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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县地名录》是在中共松溪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

组织力量，对全县地名进行普查，经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参照历

史资料后编辑成册。

本书对于原地名中含义不妥，一地多名，一名多地，用字生僻的

地名，以及“文革"中受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而乱改的地

名，还有新建村的地名等，进行了确定、恢复、更正和调整，它是我

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o

’《松溪县地名录》的出版，是我县～件有意义的大事。它将进一

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它也将激发海外侨

胞的爱国思乡之情，促进侨胞同祖国联系往来o《地名录》中所有地名

均附汉语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推行文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的要求，

同时还起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地名录》附有概况、地图、照片

等资料。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概以本地名录的地名为准。凡

、未经法定审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任意更改标准地名。

本书共收录标准地名1172条，分：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二、

行政企事业单位，三、人工建筑，四、自然地理实体，五、纪念地、名

胜古迹五大类，以利查阅。

地名工作是一项复杂细致的新工作，这本《地名录》的缺漏之处

在所难免，有待充实，以臻完善o

；营l■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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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 县 况

松溪县位于福建省北部，北纬27。24’至27。51’东经118。33’至

118。55’之间，东西宽约34公里，南北长约49公里。西北与浦城县接

壤，西南与建阳县毗邻，南连政和县，东界浙江庆元县。全县总面

积为1053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54米，8个公社，一个镇、88个大

队，656个生产队，668个自然村，24540户，125051人，除汉族外，还

有少数畲族。

周朝时属于八闽地；春秋战国时属于越国；秦汉属于闽中郡、

东冶郡、会稽南郡。三国时为吴地，晋时属建安郡。五代后晋天福

八年(公元943年)建安镇安军王延政为节度使，占据全闽。以建州建

国，改元天德，便夺取吴越之东平乡置松源镇。后周广顺元年(公

元951年)改镇升县，为松源县，县治设于今旧县公社驻地。因沿溪

两岸皆乔松，有百里松荫之称。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改松源县

为松溪县，遂迁县治于今所，即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解放后，曾二度

与政和县合并，改名松政县，1960年1月合并时归福安地区，1962年

7月分县，1970年叮月复合，至1975年8月又分，仍名松溪县，属

建阳地区。

本县为革命老区之一，早在1929年已组织松溪红色“民众会”，

开展游击斗争。

境内山多林密，山地约占85％以上，多分布于四周。其中鸡蛋岗、

龙头山、百丈山、白马山和湛庐山，均在海拔千米以上，最高达

1349米，平原狭小，分布在中部各河流谷地一带，较大的有城关河谷平

，原，渭田河谷平原等。在山地和河谷平原之间，广泛分布着崎岖不平

的低山和丘陵。境内有南、北、东河流汇集于松溪河谷，因地势复

杂，略成盆地，其中渭田．．郑墩、茶平较大，全境土壤肥沃，气候温

和，年平均气温为18。C，最高气温为38．3。C，最低气温一7．4。C，

全年无霜期257天，初霜多出现于十一月下旬，晚霜多终止于二月下

旬。平均年降雨置1475毫米。



县内资源丰富，产竹、木、茶叶、笋干、香菇等土特产。更适宜种植

水稻、果树。万前大队有举世罕见的“百年蔗"，引起中外专家的重

视，为从事甘蔗种植研究提供了资料。此外，蕴藏亦富，有钨、磷、

铁、莹石、硫磺、大理石等矿产。主要工矿企业有农械、炼铁、造纸、

无线电、林产化工、电力、粮食加工、水泥、酿酒、化肥、茶叶加工、

汽车修理及莹石开采等，都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全县工业总产值为

1999．71万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占71％，重工业占38．5％，轻工业占

61．5％，与解放前那种“水碓舂米，灯盏照明”的状况相比，真是天

渊之别。

全县可耕面积为172578亩，其中山垄占60％，年总产量1172752

担，平均亩产727斤。

本县边缘地带，森林茂密。诸如周墩、古颥、榉上，黄沙等地，

盛产松、杉、毛竹及楠、樟，还有虎、豹、猕猴、麂、獐、羚羊及鹧

鸪、白鹇等珍禽异兽栖息其间。多种经济亦逐年扩大，现有茶园34075

亩，总产量增至20110担。新植油茶林11833亩，比原有扩大55％。现

有果园7310亩，比解放初期扩大五倍。此外，经济作物如油沙豆、茉

莉花、花生、甘蔗、药材、香料等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畜牧业除农

民饲养家禽家畜外，主要是饲养牛和集体养猪；此外，还发展了水库

养鱼，年总产量达数千担。为迅速发展农业，确保稳产高产，多年来

相继兴修水利18处，其中规模较大的黄沙、莆场、登山、钱园桥水库

和六墩引水工程，可灌田101，000亩，还有七里溪水电站以及正在兴

建的庐下、茶州水电站等。目前全县国营电站装机容量3525千瓦，农

村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751千瓦。年发电1012万度。

解放前交通阻塞，往返行人历尽跋涉之苦，民间流传的《挑夫歌》
云： “半夜挑盐过高山，走到半岭日三竿，弯腰驼背彳亍行，只为老小

度一餐。”解放后，山区建设日新月异。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浦(城)赛

(歧)公路通车才有了公路交通，经历年修筑，不仅县内85％以上的大

队通了汽车，而且沟通浙江的龙泉、庆元县和本省福安，寿宁县及本

地区诸邻县，自从龙泉至诸暨及松溪至福州线通车后，由本县往福州、

上海，朝发夕至，十分方便。县境沿溪大队先后建起大桥八座，沟通

南北，使纵横192公里的公路通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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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地处深山僻壤，解放前文化落后，可谓“终岁不闻系竹声刀。

解放后，设立了文化馆、站，新华书店，现有两个电影院，一个剧团

币1123个电影放映队，除村村有广播外，还在县中心点的长龙岗建成电视

转播台，从而大大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县有

9所中学jfN292所小学。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解放初期只有一个

卫生院，两个医生，三个护士和四张病床。现除县医院外，各公社均设卫

生院，各大队设有医疗站，医务人员629入，病床439张，旧社会瘟疫

流行，鼠疫最甚，蔓延所及，死亡枕籍，田园荒芜。如今，借得“纸

船明烛照天烧秒，永远送走了“瘟神"o

本县有多处名胜古迹：湛庐山，海拔1230米，距城南十公里，

相传春秋时欧冶子铸剑于此，旧县志云，唐贞观中已有石刻崖上，备

述其事。唐中宗神龙问建“清凉寺’’于山巅，历经修缮，至今尚存。

山中有剑峰等十六景，监有摩崖题刻多处，临崖远眺，烟锁碧翠，云

断玉带，松涛千里，光浮林海，引人入胜。奎光塔建于宋咸淳年间，

立于城南，造型精美，年久失修，塔顶已损毁。魁星阁：建于清康熙

六年，座落在城东，今尚完好。九龙窑：遗址在城南蛔场，离城两公里，

经省文物单位多次派员指导挖掘，已发掘大量各种古雅精美的青瓷器

皿，拟作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北有1965年所建的革命烈士陵园，

占地十亩，园内纪念碑耸立，烈士墓里安葬着烈士忠骨，陵园四周翠

柏成荫，拾级而上，蔚为壮观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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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

城关镇位于松溪县东南部。北纬27。31’至27。35’之间。东经

118。46’至118。48’之间。东连大布公社；南接茶平公社；西南与郑墩

公社接壤；北界花桥公社。全镇总面积56平方公里。共有4889户，

23123人，其中城镇居民2815户，13120人，6个农业生产大队，一个

林场，47个生产队，均系汉族o
’|

?I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立县，设县衙署于此，历代相袭，，即

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解放以来，先后更换名称和变动管辖范围，曾

名松源乡，城关区、红旗公社等。现管辖东门、南门、西门、北门、

河东，水南六个农业生产大队和钱桥林场。

镇内大街，红旗街、解放街，三条主街纵横交叉，略成“井"字

形。地处松溪盆地中心，土地平旷，四周环山。松溪河横贯其间，溪

水盈盈，尤以西门外的石壁潭为最深，往昔舟筏多集于此，水光山色，

相映成趣，夜则渔火点点，玉沉溪心，清风送爽，静宇耀星，为我县

十景之一。

镇驻地平均海拔205米，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19。C，平均年

降雨量1475．6毫米。

全镇耕地面积10091亩，除种植水稻9172亩外，还营造茶园，四

门均设有粗制茶厂，年产干茶1629担，而镇办企业年产值达145万元，利

润14万元。全镇拥有大，中型拖拉机9台，手扶拖拉机29台，农用汽

车一辆，城关镇为全县交通中心，除有客车通往各地外，县内外车辆

往返其问，络绎不绝。南门有红旗桥通往河东，而西门则以水南大桥

连接水南村，使全镇处处沟通，来往方便。

城郊中学一所，学生808人，镇内有小学4所，学生3441入，幼儿

园11所，768人。此外，镇及东门大队各建会场一座，可容千入，亦

可供演出及放映电影，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一定作用。+镇设有卫生

院一所，医务人员50人，病床4张，而所属大队亦设有医务室及卫生

人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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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光塔，魁星阁、九龙窑及革命烈士陵园在境内。奎光石塔立于

城关西南，建于宋咸淳年间，造型精美、凡七级，中有石阶盘旋而上，层

层相通，只惜塔顶已坍塌，有待重修。魁星阁座落城东，建于清康熙六

年，为八角亭式结构，凡三层，昔日文人墨客多聚于此，为我县仅存的古

建筑物。九龙窑遗址，在城西J回场，方园约六里，因有九龙窑址而得名。

近年来已发掘大量造型精美的豆、罐、壶、瓶、盘、碗等青瓷器皿，

并有各种纹饰，省拟定该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革命烈士陵园。7座

落城北，7 4建于1965年，占地十亩，前纪念碑，后烈士墓，四周植以柏

树，及花卉，并有石凳、石几等，以供休息。远近前来瞻仰的群众

终日不断。

‘-

； ．

r
．

。 j

类别‘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驻 地别名(曾用名)备 注

县 松溪县 SOngxi XiAn 松 溪 (松 源)
j ， (松政县)

’

镇

居委会

松溪城关镇

东门居委会

南门居委会

西门居委会

北门居委会

后 街

东 门 头

。大 街

枣岭街

红旗街

SOngxlchangguAn Zhen

D0ngmen J口weihui 东门头

N6=men Joweihul 红旗街

Xtm*n Joweihui 南 街

Beim*n Joweihul 后 街

H6u Jie

DOngm*nt 6u

Da Jie

Z601lng Jie

HbngqI了ie (桥头街) 。 t、

。≮，>、，)街巷街街后光利放庙文胜解／～／L／～／k



类别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路

巷

巷

皂甲巷 Zaoji6 Xiang

南 街lsl6=Jie

桔树下

解放街

东大路

城北路

城外路

工农东路

工农西路

工农中路

明德路

环城路

河头巷

林厝巷

广 最卷

工农巷

水 巷

学 巷

何栋巷

城庙下

九曲巷

朱厝巷

J nshnXia

Jiefang Jie

DOngda La

Changbei La

Chengwai La

Gongn6ng D0ngL n

Gongn6ng XI Ltt

Gongn6ng ZhongLa

Mini]d6 La

Hu6ncheng La

Hetbu Xiang

Llncu6 Xiang

Changh6u Xiang

Gengn6ng Xiang

Shul Xiang

Xue Xiang

Hedong Xiang

Ch6ngmiooxia

Jinqn Xiang

Zhacu6 Xiang

铁 巷 Ti奄Xiang

大队东门大队

村 垄 头

新 村

垄 尾

陈 源

山 下

大队南门大队

村 南山仔

D0ngmSn Dadu l

Lbngt6u

XIncan

L6ngw6i

Ch6nyu6a

Shonxia

N6nman Dadu 1

Nanshoaz 1

东门

南 门

(衙后巷)

(东风巷)

(工农村)

(跃进巷)

(红卫巷)

(红卫巷)

(反帝巷)

(反帝巷)

(庙仔头)

(反修巷)

(金相街)

(反帝巷)

(大教场)

备 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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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驻



类别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大队西门大队XIm色n Dadul

村 蛔 场Huich石ng

茶厂后 ch石ch百nghou

大队北门大队 Beim6n Dadui

村 茶香村 Ch6xiangcnn

钱园桥 Qi6nyu6nqi60

朱 坑 Z hdkeng

花 岩HuSy6n

堑 上 Qianshang

钱园桥林场 Qi6ny6unqi60 Llnch百ng

大队水南大队 Shuin6n Dhdui

村 水 南 Shuin6n

南 场 Nanch6ng

巫 坑 Wnkeng

(大奶庙⋯) Dan6imi60shdn

大队河东大队

村 河 东

后巷铺

岭仔 头

庙 峰

枇杷坑

下 畲

南 瑕

葫芦 门

8

驻地别名(曾用名)备 注

西 门

北 门

水 南

(农 师) 教师进修

学 校

H色dong Dadul 河东

Hedong

HbuxiangPn (奉 进)

LIngzit6u
’

Miaofeng

Pip6keng

Xiashe

N6nduan

H矗1nmen



大布：：公社概况

大布公社位于松溪县东南部，在于北纬27。30’至27。35’，东经

118。47’至118。53’之间。东部与浙江庆元县毗邻，南与茶平公社分

界，西与城关镇接壤，北与旧县公社相连，西北紧接花桥公社。全社

总面积54平方公里。共有5个大队，41个生产队，40个自然村，1506

户，7415人。除少数畲族外，均系汉族。 ’

解放初为大布区，设区公所，范围包括现在的茶平公社的10个大

队，旧县公社的8个大队。公元1959年成立松源、大布、长巷3个小

公社。1966年撤区并社后成为城关公社o 1980年10月成立大布公社，

辖长巷、长江、大布、横垄、岩后5个生产大队。

全社属半丘陵地带，四周群山环抱。松溪河横贯全公社，长达15

公里，从东北流入西南。全社5个大队均处松溪河两岸，灌溉便利，

土地肥沃。全社平均海拔205米，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为19。C，年

平均降雨量为1475．6毫米。

全社耕地面积13019亩，其中水田12490亩，山林面积11万亩，粮

食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茶业等多种经济作物。现有茶山1649亩。年

产茶叶1126担，收入达197422元，是我县主要茶区之一。本社长巷大

队境内的大南山，原为荒山野岭，山迥路转，雾盖悬崖，泉涌丛林，

由于耕山队多年艰苦经营，已成花果满坡，竹树蒙茸的万宝山。已基

本实现大队通汽车，小队通拖拉机。

全社有初级中学4所，小学37所，学生人数达1037人。每个大队

有合作医疗站，就医方便o

9



类别

公社

大队

村

大队

村

大队

村

大队

村

农点

农点

大队

lO

标准名称

大布公社

大布大队

大 布

外 屯

亭仔头

横垄大队

横 垄

前 洋

岩角垄

长江大队

长江坪

范 村

花桥仔

小百丈

东瓜铺

钱仔铺

长巷大队

长巷尾

长巷头

马 垄

山 合

岭 尾

庙 下

跃 进

蛸 土布

山 后

工农村

新八村

东 崆

南 山

黄大坑

上 坑

油茶场

岭头甲

七 峰

森 布

岩后大队

汉 语 拼 音

Dab讧GOngsh6

Dabn Dadut

Dab鱼

woit 6n

TingzIt6u

Heng 16ng Dadul

H6ng 10nO

Q i6nY6ng

Y6ng ji舀016ng

Ch6ngji百ng Dadul

Chdng ji石ngPing

Fancftn

HuOq i60zI

Xi石ob6izhang

DOngguOPn

ei6nzIPd

Ch6ngxiang Dadu 1

Ch6ngxiangw色i

Changxiangt6u

M百16ng

Shanh色

Ltngw6i

Miaoxia

Yuejln

D6ngbn

ShOnh6u

GOn gn6ngcfin

Xtnb石cfin

DongkOng

NOnshon

HuOngdakeng

Shongkeng

Y6uch6chOng

Llngt6ujiO

Qlfgng

Senbn

Y6nhOu DSdul

驻

大

大

地别名(曾用名)鲁 注

布 (大 步)

布

横 垄

长江坪 (长坑坪)

长巷尾

岩 后

队办林苗场

队办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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