一，造成气候变化较大·气温反常会直接影响各种

作物的生长，雨水不均嚣引起旱涝灾害，低温连阴雨和大风冰雹也时有发生。土壤多系黄

棕壤、水稻土，潮土和砂姜黑土。还有少量的草甸土，石灰岩土，紫色(岩)土。

本县是以种植业为主，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都有发展的综合性农业区域，是全国

50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全县有耕地1，844，290亩(其中水田582，546亩，水旱田73l，536

亩，旱地530，208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豆类，山芋。1984年种植面积

144．75万亩，总产5．93亿公斤．人均粮食609公斤，自给有余，商品率为410／o．油料作物

有澜菜．花生，芝麻。1984年种植面积为332，838亩，总产2，636万公斤。经济作物有棉花，

红麻、芦苇，获柴、席草，薄荷、黄花莱，中药材、蔬菜，瓜果等。

全县有宜林地7．57J"亩，现有林地2．5万亩。零星植树l，500万棵。森林复盖率为3．9％o

主要树种有榆、椿、槐，柳、泡桐、侧柏，马尾松，杨、楝，桑，茶，竹，悬铃木等，有

果园3。664亩。八公乡郝圩、石集园艺场为我县水果两大集中产地。郝圩酥梨以个大，汁

多．酥脆，味美，享有盛名。主要水果有梨，桃，柿，枣，杏，苹果，石榴，葡萄等。

畜牧，水产业近几年发展很快。畜牧业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以养猪、养牛、

养禽为大宗。全县养牛达7．29万头、生猪47．4万头、羊7．5万只，长毛兔16万只。家禽有

鸡、鸭、鹅。寿县的江淮黑猪，自山羊、自鹅生产驰誉江淮地区。全县水域辽阔，水产资

源丰富。近几年，养鱼水面达32万亩。水产捕捞量291万公斤。瓦埠湖、安丰塘为我县两

大渔业基地。主要鱼类有鲢、鲲，鲤，鲫，触、鳝．银鱼、鳅、鳙、虾、蟹、鳜等。特别是

瓦埠湖的银鱼、瓦虾，安丰塘的鳜鱼，东淝河入淮一带的淮王鱼，都是寿县的特产，为宴

席之珍。还有菱，藕，茭自，芡实等水产资源。

近几年，由于农村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全县农业经济得到飞快发展。1984年农业

总产值达3亿4百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5倍。

工业生产，解放前这里基础薄弱，只有一家烟厂，一家酒厂和生产日用消费品的手工

作坊。解放后根据本县自然和经济条件，陆续兴办了一些地方工业。主要有建材，纺织、

化肥，印刷，农机制造，食品、酿酒，农产品加工、饲料加工等工业企业。乡镇工业近几

年发展较快。现有乡办企业17"7个，主要产品有水泥，石灰、砖瓦、水泥制品，塑料制品，

服装、食品等40余种，产值677万元。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6，538万元。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商业贸易显著增长。经过调整，全县商业出现多种经济成份、多

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新局面。1984年全县商业部门购进总额为14，657万元，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为16。4147J"元，均比上年明显增长。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为6，301万元。购销

两旺，物价稳中有升。

寿县特产八公山豆腐和传统名点_大救驾"闻名退迩。据史料记载，八公山豆腐始于

汉代淮南王刘安，以细嫩．质自，味美称绝子世。‘‘大救驾"糕点以重油不腻，层多馅

精，酥甜可口著称。俗传为宋太祖赵匡胤围困南唐寿州时充饥食品，因此得名。

解放前，这里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农业生产条件极为落后I建国以

来，本县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解放后即着手根治淮河，

兴建了长达133公里的淮河，淠河堤防l先后开挖了寿西、正南、肖严湖、梁家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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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红旗沟等排水渠和东淝河新河道，兴建了东淝河闸等涵闸和机电排涝站，排涝面积达

1 8万亩，提高了抗洪排涝能力I随着淠史抗工程的兴建，开挖了淠东、瓦西、瓦东三条干

渠和木北，石集、迎河、堰口、保义、正阳等条分干渠、91条支渠，总长1，003公里。建

机电灌溉站'20座，装机2，022台、28，561千瓦、27，715马力I兴建、扩建了安丰塘、大井、

花果园等中小型水库124座，修筑了沟塘堰坝35，Ol l处，蓄水量达3．6亿立方米，有效灌溉

面积由建国初期4a万亩扩大到128．4万亩。建国以来，移业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全县架

设高压偷电线l，247公里，53个乡镇、273个村已用上电。1984年全县农市寸拥有农业机械总

动力19．6万马力，机耕面积16．4万亩，机电灌溉面积51万亩，施用化J15131，474吨，平均

每亩7l公斤，1983年以来，又新建了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培训中心，贮藏能力为400万

斤的种子仓库和日选4吨良种加工流水线，完成了95个水利建设项目$z216座建筑物，增强

了植物得护，良种繁育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全县有公路9条，全长598公里(睛雨通车248公里)·其中主干公路有六安一寿县，

合肥一寿县，寿县一淮南、寿县一霍邱等四条。县城到区、镇驻地公路，全部晴雨通车·

各乡、镇之间均有简易公路或机耕路相通．水路有淮河、东淝河两条航线．轮船可通往颍

上，淮南、蚌埠·

建国以来，本县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县城现有电影院，影剧院4

家，农村影剧院23所，剧场14座，56个乡村电影放映队，文化馆、站48个，广播站61个．

图书馆，博物馆各1个，剧团1个，业余剧团44个，业余体校1所，体育场21个，电视差转

调频台1个·

全县有9所完全中学，l所中等师范学校，2N职业中学，50所初中、538所小学、39所

幼儿园．教职工8，258人(其中民办教师4，234人)，在校学生206．865人，适龄儿童入学率

为89％。有卫生医疗机构127个，病床l，351位I有卫生技术人员1，616入，赤脚医生1，151

人，卫生员2，180入·

寿县名胜古迹颇多，有八公山，珍珠泉、玛瑙泉、淮王丹井等名山甘泉·有淮南王刘

安墓，廉颇墓、楚考烈王墓等古墓葬；有八蜡庙、斗鸡台，团城等新石器日寸代遗址’有占

寿春城墙、报恩寺，清真寺，黉学，奎光阁等古建筑，寿县县城南三十公里处有著名的古

代水利工程一安丰塘(古名芍陂)，相传为楚令尹孙叔敖征集民力所建，至今已有2000多

年的历史。安丰塘北岸有孙公祠，是后人纪念羽、叔敖所建。寿县是楚文化的重妥发源地．

地下遗存文物十分丰富，出土楚蔡文物众多．建国以来，出土文物达干余件，以邱家花园

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和鼻大魔"铜牛为罕见，其中。鄂君启金节，，为重要楚文物之一，

它在政治、经济，地理、交通以及各项制度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几年寿县境内

不断出土数量众多的黄金楚币一郢爱，也是重要的楚文物．
寿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时期，寿县人民就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淮

上军黟进行反清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3年这里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

寿县小甸特支，进行革命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寿县成立了县委、中心县委和红

军游击大队，进行工农武装斗争，著名的1931年瓦埠暴动，是寿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的光辉篇

章。有无数革命先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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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寿县北部。北纬32‘327，东经116’46 7，东、南两方与东津乡相连，北依

八公山、东淝河与八公乡接界，西连寿西湖农场．面积3．F6平方公里。辖红星、新民、民

主、建设、南关5个居委会，4个蔬菜村，13，9．78户，44，616人。其中回族862户，3，310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o％o．

本镇地处沿淮洼地，地面高程一般在20米左右。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气候类型属

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寒热气候延续较长，温和气候较短。年平均气温为14．9。C，最

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7．9。C，最冷月(1月)-'7-均气湿为0．7。C，年平均降水量为885．9毫

米，无霜期为213天。多有洪涝灾害。土壤为盐硝黑土。自然条件十分适宜蔬菜和林木生长。

本镇古名寿春，寿阳．是一座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镇。从战国起即名寿春．公元前

241年楚考烈王由陈迁都于此，命日郢。寿县地名多以郢作通名，即源于此。据<<史记·货

殖列传》载， ·郢之后徙寿春，也一都会也。秒当时寿春地处南北交通冲要，不仅是楚的

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中原与吴越的经济交流中心·自秦汉以来，州、府、郡、县治所

多设于此。秦统一中国后，以寿春为首邑。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山东郡县、公元前106多

年汉武帝南巡均曾途经寿春。汉初寿春城为两代淮南王都，前后60余年，据方志载，寿春

故城的外郭，南起东陡涧，东，北两面顺肥水(今东淝河)，西尽大香河入肥处，倚山傍

水，绵延三十余里·内有中城，约在今城东南，包括今城的一部分，魏晋以来称为金城．

三国时期，江淮之间成为魏、吴相争的战场·曹魏据有沿淮，设扬州刺史于寿春城，作为

对抗东吴的军事重镇。公元209年曹操进军合肥，公元224年曹丕南下广陵，均以此作为前

进基地．魏晋之际，魏将王凌、毋丘俭、诸葛诞都在寿春城拥有重兵，反对司马氏·东召

偏安江左，寿阳城成为保卫晋都建康的大门·为争夺这座重镇，公元383年，在寿阳城下，淝

水之滨，秦、晋之间发生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八万军队打败前秦九十万大军，奠定

了南北朝对峙局面·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出于此·隋唐以来，由于寿春城偏于

淮南内地，已不是地当南北主要交通干线的要冲，政治，经济地位也不如前，但仍是一／f

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唐末，群雄割剧，战争频仍，杨行密自雄江淮，扼守寿州。五佧

末，后周柴世宗三驾江淮，两次攻打寿州城·南唐守将刘仁瞻矢志死守·民间俗传赵匡臆

困南唐的故事源此-柴世宗占领寿州，城池被毁殆尽，州洽迁下蔡(今风台县城)．宋钥

宗熙宁年间在旧址重建新城，返治寿春镇。公元1126年升寿州为寿春府．寿春城为淮南西

路首府，元代在寿春城设安丰路总管府，明，清时寿春镇为州治。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吉

城三次沦于敌手，受到严重破坏·1945年光复。1949年元月17日，这座古城和平解放．解

放后一直是县人民政府驻地，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几千年来．这座占城历经沧桑，至解放前夕，巳是千疮百孔，残破不堪，工商业疆

敞的城镇。建国30多年，这座古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这里只有一家烟厂，一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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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厂和一些生产日用消费品的手工作坊，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解放后，兴办了建材，纺

织，食品，服装，五金、印刷、农机修配、酿酒、农产品加工等40余家工业企业。商业繁

荣，市场活跃。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建设也有很大进展·原城区街道十分窄狭，石条路

面，不能适应古城经济发喂的需要·解放后，拓宽了四条大街，铺设了水泥、柏油路面。

现代建筑物鳞次栉比·又兴建了一些文化、教育、卫生和生活福利设施，对古城墙进行了

加宽培厚和整修，增强了防洪功能，重建了南、北门外大桥·

本镇公路交通十分方便·合肥一寿县、淮南一寿县，寿县一霍邱等条公路干线在此交

会。东连百里煤城，从淮南铁路可达津浦线l南通六安可至大别山区I西经霍邱可达河南

省．水路交通从东淝河入淮，可通往淮南、蚌埠、颍上等地，是全县水，陆交通中心．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现有4所中学、l所中等师范学校、l所卫校，8

所小学，3所幼儿园。教职_．T．728入，在校学生13，20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7．8％。有医

院3所和卫生防疫站、保健站，病床332张，医务人员417入，还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影剧院，体育场等设施。

名胜古迹。有报恩寺、清真寺、黉学等古建筑群，有蔡侯墓遗址，有巍娥雄伟的古寿

春城墙。古城北郊有八公山，珍珠泉、玛瑙泉、淮王丹井等山名甘泉，有淮南王刘安墓、

廉颇墓等古墓葬·城关一带地下遗存文物十分丰富，解放后这里出士了大批楚器、蔡器和

少量的吴器。中其以。鄂君启金节"。·大魔印铜牛和近几年陆续出土的楚金币一郢爱为

罕见．这些文物为研究楚蔡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这座古城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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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街道居委会、街、巷、路名称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说
．． ．明

一．一————————————————————。————————————————————————————～

寿 县

城关镶

新民街灌
居委会

北大街

圆通寺巷

单牌坊巷

花家拐

紫城街

晒场巷

鲍家井巷

观 巷

毛家巷

税务巷

袁家巷

大马家巷

小马家巷

仓 巷

臊泥塘巷

东岳庙巷

6

Sh6u Xian

Ch6ngguOn Zh色n

寿睿、寿阳、寿姆、寿县沿袭为名．2·986平方公里，

106，7万人．

鄄、寿春、寿阳、寿州、城关相袭为名．战国末为楚都，

自秦汉以来，历为州、府，郡，县治所．4．5万人．

X．i¨nmfn／ledao
Jn w6i

在城内北部．2，970户，i．703人．hUI ”一⋯～⋯’～ ’。一

B邑i D石jie

Yu6nt6ngsi Xianfl

Danpfif石ng Xiang

Hu石ji agu首i

Ztch6ng Jie．，

Shaichang Xiang

B芒oji石jin9 XiSng

Guan Xiang

M60jia xi5ng

ShulwtX Xiang

yu6njia Xiang

Dam石ji石xiang

Xi∈iomSj ia Xian9

C西ng Xiang

S石onftfing Xian8

DonOyuemiSo Xiang

北起北门。南至十字街口．长1，205米，宽8米。198垂辞i拓

宽至2l米．弦凝土路面．新民街道居蚕会驻此·

北起北门西俺．南至紫城街．长330米，宽t．4米．北有圆

避寺，巷以寺名．

在北大街西侧，东起北大街，西至圃遥寺巷-长8．5米．

宽4．6米，境内有单石牌坊·因名·

在北大街丙俺，东起圆通寺巷·西至北园·长60米，宽

3．7米．

东起靶大街。西至两园路。长260米，宽4．5米．俗传此处

古为子城．后设东、西紫城坊，因名．

东起北大街，西至鲍家井巷．长155米，完2．8米．传由此

西通晒金场，暴雨后居民偶得遗金．

北起紫城街，南至观巷。长255米，宽4米．北端有石井日

鲍家井．

东起北大街．两至西园路．长260米，宽4．5米．境内古有

玄妙观，因名．

北起观巷，南至税务替．长171米，宽3．9米．因住有毛姓

富户，故名．

东起北大街．两至小长街。长255米，宽l米．明在此设有税

课局，后遂名之．

西起北大街，东至新建巷．长125米，宽2．6米．

西起仓巷．东至新建巷．长70米，宽2．2米．

西起仓巷，东至新建巷以东．长135米，宽7．5米．

南起西大寄巷，北至城墙．长675米，宽4．5米．明代在此

设有军储仓、预备仓、官军俸粮贮此．曾名贝家巷，

西起北大街，东至仓巷．长100米，宽4米．因巷尾有个鸭

子塘，后演称臊泥塘，故名．

西起仓巷，东至东岳庙．长350米，宽5米．其东有东岳

庙．故名．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说 明

新建巷

武家巷

何家巷

火神庙巷

一人巷

民主街道
居委会

西大街

小长街

狮子巷

黄家巷

大卫巷

新生巷

赵氏街

医院巷

XinjiSn Xiang

Wflji石XiSag

Htjia Xiang

北起哀家巷，南至东岳庙巷．长200米，竟4米．此巷为解

放后形成，因名．

西起仓巷，东至东囝．长210米，宽5．3米．．石条路面．

北起武塞巷，南至=中后埔．长225米，竟3．5米．

Hu6sh6nmiao Xiang 西起仓巷，东至何家巷．以境内火神庙名命名．

YrrSn Xiaag 西起北大街，东至仓巷．1982年兴建工人俱乐部被拆除．

地皮被占用．巷窄，仅窖一人行走．

一MiInzhd
Jiedao Jnw邑i

位于城内西南部，2，839户。9．213人．hul 。⋯⋯一⋯一⋯⋯‘⋯。⋯。

XI Dajie

Xi60chfng J i6

Shlz!Xiang ，

Hufingji6 Xi5ng

Dfiwei Xiang

Xlnsh6nfl Xiang

Zhaoshl Jie

YIyuSn XiSng

关帝庙巷 Gu6ndlmi60 Xiang

卫生巷 Weisheng XiSng

柏家巷

沙果巷

营房巷

楼 巷

留犊池巷

●

B石ijia Xiang

Shfigu6 Xiang

Yl ngf6no Xiang

Lou Xian9

Liddftch i XiSng

东至十字街口，西至城西门．长1025米，宽16米．柏油路

面．

南起西大街，北至北园路．长510米，宽4米．以街道窄长

得名．

东起大卫巷·西至小长街．长80米，宽2米．

位于大卫巷西侧，狮子巷以南．长50米，宽2米．

南起西大街，北至税务巷。长290米，宽4米．明代寿硝卫

署(军事机关)驻此，因名。

东起北大街，西至大卫巷．长45米，宽1．8米．

北起西大街，南至许家巷。长300米·宽4．5米．水泥路

面，原名赵舍拐，后演称赵氏街．

北起西大街，南至许家巷，县医院东翻．长约320米，宽

约t米．又名藏台巷．

北起曹家巷，南至关帝庙，与城门西巷相接．因巷南有美

帝庙得名．长100米，宽4米．

北起西大街，南至营房巷。长290米，宽5．4米．水泥路

面。原名十八茅嗣巷，后改用现名．

东起卫生巷，西至清真寺巷．长95米，宽2．4米。民主街

道信委会驻此．

东起清真寺巷，西至医院巷以西．长450米，宽4米．

东起南大街，西至清真寺巷．长175米．宽4．5米．古有军

队营房，故名．

旧名夏家楼巷．东起南大街，西至清真寄巷．长170米·

宽3米．

东起南大衡，西至清真寺巷．长180米，宽4米．水泥路

面．亦称时公柯巷．因巷内有留q卖池、时公柯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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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说 明

曹家巷

城角巷

C60jVs Xiang

Ch6ngji60 XiOng

东起南大街，西至南困路、关帝庙巷·长260米，警4米·

在曹家巷南侧．长60米，宽3米。因位予城墙根内侧一

角，故名。

南门西巷 N6nm,nxl Xiang 东起南大街，西至关帝庙巷，长300米，宽2米·

清真寺巷

许家巷

建材巷

广播巷

建设街道
居委会

东大街

西大寺巷

Qlngzhensl Xiang

Xt&jia Xiano

Jianc6i Xian fl

Gu五ngbO Xiang

北患西大街，南至曹家巷。长500米，宽4．5米．巷西侧有

清真寺，因名．

东起清真寺巷，西至医院巷以西．长520米，宽4．5米．

东起小长街，西至西团路．长280：，g，宽4．5带．

位于西大街南确，县广播局西侧。长150米，宽1．7米．巷

东有县广播事业局，因名．

Jianshe Jiedao JCtw色ihui 位子城内东jB部。居委会驻北过驿巷，2，27l户，

7，814人．

Dong Dajie

XI dasl Xiang

木头牌坊巷Mt＆toup6ifaag XiSn9

钟楼巷 Zhonolou Xi6nfl

北过驿巷 BeiguOyl Xiang

准提庵巷 Zhanti’石n Xiang

箭道巷
●

城隍庙后巷

大罐井巷

小罐井巷

Jiandao Xiang

Ch邑nghnngmiaoh6u

Xiang

DaguanjIn口Xian9

Xi石oguanjIng Xiang

西起十字街日，东至城东门(宾阳门)．长达1，006米，

宽16米．

西起北大街，东至县博物馆。长680米，宽5米。巷位于报

恩寺(俗名大寺)以两，因名。

西起北大街，东至北过驿巷。长60米，宽3米。古此处有

术质牌坊，因名。

南起东大街，北接术头牌坊巷．长100米，宽3米。背巷内

有一钟楼，内有铜质大钟．因名。

南起东大街，北接西大寺巷。长430米，宽4．5米。曾名果

子巷．为古代传递政府文书的通道．巷内古有官驿圊．

南起城隍庙后巷西端、北至西大寺巷．长240米，宽1．5

米。巷北端东侧营有准提庵，因名。

南自东大街，北至准提庵巷，城隍庙后巷西端．长180米，

宽4．5米．

东自北梁家拐巷，西至箭道巷、准提庵巷结合部．长250
·

米，宽2．1米．巷南侧昔有城隍庙。

南起城隍庙后巷，北至撒金塘边，小罐井巷以西．长60

米，宽3米．古有饮马官塘，富井，讹化今名。

南起城隍庙后巷，北至撒金塘边．长90米，宽I．7米。吉

有饮马用官塘、官井。后讹化今名．

北梁家拐巷 Beili6ngj i西guai Xian9 南起东大街，北至西大寺巷·长425米，宽4·5米·

自帝巷 Bfidi Kiln9

8

西起北聚家拐巷，东至东大寺巷，马营巷以南．长18a
”，’。

米，宽1．7米。以巷尾有自帝庙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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