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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颁发《南京市地名录》的通知

《南京市地名录》业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现予发行。

《南京市地名录》是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根

据一九八。年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编写而成。它反映了我市地理特

征，名胜古迹及历史，民族、经济、交通、文化状况，对继承我市

地名历史遗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均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国家档案

资料的一部份。今后使用我市地名，一律以此录为准。

． 《南京市地名录》在内部发行，注意保存。

南京市人民政府

一九八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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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发的《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

定》，对全市各类地名作了标准化处理，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的一本地名工具书。

《南京市地名录》的内容包括。(一)南京市地名图；(二)南京市、区概况，(三)

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四)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I(五)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

(六)人工建筑物，(七)自然地理实体，(八)地名照片，(九)标准化地名命名，更

名的通知和有关重要文件，(十)附录，(十一)地名录汉字首字笔画索引。共收录

地名4，600多条，地名图2幅，各类主要地名概况材料165篇，地名照片49帧。在

附录部份还编入南京历代城垣图，金陵四十八景及南京著名的土特产等内容o

《南京市地名录》采用志，录结合的编辑方法，在每条地名的后面，除附有方

位，起迄外，还力求对名称来历、沿革作出说明。地名录中所提供的数字和资料，

均截至一九Jk-年底：市、郊两幅地名图，由省测绘局清绘印刷，仅为示意，不作

行政区划分界依据。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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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日常生活，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必须

严肃对待。《南京市地名录》是我市各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今后任何单

位和个人使用地名时，均应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

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方能生效·

编撰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地名内容复杂、繁多，涉及面较广，我们虽然

进行了调查，核实，考证，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但由于水平有限，经验

不足，在地名录中难免会存在不少问题，希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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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北纬32。037，东经118。47’。地处长江下游，北连

广阔的江淮平原，东接富饶的长江三角洲。津浦、沪宁、宁芜铁路及宁杭、宁溧、宁

淮等八条公路干线在此汇合，长江和秦淮河流经本市。四境山-峦起伏，素有“钟山

龙蟠，石城虎踞打之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南京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古都之一，建城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吴壬夫差

在今朝天宫一带建冶城。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在长千里筑越城。战国时楚国在

石头山置金陵邑。秦朝建县，名秣陵。三国时，东吴在此建都，称建业。西晋灭

吴后，将建业分成建邺、秣陵两县，西晋末，将建邺县改称建康县。其后东晋和

南朝宋、齐、梁、陈，均以建康为国都，故南京又有盔六朝古都一之称。隋废建

康，于石头城立蒋州。唐设异州。杨吴时称金陵府。南唐在此建都，改称江宁府，

下辖江宁、上元二县。北宋仍称江宁府，南宋改称建康府。元初称建康路，不久，改

为集庆路。明初定都于此，称应天府、南京。清又改为江宁府。太平天国在此建都，

称天京。民国建南京市，1927年至1949年间为国民政府首都o 1949年至1951年为

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952年后改为省辖市并为江苏省省会，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全市(不包括县)面积867．21平方公里，下设6个城区，4个郊区，15个

区直属镇，51个街道办事处，26个公社，13个场圃。总人口2，128，675人，其中农

．,_ItXN384，49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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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属宁镇丘陵区。市郊有紫金山、幕府山，栖霞山等，市内有清凉山、狮

子山、九华山和鸡笼山等低丘。西北境内有长江冲积平原和江心洲√＼卦溯等洲地。

地处北亚热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1月份平均温度2．5。C，7月份平

均温度26．1。C，年平均温度15．3。C。年降水量1，106．5毫米，无霜期237天。平

原和圩区的土壤以马肝土、青泥土、黑沙土为主。溯地多青泥土，丘陵区有白土，青

；，．味qi对；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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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和黄沙土等。矿产资源主要有铁、硫、铜、铅、锌、锰、砂、煤、石膏、白云石等。

解放前，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也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全市工业基

础薄弱，仅有38家官僚资本企业，设备简陋，规模狭小。私营企业中，30人以上的

工厂只有30多家。解放前夕，产业工人不到1万人，70多万城市人口中，失业和

半失业的竟高达10多万人。年工业总产值只有3，501万元。许多日用工业品都依

赖进口，连火柴、圆钉都不能生产。解放后，南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生

产发展较快，先后建立了采掘、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电子，仪表，光学仪器、

纺织，轻工，造船，橡胶、建材和军工等117个工业门类，初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

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的城市。现在全市工业企业有1，250个，能生产1，500多

种产品，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70多亿元，比解放初期增加200倍，年递增率百分之

十八。

解放前，南京的农业十分落后。1949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仅有6，200多万斤，平

均亩产251斤。解放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82年粮食总产量达2．3亿多斤，

平均亩产达655斤。郊区常年菜地6．82万亩，年蔬菜上市量达5亿多斤，基本上满

足了城市蔬菜供应的需要。淡水养殖和捕捞业已有一定的基础。

解放前，南京市政建设落后，路灯不明，沟渠不通，垃圾成堆，树木稀少，全市

绿化地仅2，000公顷。解放后，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市区许多主要干道都已拓

宽，两旁绿树成荫，全市绿化地达6，000公顷。在原来破旧不堪的棚户区，盖起

一幢幢高楼大厦。特别是位于新街口的37层金陵饭店，直插云霄，登楼环顾，山

川胜景，尽收眼底o

举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横跨在扬子江上，叠天堑变通途万，把大江南北连

成一片。东郊尧化门大型现代化编组站的兴建，大大地提高了铁路运输的能力o

1982年货运周转量达91亿多吨公里，客运总发送量达853．4万人次。南京港经过

改建，年吞吐量达3，282万吨，成为长江航线上的大港之一，万吨海轮直抵南京。

民航通往全国，公路四通八达。南京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o’

·． 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也有了相应发

展bj全市现有大专院校23所，、中专27所，普通中学170所，小学450所，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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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建都12年。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后在南京

建立临时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口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南京

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在22年的艰苦岁月里，南京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o· ．⋯，--

，、，解放后，南京人民积极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目前，在党的十

二大精神指引下，正在为把南京建成一个文明、整洁、美丽，而又具有古城风貌的

现代化城市而奋斗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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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区位于南京市城区东北部，东至城墙，南至中山东路，西至中山路和中

央路，北至南京车站广场。分别与白下，鼓楼、栖霞三区接界，总面积14．07平

方公里(包括玄武湖在内)。区政府驻珠江路455号。

政治。1949年南京解放，接管国民政府南京市第一区公所，实行军管。1950

年成立南京市第一区人民政府。1953年下半年普选，1954年6月召开区首届一次

人代会，1955年9月，改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委员会，区因玄武湖得名。1960年

城市公社化，改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公社，并将郊区紫金山、十月、龙潭三个公社

划入。1963年恢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委员会，三个公社划出。1967年3月军管，改

名要武区，1968年3月，成立南京市要武区革命委员会6 1973年恢复玄武区原名。

1980年10月召开区第九届一次人代会，成立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政府。

区下设梅园新村，香铺营、新街口，丹凤街，四牌楼、玄武门，兰园、后宰门8

个街道办事处，68个居民委员会，1，160个居民小组，共有居民48，761户，176，318

人，多数为汉族，有少数回族。

全区职工总数，1982年底为19，797人，其中全民4，154人，集体15，643人，工

资总额1，310万元，其中全民330万元，集体980万元。

经济。1982年财政收入1，688万元，支出439万元，工业总产值1，730万元，利

润204万元，劳动生产率每人3，600元。33个区、街工业，职工4，796人。生产玉器、

儿童玩具，灯具、劳保服装，文具、木器、广播器材、自行车零件、阀门，镜子等

产品。街道经营劳务，生产，生活服务组180个，职工4，744人。商业有百货、糖

烟酒、副食品、饮食，服务，修旧，日用杂品，物资回收、燃料等分公司。下设

网点466处，集市贸易8处，领证个体劳动者386户。

区建筑公司，下属建筑、水电安装、油漆，木材加工、水泥预制，建筑五金



等8个队(厂)，职工2，033人。1982年产值600万元，利润41万元。

’市政设施：本市主要干道中山路、中央路、中山东路，长江路、珠江路、北京

东路、太平北路等在区内纵横交错，有十二条线路的公共汽车途经该区，交通较为

方便。其中t北京东路、太平北路是1958年后拓建的新干道。区辖各级道路155

条，总长58公里。绿化面积159万平方米，占全区总面积百分之十七以上。乔木

树约30万株。

文教卫生。中学10所，小学24所，教师进修学校、电大管理站各I所。幼儿

园68所。文化单位有区文化馆、少年之家、图书馆。玄武礼堂作为电影放映点，对

外开放。辖区内还有省歌舞团、省曲艺团、市体育馆，南京博物院和省、市图书

馆以及胜利电影院等文体单位。卫生单位有玄武区医院，区防疫站，妇幼保健所

和各街道卫生院。

革命纪念地有梅园新村纪念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旧居。名胜古迹有大钟亭，

北极阁，鸡鸣寺、台城、天王府，煦园。游览地有九华山．．玄武湖、和平公园、滨

河公园，以及珍珠花廊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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