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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根据国务院(1 9 7 g)3 0 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

精神，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县于一九八二年初，完成地名普生jl二作。

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充分发动群众，参考、查阅有关历史资料，编辑了《云霄县

地名录》。

编辑出版《云霄县地名录》，是我县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它

不但意味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将由此而结束。而且能为。四化?建设

提供标准的地名资料，对于旅居海外的华侨、港澳同胞探亲钫友提供准确的地名；

同时，对于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对于便利闪际交往，发展旅游事业等，无疑地

也将起着积极的作用。今后，各行各业使用的地名应以本地名录为准。如有特殊原

因须作改动的，应按国务院(1 9 7 9)3 0 5号文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获准

后方能使用。地名录文内数字，除人口，户数以七九年统计数外，其余均以一九八0

年县《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为据。

这次地名普查，共查对了全县各类地名2 3 8 8条。经过标准化处理，我们把

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需要重新命名，更名、合并、取消的地名，：二{‘蓿

4留者有利，改者有理，群众欢喜，领导满意”的原则，作了适当的处理。汇集于

本地名录的地名共有2 2 8 3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 9 2条，自然村名称9 l 2

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 6 3条，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人工建筑名称5 6 8条、名胜

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4 8条。这些地名不是我县地名的全部，今后我n：悔根据形

势的发展和“四化”建设等方面的需要，不断以予增补完善。

云霄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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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文 件

国发(1 9 7 9)3 0 5号
，e-o苎：-lo●-￡，_o￡，Jo f奎I e，C，C≥E￡，凸《e，《：k=，￡≥¨盘!．J垒Z3d兰_竺蝻芝童_。’￡一-￡XZ)Z：

国务院发布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

属机构：

现将《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全国地名的统一管理，做好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以利

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地名的命名、更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

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

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做好。 ，

第三条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以保持地

名的稳定性。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慎重对待，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

走群众路线，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不得擅自决定。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地理实体名称，居民地名称，行政区划名称和各专业部

几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
。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

第五条 地名的命名，要注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历

史、文化和地理特征。

第六条一般不以入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

第七条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名称一般要

与当地地名统一，派生地名一般要与主地名统一。 ，

第八条全国县以上名称、一个地区内公社名称，一个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

名，一个市内的街道，胡同不重名。在上述范围内，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

， l



第九条 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名称二1．般按照当地地名命名，不用序数命

·名(一个自然村内有数个大队、生产队的情况例外)。
’

第十条 地名命名要简f1月确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

第三章 地名的更名

第十一条 凡属于下列情况的地名，必须予以更改：

(1) 有损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

(2) 带有民族歧视性质，妨碍民族团结的；

(3)·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

(4) 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

’

第十二条 凡不符合本规定第七，八、九、十条精神的，原则上应予更名。

第十三条 一地多名、～名多写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音译不准(译名还不

稳定)、用字不当，应予调整。

第十四条 纪念革命先烈，一般不更改地名。但已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地名，并

履行了一定审批手续，群众称呼已成习惯的，仍可沿用。

第十五条 对于不是明昆属于上述范围的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一律不要更改。

第四章 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第十六条 地理实体名确：的命名，更名按下列程序办理：

(1) 凡位处边器f地区的或在国内外著名的山脉、河流、 湖泊、岛屿，海

湾、海峡等名称，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具体意见，报国务院审

批；同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民政部和外交部。

，
一



(2) ；步爱两个或两个【、【I．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的山脉、洞淹、澎泊

等的名称，由有关省、自治Ⅸ、直辖市人民政府J社独或共州报固务院’}‘批；}Iil时抄

送中国地名委员会和民政部。

(3) 位于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不属于本条(1)款情况的山脉、

河流、湖泊等的名称，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市批；并抄送中国地名

委员会和民政部。

第十七条 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按照行政区划变动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办理，同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建国以来还未签定新的边界条约的边境地区县、市以下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由

有关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

第十八条 各专业部门使厂仃的台站港场名称，由各专业部门征求所在地县市以

上人民政府和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名领导小纽的意见后，提出适当名称，报

各专业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并由主管部门定期汇总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专业部门在报批上述地名时，应将命名，更名理

由，包括拟废止的旧名和拟采用的新名的涵义、来源等加以说明。

第二十条 认真做好更改IEl名、肩用新名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将所命名、更名

的地名及时通报有关部门。有些新改的地名群众不熟悉时，可加注IH名，作为过渡。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抄送中国地名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在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由中国地名委员会会同有关部

门研究答复。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Et起实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

规定为准。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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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霄 县 概 况

云霄县地处福建省南部。北与漳浦男毗邻，南与诏安县交界，西与平和县接

壤，东南与东山县隔海相望。位于东经l l 7。8’——2 9’北纬2 3。 l 3’

——4 6’。全县总面积l 1 6 6平方公里，有9 1 2个自然村，共有6 0 9 3 0

户，3 2 1 4 8 8人。境内居民除少量回，高山，壮族外，均属汉族。全县分为1

个城关镇，7个公社，2个国营农场、1个林场，1个水稻原种场。共有1 8 5个

生产大队(管理区、作业区)和4个街道。有2 2 8 1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没在

城关镇。 ．

‘

云霄，原是县治附近～山名，海拔4 2 6米。唐仪凤二年(公元6 7 7年)，

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病亡，子元光袭父之职，领众葬父于此山，所以，云霄山也称

将军山。

云霄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周朔为七闺地。秦朝属闽中郡．汉平粤

后属会稽郡的侯宫县。三国时属建安郡。六朝时为绥安县，隶属于扬州。隋开皇十

二年(公元5 9 2年)，废绥安并人龙溪，隶属于江南道的建安郡。唐贞观初，改

隶广州岭南道。

唐总章二年(公元6 6 9年)，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奉诏统领南行军总管

事，率领三千六百名兵将镇泉潮间(旧绥安县)。政死后，子元光袭父之职，讨平

崖山陈谦等人反抗朝廷诸役，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 8 6年)，上表请建州县。垂

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获准建州，称为。漳州’。州址设在本县西林村，下辖漳浦、

怀恩二县。本县地属怀恩．后怀恩因瘟疫流行，人口逃散而废。州址也于唐开元

四年(公元7 l 6年)迁往李澳川(今漳浦县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 4 0

年)，又割漳浦一部份土地重量怀恩，隔年再废怀恩入漳浦。宋朝时，云霄县属潼

浦安仁乡之浦东里。元、明时均为云霄驿。清嘉庆三年(1 7 9 8年)割平和县二

十五保，诏安县二保十三村及云霄三十保置云霄厅．民国二年(1 9 l 3年)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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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云和诏中心县委设在本县乌山地区的水晶

坪村。l 9 4 9年1 0月2日云霄和平解放，同年建立县人民政府。1 9 5 4年改

称县人民委员会。l 9 6 9年改为县革命委员会。1 9 8 0年l 1月又恢复县人民

政府之称。

云霄县地属丘陵，背山面海，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东西宽约3 1公里，南

北长约3 8公里。北踞盘陀岭。西攀石梯岭，南障万夫岭，东镇南，北岐。主要山

脉有乌山山脉和梁山山脉。乌山山脉，北入平和，南跨诏安。梁山山脉界于云’(云

霄)蒲(漳浦)。最高山峰是乌山山脉的西山源，海拔1 1 l 7米。

云霄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常年平均气温为2 1．3。C，一月为

l 3．6。C，七月为28．4。C。最高气温37．0。C，最低为4．7。C，全年无霜期3 6 0

天。常年降雨量1 667．6毫米，四、五月份雨最较多，夏秋季节常受台风袭击，最大

风力可达l 2级。

云霄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全县现有耕地面积2 0 4 3 0 0亩，其中水田

l 50139亩、农地5416l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地瓜。1980年粮食

总产量达22363万斤，平均年亩产1404斤。经济作物以甘蔗、烤烟、花生为主， 此

外，还有茶叶，水果，橡胶、蘑菰，白木耳等。1 9 8 0年，甘蔗总产量为1 13017

吨，烤烟85348担，花生31 594担，茶叶9l 40担、橡胶68．8吨、水果4 9 l 7 7担，

主要水果有枇杷、荔枝，菠萝、龙眼．金枣，柑桔等。1980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

4 0 3 0．4 5J7元，每个社员平均年收入为9 1．3 5元。

云霄县海域辽阔，海岸线长达8 9公里，为发展渔业和养殖业创造了良好条

件，自古以来，沿海一带人民就有。讨海”习惯，解放后渔业生产发展很快，现已

有渔船6 6 6只，其中机动捕鱼船l 4艘。全县可供养殖的海涂面积不少，已养殖

面积达7 1 7 2亩，是发展蚶，蛏、壕、藻等海产品的良好基地。礁美、白礁等沿

海地区，还盛产食盐。全县陆地河流纵横交错，池塘，水库星罗棋布，淡水养殖面

积达l 3 8 3 7亩，是发展淡水养鱼的良好场所。．1 9 8 0年，全县水产品的总产

量达5 l 4 l 4担。
’

云霄县还有不少矿产资源，如花岗岩，淡水砂，红，白瓷土，水晶，以及矾、
’

铅，金．铜，钨等．还有许多土特产，如竹塔泥蚶、顶溪云良鸭、乌山观音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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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白胡做、下河金枣、湖丘荔枝、下坂枇杷、白石烟叶等。尤其是竹塔泥蚶，闻名

远近，系我县海产佳品，其特点是：颗粒肥大，咸淡适宜，肉厚味美，滋养丰富，。

远销国内外，深受顾客赞尝。仅l 9 8 0年，外贸出口就达2 l 0吨，价值19．5 8

、
．～

‘卜-

万元。
。一

云霄县主要河流一一漳江。据传，昔陈政带兵至西林。见南，．北二水汇流成潭

汶，说： 。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故以。漳”名水，称为。漳江”。漳江，发源于

平和县的大芹山与旗山，从西北流向东南，贯穿我县中部，流程4 0余里，合诸溪

之水至北岐注入大海，两岸受益农田2 3 1 0 0亩。’

全县较大的水利工程皂。向东渠”。它由一干渠，八支渠，‘一座双管倒虹吸，

二座坠洞，三座滚水坝，十二座石拱渡槽等建筑物配套而成。渠道全长达g 5．7

公里，流经马铺，下河，城关、莆美、常山、陈岱等社(场)，经八尺门渡槽注入

东山岛，流量每秒为l 4立方，配套后受益农田可达8．7万亩。 全县库容量l 0

万立方米以上水库有8 4座，其中最大水库是峰头水库(尚在兴建中)，库容量可

达1．8亿立方米。其次是杜塘水库、碗窑水库，坪水水库、泮坑水库， 白花洋水

库等。同时，还建成了坪水一，二、三、四、五级五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达3 7 00

千瓦。l 9 8 0年，又建成了梁山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达l 2 6 O千瓦。从而解

决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需要。l 9 7 7年，云霄县和东山县二县人民，联

合在莆美公社前涂大队的竹仔前，建起了。云东”三级抽水机站，也巳显示了抗旱

供水的威力。

解放前，云霄县的地方工业寥寥无几。解放后，如雨后春笋， 蓬勃发展， 至

l 9 8 0年，全县已有工厂企业9 9个，其中全民所有制4 1个，主要工厂有；卷

烟厂，糖厂、罐头厂、精制茶厂、食品厂、蜜果厂，电线厂、橡胶厂、农械厂、铁

器厂、电机厂、皮革厂和印刷厂等。l 9 8 0年，工业总产值达4 5 7 2万元。

全县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也打下了一定基础。至1 9 8 0年，巳购置大、中型

拖拉机l 6 l台、手扶拖拉机6 6 l台，实际机耕面积达6 0 2 8 9亩。同时，还

购买了农用汽车5 2辆。

全县水陆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达，漳汕公路穿越本境，每天开往漳州、汕

头．厦门及东山，平和，漳浦、诏安等县的客，货车络驿不绝。通往各社(场)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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