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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雷

《龙海县标准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 9T9]305号通

知发布《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编辑的；是

中国地名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十月组织南方十三省、市在我县进行地名
普查试点的主要成果o

这本标准地名录，是在县委的重视和直接领导下，由中国地名委

员会和省、地有关领导同志亲临指导，以及十三省、市代表和我省
地、县代表的积极协助下，经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参照历史，查

阅资料，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后编辑而成的。
在进行龙海县地名的确定、恢复、更正．．更改，调整等一系列工

作中，我们采取领导、群众和专职人员三结合的方法，解放思想，依
靠群众，从实际出发，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被林彪“四人

帮"任意篡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l：57i地形图上标错的地各更正
过来；把需要更改的地名，通过群众协商讨论，领导审批，把它更改

过来。我们在地名普查中，对待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掌握如
下原则：实在不宜于使用的地名，予以更改或调整，可改可不改的地

名不改，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惯了的地名，决不轻易更动。

编制出标准化、规范化的《龙海县标准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
有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它能进一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比

较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为发掘地理资源，支援

“四化”建设提供可靠资料；它能为邮电、航海交通提供准确的地名

资料，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和对外贸易服务；它能激发侨居海外侨胞的
爱国、爱乡观念，促进侨胞同祖国加强联系往来。尤其在这本标准地

名录中的地名，都附有汉语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改革的要
求，而且还起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

名，凡与标准地名不一致的，应以这本标准地名录所录取的地名为准

改正过来。《龙海县标准地名录》出版以后，非经法定审批手续，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改变龙海县标准地名。
在《龙海县标准地名录》中，一共普查汇集了全县面积一

三十八平方公里、总人口六十七万九千八百一十人、十五个农

公社、五个集镇(其中四个属于大队一级)、七个国营农场、

十八个生产大队、二千九百八十六个生产队的地名四千五百

条。对其中行政规划名称地名三百六十三条，居民点地名一千
十七条，山、山峰、山口九百零五条，江、河、湖泊、沙洲、海

礁、海湾地名一百五十五条，港口、码头、车站、桥梁、电站

地名三百二十九条，工厂、企业、队、场地名一千三百六十八

胜古迹地名三十条，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普查。经过标准化的

列入地名普查一览表的地名有二千四百一十八条，上1：5万
的地名有二千二百四十六条(比原来1：5万地形图上的一千

十条地名、增加了四百三十四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地名三

七条，自然村地名一千三百四十七条，公社一级以上的企事业

名一百零五条，大队、耕山队，队办场地名一百三十二条，人
水库、水电、桥梁地名八十一条，名胜古迹地名二十二条，自

山、河，江，洲、海岛，海礁，海湾，海角地名三百六十五条
地名十九条。

但是，在全县境内，还有许多山峰、海礁以及海底的地物

等地名尚未列入，有待今后补充完善。

龙‘海县地名办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龙．海 县 概．况

龙海县位于福建东南部的九龙江下游，东与厦门隔海相峙，西接

漳州平原，南与漳浦交界，北与华安、长泰毗邻。位于东经117。51'、

北掉24。25，o全境总面积一千二百三十八平方公里，划分为十五个公

社，七个农林场，二百九十八个生产大队，二千九百八十六令生产

队，共有一千四百四十七个自然村，总人口六十八万人，均属汉族。．

县城在石码镇o

龙海县系由原龙溪县和海澄县，于一九六O年合并而成。龙溪县

晋朝(公元265年)时属同安县管辖，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置县。海

澄县于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由龙溪、漳浦县划分而成。一九五

八年割海洽区为厦门郊区，一九六O年并县后，割浦南、天宝两个公

社又三个大队为漳州市郊o

·龙海县有悠久的斗争历史。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i564年)，戚继

光大破倭寇于步文蔡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郑成功大败清
军于海澄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占春同志在都塘等地组

织赤卫队，成立农协会，开辟游击区，点燃了革命的烈火。一九三二

年红军撤离漳州后，漳州中心县委迁移到新塘龙虎庵。一九四九年九

月二十日龙溪解放，九月二十一日海澄解放。

解放后，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展了

互助合作运动，成立了人民公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一九

五七年就实现了“水稻千斤县"o粉碎“四人邦侈后，一九七八年粮

食亩产双跨“纲要"，一九七九年高产试验田，水稻亩产达三千六百

多斤，是全国水稻高产地区之一。

龙海县属平原地区，自然状况大体是“六山一水三分田"o中部

地势低缓，南北地势较高；北部多低山，南部多丘陵。境内最高点大

尖山，海拔九百五十四米。海岸蜿蜒曲折，形成许多深入内陆的海港

和岛屿．o九龙江的北、西、南三溪横贯全境。全县常年平均温度为摄

沙



氏二十一点四度，·月平均气温十三点五度，七月二十八点七度，绝

对最高气温四十一点二度，最低为零下二点一度。全年无霜期三百六

十天左右，平均年降水量为·千四百五十毫米。四，五月份雨量较
多，夏秋之交常受台风冀击，最大风力可达十二级。。．

龙海县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常青．全县现有耕

地面积四十八万三千多亩，其中水田三十六万二千多亩，旱地十二万

一干多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是小麦、地瓜，一九七八年全

县粮食总产量为六亿二千三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一千六百二十二斤。

经济作物以甘蔗、花生为主，其次是茶叶、黄麻、大豆、芝麻等，一

九七八年全县甘蔗总产量为六亿一千七百多万斤；油料六百八十八万

斤；茶叶三十多万斤o ．，

龙海县素有“鱼、米、果乡黟之称，除盛产大米外，全县现有果

园十万多亩，一年四季果实累累，春有杨梅、桃李，夏有龙眼、荔枝，

秋有菠幕、蕉、柿，冬有柑桔、柚子。其中尤以柑桔、荔枝、龙眼、

香蕉等最为著名，惕销国内外。一九七八年总产量为二干三百四十多
万斤。

全县自然资源较为丰富，这里海域辽阔，海岸线长达二百九十多

公里，加上陆地港道纵横交错，可供养殖的海涂面积二万七千多亩、

浅海面积三万多亩、淡水面积三万三千多亩，可以发展鱼、虾、贝、

藻类等养殖业，一九七八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为五十三万二千四百多

担。此外，还有一定的矿产资源，如花岗岩石、．淡水沙、红白瓷土、

耐火砖土等，可供生产大量建筑资料。并且还有许多珍贵的土特产

品，如九湖的水仙花、紫泥的金定鸭、玳瑁山的岛龙茶，这些在国内

外久负盛名。一九七八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一亿五千二百七十一

万元，财政收入为二千二百万元。社员平均生活水平九十二元。

全县较大的水利设施有西溪“一条龙"配套工程，灌溉面积十八

万多亩；水库八十一座，其中较大的有程溪湖后水库和角美西山水库，

蓄水量均在一千万立方以上。此外，还有中央投资的北溪引水工程，

将九龙江北溪水从江东引到厦门。

龙海县的地方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在机械修造方面，有动力机

厂、农械厂、农机修造厂、齿轮厂等；在化工生产方面，有氮肥厂、
磷肥厂、农药厂等；在轻工业方面，有造纸厂，糖厂、酿酒厂、塑料



厂、皮革厂、瓷厂等；在手工业方面，有布制品、木制品、竹器生产

等。解放前，全县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工厂和几家手工业小作坊，

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县工厂企业九十八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五十一
个。工业总产位达八千八百三十万元。农业机械也有较快的发展，目

前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五百八十五台，手扶拖拉机一千三百五十

一台，农用汽车三十九部o

全县水陆交通便利，公路四通八达。鹰厦铁路横贯北部，陆路交
通以石码为中心，内河通航汽船，海轮直通厦门、汕头。

全县文教卫生事业在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有较大的发展。解放

前夕全县只有四所中学、二百四十九所小学。现有普通中学二十一
所，农业中学十所，小学四百八十六所。文化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初

期只有一所剧场，现全县有影剧院四处，电影放映队三十三队，．剧团

一个，文化馆一个，文化站十五个，县广播站一个，社社还有广播扩大

站。全县医院也由解放前的两所增加到现有的十九所，床位一千三百

七十四张，农村医疗站二百八十五个；县社现有医疗卫生人员九百三

十入，赤脚医生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实现了县有医院，社有卫生院，

队有医疗站。全县初步建立了保健系统和防保措施。

龙海县的名胜古迹有港尾的太武山，步文的云洞岩、万松关，颜

厝的白云岩，九湖的木棉庵，角美的慈济宫，海澄的晏海楼等三十余
处：‘

龙海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鼓足干劲，朝着四个现

代化的宏伟目标阔步迈进o

·8‘



石码人民公社概况

石码公社位于龙海县中部，东北临九龙江南港与紫泥公社对面，

西依榜山的平宁，东南与莲花公社的山后大队接壤。面积一点八平方公

里，分为五个居委会、一个渔业大队、一个蔬菜大队。人口三万三千
九百零六人，居民均属汉族。公社驻地在和平路。

石码原名石溪。明宣德(1426—1435年)改称“锦江"，明弘治

戊申(I 488年)设“锦江埠”。嘉靖初(I 522年)改“锦江埠”为

“石码镇”，乾隆八年改为石码厅，兼管龙溪、海澄、南靖、长泰四
县海防事务。清季未叶改为三府，相等于漳州府的办事处。民国后，

隶属龙溪县，着手开辟公园，修筑街道，建设码头，逐步形成城镇规

模。一九三二年，工农红军由漳入码，曾建立石码革命委员会。一九

四九年九月廿日解放后，原中镇路改名为九二0路，作为解放纪念。
一九四九年末建政，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

石码地处九龙江下游一个较大的冲积平原上，气候温暖湿润，四
季常春，属亚热带地区。年平均温度21．4℃，月平均最高温度(七月)

28．7℃，最低温度(一月)I 3．5℃，绝对最高温度4 1．2℃，最低温度

零下2．1℃。平均年降雨量一千四百五十毫米，春夏多雨，秋冬较少，

全年无霜期三百三十天。主要河流九龙江南港，经厦门流入东海，漳

港公路横贯南部，水陆交通便利。
景色秀丽的石码镇八景，现仍保存着“东郊步月"、 “北岸含

烟"、“锦水归帆"， “河埭蛙鼓"、“江城风笛"等五景，夏夜到

此游览，别有风趣。
石码是龙海县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闽南较大的集镇

和侨乡之一。十七世纪以来，市场繁荣，沿江帆船货物多集散于此，
成为邻区物资重要的集散地。十九世纪后，境内工业生产主要以手工

业作坊为主，著名的有竹、木制品，还有烟丝，纸箔、木材等几家商
行和五十多间中、小碾米厂，其中最大机械设备动力三十五匹马力，

最小五匹马力，年平均吞吐量四万吨左右，集散于海澄、漳浦、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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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平和、长泰、漳州等地区。解放后，经过一九五五年对私改造，‘

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七八年末，：公
社范围内已有县属工交系统工厂三十八个，企事业单位职工二千四百
多人；财贸系统商业、供销、粮食等单位二十八个，一千七百多个职

工，社属单位十一个，职工九百二十人；队属单位一百零三个、职工
三千四百二十多人。其中有机械制造厂维修业；食品加工业，造纸

业，4粮油加工业等，生产的工业品除了自产自销外，部分远销外县、‘

外省。，此外，还有畅销国内外的“竹制品”， “草织品”等新老传统

产品。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解放前石码仅有二所公立学校(其中一所中

学)，四所私立普通小学，在校学生约四千多人。现在已发展到二所中

学、四所小学、二所幼儿园，在校学生约一万零二百多人o．解放前，

境内只有几家药铺。现已发展到县医院一所，公社卫生院一所，医务

人员二百七十多人；居委会医疗站五个，赤脚医生二十多人：

石码人民公社标准地名录

一、居委会(大队)二街道

居委会街． 道

渔业大队

五七大队

解放东

解放东

新华路

三芳埕

书巷

训经巷

挑水巷

训义坦

十六间

汉语拼音

Yuye Dadui．．

Wuqi Dadui

Jiefangdong．

Jiefangdong

Xinhu alu

Sanfangcheng

Shuxiang

Xunjingxiang

Tiaoshuixiang

Xunyucheng

Shiliujian

户数人口驻地。曾 用 名

738 3298渔业新村田里庵

149 7．2l公园后路蔬菜大队‘ ’一

1211 4592解放东 义龙街

238 895 龙门街，祖宫下街

193 697 杉排尾下仔尾

90 311

84 388

46 179 ，

29 106

64 258
●’

66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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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

新 华

街 道

天灯路

琵琶巷

竹厝码

祖宫路

打索巷

大宫巷

下马巷

解放东

新华路

新华后巷

，，～}锦江道

’。j，一，1祥福巷

_草埔顶

天水宫

新田厝

下坦仔

王公巷

祖田厝

简仔街

古碗竹

横巷

英河巷

漆巷

桶巷

__大宫前

高坑

九二。

和平路

，方厝埋

锦江遭

晏海路

民主路

·O-

汉语拼音

TiandengIu

Pipaxiang

Zhucuoma

Zugonglu

Dasuoxiang

D890ngxiang

Xinhua

Xiamaxiang

Jiefangdong

Xinhualu。

Xinhu ahouxiang

Jinjiangdao

Xia丑gfuxiang

Caobuding

Ti8inshlligong

Xiutiancuo

Xiachengzi

Wanggongxi8ng

Zu tancuo

Jianzijie

Guwanzhu

Hengxiang

Yingheziang

Qixiang

Tongxisng

Dagongqian

Gaokeng

Jiu’el"ling

HepingIu

Fangcuocheng

Jinjiangdao

Yanhailu

Minzhulu

民主后巷Minzhuhouxiang

和平后巷Hepinghouxiang

打银巷D'ayinxian g

户教人口驻地

38 119

70 276

106 463

25．79

"i4s 549

19 55

1657 6119下马巷

79 329

227 671，

273 968

81 281

52 122

63 35I

22 92

91 214

136 565

52 208

48 180

86 311 j’ji

65 587，

214 513

29 83

19 59

59 239

48 186

14 78

26 85

1123 4438方厝埕

123 494

71 298

21 74

77 277

173 666

148 576

55

6

240

34

用 名

祖宫直街

新福街

下马庙

六味街

福寿街

新行街

行后街

溪 口

相打街

东郊尾

新中街

尚书头

三兴街

鼓碗竹街

南市街

鸿渐街

溪 口

车仔路头

外市

内市、犷街

布街、棉仔街

后河内，手车巷
p o



鼍羹会

解放北

解放西

街 道

九二。

解放东

大田厝

李厝瑶

j<巷

梧桐瑶

田厝巷

公园西路

解放西

解放南

豆腐巷

集古巷

公园西路

解放北

直扶巷

铸鼎巷

茶料巷

米巷

篾笼巷

蔡厝巷

岩厝巷

郭厝巷

无底巷

何厝巷

新大巷

丁酉巷

汉语拼音

Jiu’erling

Jiefangdon臣

Datiancuo

Licuocheng

Daxian&

Wutongeheng
Tiancuoxian薯

Gougyuanxiltt

Jiefanghei

Jiefangxi

Jiefan gnan

Doufuxiang

Jiguxiang

Go矗酊乱营nxilu
Jieian gbei

Zhifujie

Zhudingxiang

ChsIiaoxiang

Mixiang

MieIongxiang

Caicuoxiang

YaBCUOXIall g

Guocuoxiang

Wudixiang

Hecuoxiang

Xindaxiang

海关后巷

锦江遭

西湖路

浸水蠼

西湖路

新洲尾

面炙街

十二间

大十六间

懈放后巷

Dingyouziang

I"I aigu anhouxian g

Jinjian,gd ao

Xihulu

Jiefangxi

Jinshuicheng

Xihulu

Xinzhouwei

Mianzhijie

Shi’eriian

Dashiliujian

jiefhnghouxiang

户数人13驻地

104 413

110 479

98 390

39 137

54 199

13 17

29 109

2 5

1317 4889解放西

177 658

112 465

12 4l

‘2 157

112 456

．93 322

52 184

48 182

20 85

23 73

62 206

28 111

55 218

23 73

19 66

12 50

14 36

119 462

84 299

19 74

20 745

1092 4124浸水埋

118 474

132 488

135 524

90 352浸水埕

29 109

38 106

30 104

曾 甩 毫

炮仔街．中镇路

打石街

尚港街

大港戢，王富西

桥内，甘棠前

中巷

大挥，南台庙

大马头

小六间l

后街仔

新仙街

田尾街

坞仔底，蔡港

．．?·



居委会街⋯道 ． 汉．语拼音

解放西 Jiefan gxi
、

一下庵1 Xiaan ：‘

；1。

‘新街亭Xinjieting ．

沙埭内 Shadainei

东路Dongla

华侨新村

县直机关

Huaqiao Xincun

Xianzhijigu an

户数人口驻地

116 462

240 878

66 248
‘

38 134

48 186

12 59

122 5126

县革委会Xian Geweihtti

水上单位Shuishangdadwei 33 503

社办工厂．．机修厂 Jixiuchang
’

， ．。 ～电器厂

柴油机配件厂

．五金修配厂

一 纸装厂

塑印厂

日用品厂

社办企业城乡食堂

蒋管处

修建队

运输社

保健院

项 目

·8·

名

龙海桥

港口桥

五板桥

汽船码

大码5头

汽车站

称

头

Dianqlchang：

Chaiyouj[Peijianchang

Wujin Xiupeichallg

Zhizhuangchang

Suyinchallg

Riyon gpinch an g

Chengxiang Shitang

Qingguaflchu’

Xiujiandui

YuashUshe
‘

Baojianyu an：

一 I
一’／、-

汉语拼音

Longhai Qiao

Gan gkou Qiao

Wuban Qiao

Qichuan Matoa

DaIllat01．1
’

Qichezh an

工 建 筑

集古巷

解放北

解放东

西湖路

西头溪边

解放东

解放北

解放北

解放北

。公园西

大田厝

驻 地 备

竹厝码

渔业新村

新洲尾

锦江道

锦江道

公园西路

曾 用。一名

王爷前

石路仙庵

注

桥桥桥

头头站码码车



颜厝人民公社概况，

位于九龙江西溪的南岸，居漳、码公路上段，交通十分
到水头，西南靠太湖山、寨内山，面积五十二平方公

个自然村，二十个生产大队，一百七十个生产队，一个
百九十户，三万九千零二十七人，均属汉族。

名称，来自曾出席过全国劳模会的龙溪地区著名农业先

。公社驻在古县(古县是梁大同六年建置的)。全社耕
百四十九亩，其中水田二万一千二百五十八亩，农地三

千八百九十一亩，多在漳州平原的冲积层上。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温

暖，雨量充沛。主要河流有大、小溪，从程溪流经九湖、古县，注入

九龙江，灌溉方便。大片平原经土地平整后，合理调整排灌系统，改

善水利条件，现粮食总产量已达三十三万一千九百多担，实现队队跨
“双纲”。 ’

颜厝东南部面对白云山、太湖山、寨山，山坡沿断层线上升，属

山体块状上升，故坡度陡峭，如临峭壁，境内大小六十三个山峰，以

寨山为最高，海拔五百四十四公尺。山垭口和断层残块面，是森林、

果树、茶园的种植区。现有山林面积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二亩，多种植
荔枝、龙眼、黄麻、甘蔗等经济作物，年产甘蔗七千万斤，‘荔枝、龙
眼一万六千六百多担。

颜厝公社副业种类很多，有砖瓦、草织品、莲荷、养蜂、蘑菇和

培养河蚌珍珠。山间坑中还有无尾螺、红壳虾等稀有生物。。社办企业
有一百四十九个，产值达三百二十二万元，占农付业总收入．一千二百

万元的瓦分二十六以上。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每人每年平均纯收

入已达一百二十元o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全社现有中学七所、小学三十二
所、卫生院一所，队队有合作医疗站。

名胜古迹有白云岩(在洪坂大队白云山坳)，面对九龙江口，树
木苍翠，云雾缠绕，登高眺望，景色宜人，历来吸引着不少游客。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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