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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I

l内部资料I

I注意保存I

地名录是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江苏省

淮阴市地名录》是根据《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的规定，在地名普查和对地

名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按照标准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读音编写的。它将直接为新闻报导、

公安户籍，邮电通信，交通运输、民政管理、测绘，国防等有关方面提供完整、准确，标准

的地名资料。现将编写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书行政区编排顺序，按清江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地址编码顺序排列。路、街，巷和

村庄基本上按从北到南顺序排列。

二，本书收录了路、街、巷和居民点名称275条，自然村庄名称243条，专业部门和企事

业名称54条，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11条，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72条，其他

地名98条，共计753条。重要地名的来历和含义加注释，自然村庄名称的来历，除以姓氏命

名者外，均在备注内加注解。路，街，巷，附注曾用名和地理位置。

三、为改变本市地名混乱情况，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江

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精神，对有关地名作了命名，更名处理。其中新命名38条，

恢复原名23条，原名分开与合并22条，更名14条。书中所录的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

批准，不得更改。

四、本书使用的有关统计资料，除注明年限和出处者外，均采用市统计局1981年底统计

数字，人口数系1982年普查数字。

五，各街道办事处及人民公社地名图，仅作查找地名和标志地名方位之用，不作划界依
据。 ．

六，地名标注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颁布的《中国地名汉

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为便予查找地名，还编排了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

七、本书定稿之后，一九八三年一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管县新体制。撤销淮

阴地区行政公署，将原淮阴地区的灌云县划归连云港市，淮阴，沭阳，洪泽、灌南、泗洪，

涟水、宿迁、淮安，泗阳、盱眙、金湖十一县划归清江市。清江市更名为淮阴市，淮阴市改

由省管辖。根据省地名委员会意见，将“清江市地名录打更名为4淮阴市地名录打，所录地名只
限淮阴市市区(原清江市)范围。

八，本地名录作为内部资料，使用单位应妥善保管。



目 录

前言

淮阴市地名图

--Jk六五年新建清河县城图

淮阴市概况⋯⋯⋯⋯⋯⋯⋯⋯⋯⋯⋯⋯⋯⋯⋯⋯⋯⋯⋯⋯⋯⋯⋯⋯⋯⋯⋯⋯⋯⋯⋯⋯⋯⋯1

标准地名录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清江街道办事处概况⋯⋯⋯⋯⋯⋯⋯⋯⋯⋯⋯⋯⋯⋯⋯⋯⋯⋯⋯⋯⋯⋯⋯⋯⋯⋯⋯⋯3

闸口街道办事处概况⋯⋯⋯⋯⋯⋯⋯⋯⋯⋯⋯⋯⋯⋯⋯⋯⋯⋯⋯⋯⋯⋯⋯⋯⋯⋯⋯⋯9

城北街道办事处概况⋯⋯⋯⋯⋯⋯⋯⋯⋯⋯⋯⋯⋯⋯⋯⋯⋯⋯⋯⋯⋯⋯⋯⋯⋯⋯⋯⋯17

郊区公社概况⋯⋯⋯⋯⋯⋯⋯⋯⋯⋯⋯⋯⋯⋯⋯_⋯⋯⋯⋯⋯⋯⋯⋯⋯⋯⋯⋯⋯⋯⋯27

城南公社概况⋯⋯⋯⋯⋯⋯⋯⋯⋯⋯⋯⋯⋯⋯⋯⋯⋯⋯⋯⋯⋯⋯⋯⋯⋯⋯⋯⋯⋯⋯⋯33

钵池公社概况⋯⋯⋯⋯⋯⋯⋯⋯⋯⋯⋯⋯⋯⋯⋯⋯⋯⋯⋯⋯⋯⋯⋯⋯⋯⋯⋯⋯⋯⋯⋯37

清江果园概况⋯⋯⋯⋯⋯⋯⋯⋯⋯⋯⋯⋯⋯⋯⋯⋯⋯⋯⋯⋯⋯⋯⋯⋯⋯⋯⋯⋯⋯⋯⋯41

=、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称⋯⋯⋯⋯⋯⋯⋯⋯⋯⋯⋯⋯⋯⋯⋯⋯⋯⋯⋯⋯⋯⋯⋯⋯⋯43

三、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

苏皖边区政府旧址概况⋯⋯⋯⋯⋯⋯⋯⋯⋯⋯⋯⋯⋯⋯⋯⋯⋯⋯⋯⋯⋯⋯⋯⋯⋯⋯⋯45

周恩来总理童年读书旧址概况⋯⋯⋯⋯⋯⋯⋯⋯⋯⋯⋯⋯⋯⋯⋯⋯⋯⋯⋯⋯⋯⋯⋯⋯46

清江浦楼概况⋯⋯⋯⋯⋯⋯⋯⋯⋯⋯⋯⋯⋯⋯⋯⋯⋯⋯⋯⋯⋯⋯⋯⋯⋯⋯⋯⋯⋯⋯⋯47

韩信城和韩母墓概况⋯⋯⋯⋯⋯⋯⋯⋯⋯⋯⋯⋯⋯⋯⋯⋯⋯⋯⋯⋯⋯⋯⋯⋯⋯⋯⋯⋯48

慈云寺概况⋯⋯⋯⋯⋯⋯⋯⋯⋯⋯⋯⋯⋯⋯⋯⋯⋯⋯⋯⋯⋯⋯⋯⋯⋯⋯⋯⋯⋯⋯⋯⋯49

禹王台概况⋯⋯⋯⋯⋯⋯⋯⋯⋯⋯⋯⋯⋯⋯⋯⋯⋯⋯⋯⋯⋯⋯⋯⋯⋯⋯⋯⋯⋯⋯⋯⋯50

城南公园概况⋯⋯⋯⋯⋯⋯⋯⋯⋯⋯⋯⋯⋯⋯⋯⋯⋯⋯⋯⋯⋯⋯⋯⋯⋯⋯⋯⋯⋯⋯⋯51

四，人工建筑物名称

清江大闸概况⋯⋯⋯⋯⋯⋯⋯⋯⋯⋯⋯⋯⋯⋯⋯⋯⋯⋯⋯⋯⋯⋯⋯⋯⋯⋯⋯⋯⋯⋯⋯53

里运河概况⋯⋯⋯⋯⋯⋯⋯⋯⋯⋯⋯⋯⋯⋯⋯⋯⋯⋯⋯⋯⋯⋯⋯⋯⋯⋯⋯⋯⋯⋯⋯⋯54

水门桥概况⋯⋯⋯⋯⋯⋯⋯⋯⋯⋯⋯⋯⋯⋯⋯⋯⋯⋯⋯⋯⋯⋯⋯⋯⋯⋯⋯⋯⋯⋯⋯⋯55

五，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9

六、图片

七、淮阴市历史建置沿革表⋯⋯⋯⋯⋯⋯⋯⋯⋯⋯⋯⋯⋯⋯⋯⋯⋯⋯⋯⋯⋯⋯⋯⋯⋯⋯⋯61

八，国务院和省、市人民政府通知(附。命名，更名、复名表)⋯⋯⋯⋯⋯⋯⋯⋯⋯⋯⋯⋯63

九、地名录汉字首字笔划索引⋯⋯⋯⋯⋯⋯⋯⋯⋯⋯⋯．．．⋯⋯．．．⋯⋯．．．．．．．．．⋯⋯⋯⋯⋯⋯79

十，编后记



■'
d#
艟

一●■

⋯⋯⋯⋯一
”一

匝驽嘛窿蜓裂糕斗旧长<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淮阴市概况

淮阴市地处苏北平原中部，明朝以来一直是淮(安)、扬(州)、徐(州)，海(州)之间的著

名重镇，现市区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淮阴市系江苏省辖市，市政府驻淮海北路。市区东南与淮安县接壤，其余和淮阴县毗

连，面积约96平方公里，人口24．6万人，绝大多数是汉族，亦有少数回、蒙、满，壮等族。

市区设清河、清浦两个区，辖清江，闸口、城北三个街道办事处和城南，钵池，郊区三个人

民公社。

全境地势平坦，高程8-15米，属黄淮平原，沙土分布最广，粘土次之。废黄河、京杭运

河横穿东西。气候属暖温带与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冬季干燥寒冷，夏季炎热多雨，年均温

14℃，一月、七月均温分别为0．6℃、27℃。无霜期214天，年均降水量950毫米。

据考古部门研究，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青莲岗文化时期，淮阴及其周

围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始置淮阴县，因地处淮河南岸故名。

汉代仍称淮阴。三国时属魏，南北朝时曾为宋、齐、梁、东魏、北齐、陈等辖地。先后曾改名为

兖州镇、北兖州镇，寿张县，怀恩县等，隋朝并入山阳县，唐和北宋时复称淮阴县，金时改为

镇淮府。自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民国元年均称清河县，后仍称淮阴县。1945年淮阴第

一次解放改称清江市，1948年第二次解放与淮安城区合并成两淮市，1949年3月恢复淮阴县，

1951年春划城区为清江市，1958年9月又与淮阴县合并成淮阴市，1964年县、市分治，复称

清江市。1983年3月清江市更名淮阴市。

清江浦的兴起，始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为通漕运，平江伯陈碹举民工疏浚沙河(原

宋代乔维岳所开，已淤塞)，从淮安末日(河下)到鸭陈口(今杨庄磨盘口)，计40里，与邗

沟(古运河)相通，并将沙河更名为清江浦(后形成地名，沿用至今)，沿途建移风、清江，

福兴，新庄四闸，以控制水位。从长江入运河的漕运均由清江浦直达大清河上溯。清乾隆二

十七年(1762年)，清河县治移至清江浦。同治三年(1864年)，漕督吴棠于此筑砖城，周长

1274丈，开东安澜，西登稼、南迎薰、北拱辰四门。．

明清两朝，淮阴是水陆交通要道。漕运地位极其重要，素有“南船北马”、搿九省通衢”

之称。年运漕粮最多达400万担左右。每当运粮季节，12，000余艘漕船，12万余漕军，靠帆樯

衔尾，绵亘数省”，经清江浦北运京城。为供应漕运的船只，明时在清江浦兴建江宁、山东、凤

阳，直隶四大造船厂，年造船量达680艘。于是“清江浦居人数万家，央河二十里”，市井日

稠，商业繁荣。清道光十一年，淮北盐栈迁到淮阴西坝，设有18家盐栈，曾开挖一条从王营

至海口的盐河，又于1910年兴修西坝至杨庄，铁路头两条盐运专用铁路，将淮盐经淮河和运

河运往东南数省。周恩来总理在《射阳忆旧》一文中写道：“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

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斗。

清末，因海运兴起，陇海铁路建成通车，以及京杭运河失修，漕运，盐运不经清江浦而转

海上和铁路运输，又因水灾濒发，连年战乱，民不聊生，逐渐失去了往日之繁荣景象，至解

l



放时人口仅有四万余人。

淮阴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4年至1907年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读书、生活

过。1925年，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同志，来淮阴传播马列主义。1927年，中

共江苏省委派何孟雄同志来淮阴视察，指导建党工作。国民党为了加强其反动统治，曾在淮

阴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7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亦由镇江迁入。1939年2月为日寇侵

占。淮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945年9

月获得第一次解放。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

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清江市为苏皖边区政府驻地。1946年秋，国民党反

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又占领清江。1948年1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清江第二次解放，建立

了巩固的人民政权，从此淮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

解放后淮阴市区的工业建设发展较快。解放前只有几家手工作坊，现已建成轻纺、食品、

化工，机械、电子、建材等213个工业企业。市区东南为食品工业区，西南为轻纺、化工区，

城北为机械工业区。1981年，工业总产值8．8亿元，比1949年增长228倍，全年为国家提供的

税利达1．52亿元。主要工业产品有拖拉机、电动机、轴承、齿轮、变压器、手推胶轮车、自

行车，卷烟、罐头、机制纸，棉纱．棉布，化肥、农药等。青豆罐头、齿轮泵、乙醇胺，苯

酐、医用缝合针、复兴隆铁锅、利民牌牙膏、玫瑰牌香烟，被评为部和省级优质产品。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也有所改观。1952年拆除旧城墙，改建环城马路，

以后陆续扩建了老市区的花街，东大街、西大街，人民路，河北路、石码头街等主要街道和

北门桥，新建了淮海路、延安路、健康路、和平路、解放路、城西路和淮阴运河大桥、王营

大桥、水门桥、清浦桥。为方便群众，开辟了六条公共汽车线路，将城郊连成一片。自来水J二

下水道等城市公用事业都从无到有的发展起来。城市住宅区成片兴起，仅据1980、1981年统

计，兴建职工宿舍就达23万平方米。商业网点亦相应发展。市中心已由花街、东大街，西大

街等旧城区向楼群林立、道路宽广的淮海北路发展。贯穿市郊的京杭运河经整治后，可通行

2，000吨级的船队，京杭运河北岸建成了机械化的南港码头。客船北达邳县，南至镇江，并

新开淮阴至无锡的旅游客班轮。1977年又新建了一座占地5万平方米，日客流量可容1万人次

的淮阴汽车站，省内和邻省各重要城镇均可通达。

市郊三个人民公社共辖32个大队，288个生产队，有239个自然村。耕地5万多亩，其中

蔬菜地面积8，048亩。城南、钵池公社以产粮为主，郊区公社以种蔬菜为主，各大队都发展

了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解放后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土地已成为早涝保收田。1981年粮食总产达3，465万斤，蔬菜总产达4，045万斤，

群众生活逐步提高。

市区学校有大专1所，中专5所，中学23所，小学51所，在校学生5万余人，基本上普及初中教

育。文化体育设施主要有影剧院6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各1座，可容3万人的体育场和

3千座位的体育馆各1座，动物园1座。原市级医院4所，各街道办事处和人民公社均有医院。

市内的文物古迹，因解放前的战乱和水灾，毁坏甚多，现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苏

皖边区政府旧址。列入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t西汉时建的韩信城遗址和韩母墓，明代建

的清江大闸、文庙、关帝庙，清代建的荷芳书院、清江浦楼、慈云寺，1946年新建的若飞桥

等。周恩来总理童年读书旧址，经过修葺已恢复原貌。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管县体制

的建立，淮阴这座古城，正焕发青春，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阔步前进l



标准地名录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城区和公社概况)



清江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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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街道办事处概况

清江街道办事处位于市区西南部，因辖区内古迹“清江浦”楼得名。市委，市政府机关，

化工企业及轻纺工业几个骨干厂集中境内。东以淮海南路为界，与闸日办事处相邻I西南与

郊区公社运河、四季青大队接壤，北至里运河与城北办事处隔河相望。面积5平方公里，辖

23个居委会，人口约5．4万。

1948年12月清江第二次解放后，在境内设荷生，人和，新义三个镇，1954年并为公园

镇。1958年属清江人民公社公园管理区。1962年单独成立清江人民公社。1981年1月改称清

江街道办事处，驻地在人民南路。

境内有路16条，街11条，巷32条，居民新村3个。西大街是境内东西走向的主要街道，

西起旧城西门，东至淮海南路，长约800米，原为5米宽的石板路，1952年拓宽为12米的柏

油路。沿路有市委、市政府，淮阴中学、百货商店等单位。人民南路贯穿辖区南北，北起北

门桥，南至解放西路。沿路有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科委、清江电影院、体育馆、城南

公园、图书馆、保健院，体育场等单位。辖区东边与闸口办事处接壤的淮海南路，北起水门

桥，南至淮阴运河大桥，长2，800米，宽约50米，这是北方各地至南京的咽喉要道。沿路主

要单位有市人民医院，地区中医院、延安露天电影院、东方红中学，地区邮电局、供电局，

印染厂，服装厂、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等。

解放前一片荒凉的城西郊，如今新建了大庆路，解放西路、化工路，延安西路，城西路

等工业干道，沿途有淮阴发电厂、光华化学厂，淮阴卷烟厂，清江棉纺织厂，清江合成纤维

厂、石油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磷肥厂、化工机械厂，化工研究所、钢铁厂，

焦化厂及职业病防治院等。

辖区南沿是1958年新开的京杭运河，南港码头吊车林立，马达轰鸣，可停靠2，000吨级

船队，设计年吞吐量为200万吨，是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成品的集散地，也是南北水运旅

客的必经之道。

境内的街道企业不断发展，现有街道工厂15家，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48个，安置待业

青年和居民1，000余人，1981年工业产值达348万元。为方便近郊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和城市人

民生活，在新民路、西大街、大庆路、设立了3个贸易市场。

名胜古迹有t明代建的关帝庙、清代建的荷芳书院，搿清江浦”楼，1945年设立的苏皖边

区政府旧址。

注：市委，市政府机关指原清江市市委、市政府机关。

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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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街道办事处地名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曾 用 名

清江街道办事处 Qingjiang Ji6daobanshich0

街

淮海南路Hu6．ih6．i N6．nlO

人民南路 R∈nmfn N6nlO

长 青 路 Ch6ngqing LO

港 口 路 G6ngk6u LO

淮 三 路Hu6．isan LO

北京南路 B芒ijing NanlO

城 西 路 Ch6ngxi LO

河南西路H∈nan XTIO

环城西路Huanch否n9 XilO

大 庆 路Daqlng LO

新民西路Xinmin XilO

解放西路 Ji芒fang XilO

延安西路 Yan’an XilO

化 工 路Hua．96ng La

槐 树 路HuaishO LO

t

道

备 注

驻人 民南路

博 古 路 北起水 门 桥

南至淮阴运河大桥

；ibfl大街、南门大街北起北 门 桥

公园大街 南至解 放 西 路

红 卫 路

河 南 路

环 城 路

新 民 路

解 放 路

延 安 路

延 安 路

北起大 庆 路

南至解 放 西 路

北起解 放 西 路

南至淮阴轮船站

北起解 放 西 路

南至京杭运河运南渡口

北起清 浦 桥

南至延 安 西 路

北起河 南 西 路

南至延 安 西 路

东起水 门 桥

西至磷 肥 厂

沿旧城基西部

东起环 城 西 路

西至北 京 南 路

东起淮 海 南 路

西至长 青 路

东起淮 海 南 路

西至城 西 路

东起淮 海 南 路

路路厂舍路宿南

西西胶局

电民城城椽邮人至起至起至西东西东西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青 ■ 用 名

前 进 路 Qianjln L0

西 大 街Xi Dajie

南门小街 N(znm∈n XiaojiE

洪 门 街①H6ngm6n JiE

水门西后街 Shulm∈n Xih6ujiE

北门东后街 B芒im6n D6ncjh6ujiE

北门西后街 B芒im(m Xih6ujiE

荷花池街HEhuach[JiE

火星庙街Hu6xfngmi&o Ji否

城 中 街 Ch∈ngzh6ng JIE

游府西街⑦ Y6uf五xTjle

东风大街

港 口 路

城 西 街

卫 生 街

朝 阳 街

镇署街，县府街

红星街

向阳西街

南门东后街 N0．nm6n D6nghSujie 城南东后街

安 乐

育 善

巷

巷

五nI色Xicang

YOshan Xiang

官 园 坊@ Guanyub．nfang

同 心 巷T6ngxfn Xiang

赵 家 楼 Zhaojial6u

巷

安 全 巷

利 民 巷

跃 进 巷

同 庆 巷

文 元 巷 W(myu(zn Xiang 文 化 巷

备

东起宝

西至淮

东起淮

西至旧

北起人

南至解

北起河

南至大

东起淮

西至赵

东起赵

西至人

东起人

西至淮

东起人

西至淮

北起城

南至施

东起新

西至居

东起淮

西至火

东起居

西至人

注

塔 路

海 南 路

海 南 路

西 门

民 南 路

放 西 路

南 西 路

庆 路

海 南 路

家 楼

家 楼

民 南 路

民 南 路

中 东 巷

民 南 路

中 东 巷

中 街

家 桥

巷

民 区

海 南 路

星 庙 街

民 区

民 南 路

北起水门西后街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水门西后街

南至赵 家 楼

北起育 善 巷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官 园 坊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河南 西 路

南至文 元 巷

北起赵 家 楼

南至西 大 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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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丰 济 仓④ F否n9jicang

新 巷Xin Xidng

草 市 口 Cdoshik6u

余 春 巷 Y6chOn Xidng

四 条 巷 Siti(10 Xiang

■ 用 名

丰收巷曙光街

新 市 口

青 春 巷

北 益 巷 B芒iyi Xidng 北 隘 巷

南 巷 Nan Xia．ng

人 和 巷 R∈n舱Xiang 人民巷仁和巷

青 云 巷 Qingy6n Xia．n9

施 家 桥 Shijiaqi(10

施家桥南巷 Shiji&qi(10 Nanxiang

文 渠 里 W∈nq6 Ll

常 家 井 Ch6．ngjia,jlng

赞化宫巷 Zanhua96ng Xidng

和 平 巷H4plng Xiang

和平东巷H4ping D6ngxiang

和平西巷H∈plng Xixiang

碧 霞 宫 Bixi6．96ng

光 明 街

光 明南巷

红 渠 里

东 升 巷

和平西里

和平西里

和平西里

和平西 里

一小街西巷Xi60ji∈Xixian9 城南西后街

6

备 注

北起市政府宿舍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西 大 街

南至城 中 街

北起西，大 街

南至城 中‘街

北起城 中 街

南至北 益 巷

东起火星庙街

西至余 春 巷

东起四 条 巷

西至南 巷

北起城 中 街

南至施 家 桥

东起南 巷

西至人民南路

东起南 巷

西至施 家 桥

东起火星庙街

西至人民南路

北起施 家 桥

南至人民南路

北起施，家 桥

南至环城西路

北起施 家 桥

南至文 渠 沟

东起淮海南路

西至文 渠 沟

北起赞 化 宫

南至环城西路

北起赞 化 官

南至环城西路

北起赞 化 富

南至环城西路

北接新民西路

东通小街西巷

东起南门小街

西至碧 霞 官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曾 用 名

苍 松 巷@ Cengs6ng×ian9

荷花池南巷 H∈huachf N石．nxi0．ng 卫生街南巷

荷花池西巷H否huachf Xixiang 卫生街西巷

谈 大 院Tandayua．n

滴 水 巷Dishul Xiang

淮中东巷’HuO．izh6ng D6ngxian9

翻 身 巷

卫 生 巷

浦 南 巷@PGn6．n Xiang 南 京 路

居 民 区

前 进 村 Qia．njln COn

解放新村 Ji芒fc3．n9 XTn03n

化工新村Hua．gang XTncon

西门居委会

北门居委会

新生居委会

人民居委会

施家桥居委会

公园居委会

城南居委会

新民路居委会

城河居委会

小街居委会

南门居委会

洪门居委会

南新村居委会

浦南居委会

浦楼居委会

居 民 叠 员 会

XTm(m JOw芒jhu t

B芒im6n J0v岿ihu l

Xinsh暑ng JOw荟ihu t

R(mmfrl JOw目hul

ShTjiaqiao JOwi5ihu|

G6ngyu石．n J0wt5ihu 1

Ch6ngn6．n jdw芒；hul

XTnmfnli)JGwi§ihu i

C哺ng艏JGw芒ihu i

Xlaoiia JOw芒ihul

N0．nm6n J附芒ihu T

H6ngm∈n Jdw芒ihu t

N(snxin03n JOw崮huI

PGn0．n J豇w芒ihul

P舀f6U J[iw芒lhui'

备 往

东起蔬菜大队

西至淮海南路

北起荷花池街

南至西 大 街

东起荷花池南巷

西至淮中东巷

北起居 民 区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荷花池南巷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荷花池西巷

南至西 大 街

北起大 庆 路

南至解放西路

前进路南德

解放西路南侧

电厂河东侧

城西路东侧

延安西路北侧

民南路

家 楼

市 日

春 巷

家 桥

家 井

海南路

民西路

民东路

门小街

门小街

大 街

放新村

庆 路

庆 路

7

人赵草余施常淮新新南南西解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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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解放路居委会

大庆路居委会

延安路居委会

化工新村居委会

路南居委会

城西居委会

前进居委会

港口居委会

8

汉 语 拼 音 曾 用 名

Ji芒fangIa JOw芒jhu i

Daqing J0 JOw芒ihu 1

Yan’anlO JOw否ihu i

Hua96ngxTncOn JOw芒ihu 7

LOnan JOw芒ihu i

Ch6ngxT JOw芒ihu i

Qi6．nj ln JOw芒ihu i

Gangk6u JOw芒ihu i

备 注

驻解放西路

驻大 庆 路

驻延安东路

驻化工新村

驻化 工 路

驻城 西 路

驻前 进 村

驻港 口 路

注I

①洪门街l此街原有一口红n寺”，因常失火，取避火意，改称口洪门寺”。相传黄天霸

“捉拿费德功，火烧红门寺”即在此。此街由寺得名。

②游府西街l清同治年间，游府衙门设此，故名。

⑧宫固坊。清代官宦住宅，巷首树有牌坊，称“官园坊力，后为巷名。

④丰济仓l巷内有清道光23年设置的粮仓，以备漕运，此巷因仓得名。

⑤苍松巷。．巷内为退休老干部新建的住宅区，故名。

⑥浦南巷；清江浦楼之南，故名。



闸口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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