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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寻乌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标准

化、规范化的典籍。它系统地介绍了我县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汉语

拚音，’地理位置，地名来历，含义和演变，以及当地的自然地理，社

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状况。为党政机关各部门，工农商，文教卫生，

交通，邮电等单位暨人民日常交往使用提供依据，为发展我县经济，

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遵照国务院和江西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我县于1981年9月

起以1：5万的地名图为基础资料，对全县3112条地名进行全面系统的

普查，核实。四年来，在省，行署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和县委，县

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全体地名普查工作人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和

查阅有关资料，以艰苦的外业核调与细致的内业整理相结合，经过反

复核实推敲编写出这本地名志。．全书共收录了全县各类地名2170条，

其中：大队(居委会)218条，自然村(圩镇，片村)1752条，行

政企事业单位24条，自然地理实体134条，名胜古迹7条，人工建筑物

35条。对每条地名均加注了拚音，并对隶属关系和历史沿革作了简要

说明。撰写了县、社(镇，场)地名文字概况17篇，寻乌县历史沿革

表和附录中的地名文汇，寻乌历史名人、革命烈士简介，别名，曾用

名与现名对照表，地名方言用字读音，含义集注，地名汉字笔划顺序

检索，汉语拚音音序检索，废地名一览表等。金书约40万字。配有古

今县治地名图和各社(镇，场)行政区划图19幅，文物古迹，地方特



产，县、社单位彩照，单色照片48帧。内容详尽，文图并茂，具有江

西南大门的地方特色。
‘

《寻乌县地名志》采用词典文体编写，字体以横式排列，封面为

枣红色烫金字，书名《江西省寻乌县地名志》，是由编辑委员会主任刘

梦兆副县长手书。为便于查阅使用}本书资料，对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1)本书以1981年16个公社，镇(场)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进

行编纂。按《江西省地名更名命名管理暂行办法》，在1984年机构

改革建乡削前后作T3个公社(镇)和2个乡的更名命名，两个公社划

为5个乡的决定。并已下达公文执行(详见后表)。

(2)本书行政区划，居民点全部上志外，对人工建筑、专业部

门和自然地理实体作了适当收录。大队标注( )号，片村标注

( )号，农点标注※。

(3)地名图的行政区划未作实测，仅示概略范围，不算划界依据。

(4)志书中地名来历，含义演变除以居民姓氏命名或无法考证

者外，均作了简要说明。

(5)凡县内古时闻名胜地，寺院尚存遗址者，一般已建卡上

志，基迹金无者，未上志。

(6)志书中所引用数字除释文中注有年度外，均是1983年的统

计数字。 ，

(7)志书中地名方言用字读音，作了标准化处理。如“企力或

“畲”一律改为“荤”(音sh否)，但有个别地名在地名图中未作订

正．

寻乌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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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县概况(1) ‘·

寻乌县概况

寻鸟县位于江西省东南端。赣．粤，闽三省交界处。东毗福建省武平县，广东省平远

县，南邻广东兴宁，龙川县，西连安远，定南县，北接会昌县。总面积2，311．38平方公里。

辖13个公社，1个镇，1个综合垦殖场，1个园艺场，218个大队，2，256个生产队，1,599个

自然村，39，956户，225，73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95人)·除回族，畲族，高山族，纳

西族15人外，均汉族。县人民政府驻长宁镇，距省会南昌市668公里，距行署驻地238公里·

明万历四年(1576年)，析安远之簦乡，双桥，寻邬，石豁等十五堡置县，名叠长

宁万，即久安之意，属赣州府·因与四川省长宁县同名，1914年，据城东有寻邬水改名为寻邬

专区，1952年寻邬县改属江西省赣州专区。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称寻乌县，属江西省赣南

部多山间小盆地与狭窄谷地·境内最高点项山甑，主峰海拔1,529．S米，最低点斗宴大队，
“

7．68％，平原占2．38％。 ．．：：二髻·

经晨光，首蒲两公社后与寻鸟水汇合，流域面积231．41平方公里，属珠江流域东江水系。其，j之．一，

次是罗塘河由东南向北，流经会昌筠门岭，流域tJ弼{176．3平方公里，属赣江流域贡水水 ．。；．

年降水量1，640毫米，4—6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47％·年日照时数约1，800小时·．●舂髯：矗．：=i
寒一，口秋旱一，口洪涝∥是危害较大的灾害性气候I 1970，1976、1979三年发生的掣舂 葺：秽 j

√‘ 二 ：j蒜％．；

一◆‘Ij。0黪：j



(2)寻乌县概况

寒"，久雨低温，导致农业生产遭受损失，1963年的“秋早移严重，造成二季晚稻减产欠

收，1967年5月27日的。洪涝一降水集中，时间短，雨量大，在三小时内雨量竟达132．4毫

米，造成特大洪水泛滥成灾，使寻乌河下游的留车公社驻地圩镇的房屋、田园遭受严重损

失。

地下资源现已查明的主要有稀土，钨，铀，铜，铁，锚、石灰石等。文峰公社石排村老

鸦桥一带的离子吸附型轻稀土矿，具有储量大，品位高，放射性低，容易开采等特点。其储

量初步探明约有32．45万吨·1983年开采89．6吨。现正在继续扩建开采中。

主要特产有，项山油糯具有质软色白，耐韧性强的特点。澄江蜜李具有甘香蜜甜，多汁

肉嫩，果大皮薄，松脆爽口，嘴歪色艳，核小形美的特点，素有“观音坝李厅之称，曾经远

销东南亚各国。油糯、蜜李都有五百余年的栽培历史，明清奉为贡品。寻乌蜜桔具有皮薄无

核，鲜甜可口的特点，历年都是特供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岑峰

水柿具有果大丰润，肉嫩核少的特点，并有清热退烧，润肺除痰，治疗小儿麻疹之效能。

解放前几乎没有工业。解放后，本地资源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主要有稀土矿，化工．农

机，电力，印刷，五金、藤木具，食品加工和饲料加工等。尤其是稀土已畅销国内外。1983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7，309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414万元，占19．35％o

农业方面，全县耕作地多为冲积土。土壤呈酸性或微酸性，以红蓝壤土为主，间有紫色

土分布。共有耕地219，771亩，其中水田206，898亩，旱地12，873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j． 兼种红薯、大豆、花生，烟叶、甘藏等。建国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粮食单产200斤左右。
，

’‘j 建国后，大兴水利，到1983年已建蓄水工程636座，其中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
^

。。i一：14座，山塘619座，总蓄水量约2,367．4万立方米。引水工程1,783座，固定机灌站装机48台，
?!‘。

。

’奢，。’0．计85马力。电灌站26座，装机30台，计543珏。水轮泵站27座，堤防工程115条，总长79．4公
”k，j：

．．，r．j．里，有效灌溉面积达149，232亩，旱涝保收面积121，417亩。县，社，队共建中，小水电站
：Ⅳ0二

；毫‘-134座，总装机145台，装机容量计5,258旺。1983年粮食总产达19,175．42万斤，相当于建国

初的2．75倍，单产达528斤，比建国前增长2．67倍。农业总产值达5，89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81％，为1949年的5．48倍。

r’林，牧、渔业方面。境内山林资源车富，有林地292．4万亩，人均13．9亩。到1983年全

县造林1'．91，382万亩，森林复盖率达42．5％。植被属湿润的亚热带雨季林，以松、杉，樟，

枫，柯，竹为主·活立木储量约574万立方米，每年为国家提供木材4万立方米左右·经济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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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县概况(3)

林有柑桔，紫胶，茶叶、油茶，松脂，油桐，香菇、术耳、巴戟，梨、桃，柿，李等，其中

以柑桔产量为最，最高年产量280多万斤。紫胶寄主树有1．2万亩。全县有50多种野生树可放

原胶。经过多年实践，并已获得了紫胶虫越冬成功·1983年林业产值为743．54万元。野生动

物有六百多种。畜牧业以耕牛，生猪，家禽饲养为主，1983年产值649．21万元。渔业生产发

展较快，人工养殖面积6，251亩，1983年渔业收入达136．8万元。县，社两级有鱼种场2所，

繁殖鱼苗，促进了全县水产业的发展o

建国前夕，全县仅有初级中学2所，中心小学17所，保学150所，在校学生约有5,000

人，缺医少药严重，几乎没有一所象样的医院。解放后，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发展较快·

到1983年止，有完全中学4所，初中18所，小学430所，在校学生有49，792人，适龄儿童入

学率达95．7％以上，幼儿园23所，在园(所)人数】,287人。医疗单位227个，病床262张，医

务人员380人。县设有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皮肤病防治所，卫生院(所)分布

全县各社，队队建有合作医疗站。全县有16家电影院，64个电影队，2个业余剧团和1个专

业剧团’县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各一家，公社文化站，广播站

遍布全县各地。

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解放前只有一条由会昌经寻乌县境达广东平远的公路，现在全县

已有公路56条，总长543．31公里，社社都通公路，简易公路遍及全县各队。

寻乌人民具有正义的反抗精神，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明朝宏治正德年间(1488—1575

＼年)，地方性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叶楷，曾先后招贤纳士、揭竿挥戈，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阶

l级，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遍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毗邻地带，南北三百里，直撼封建朝

!廷，流芳百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优秀党员古柏等人组建了中共寻邬第一个
’-

支部，并以县中山小学为中心，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3月26日，组织发动了震动赣南的．II蕃

仨·二五万农民暴动。193。年，全县基本赤化，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寻邬成为当时中央苏二参舞。
自主持召开了各阶层人士‘·‘：0

厢，龙岩仙迹尚存残址I ：

史纪念馆，城南范屋营石 。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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