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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兰}
刖 青

《浦城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3 O 5号文件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在省、地区地名办

指导下编辑的。它是我县一九八。年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编制《地名录》，是一件严肃的，富有科学性的工作。在县委、

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本县的地名普查，采取领导、群众和专职人

员三结合的方法，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参照历史，查阅资料，反复

核实，确定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恢复了因十年动乱被改掉的地

名，更正了1。5万地形图上标错的地名，更改了需要更改的地名。

总的原则是：注意地名的科学性、政策性，群众性，尽量保持地名的

稳定。可改可不改的地名不改，实在不宜使用的地名予以更改或调

整；群众惯用的地名不作轻易变动， “文革”中更改而群众尚未要求

恢复的地名，一般也不更动。

这次地名普查中，共普查了七千二百多条地名，其中列入《地名

录》的有四千二百六十条。今后，一律以本《地名录》的标准名称为

准，凡不一致的应改正过来。如有新增地名，必须履行审批手续。

、地名是人类的一项文化遗产，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继承

它。这本《地名录》辑录了我县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企事业和行政单

位、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五大类的地名，

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为发掘自然资源，促

进生产，发展经济，方便邮电交通，以及编写《地方志》，提供了比’

较准确的地名资料。录入的地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标音，不仅适应国

内文字改革的需要，而且有利于国际交往，便于侨胞同祖国的联系。

但这本《地名录》并不是浦城县地名的全貌，县内还有许多山峰、沟

壑、小溪和古迹等地名，尚未列入，有待今后根据需要进行补充，俾

臻完善。 ·

、 浦城县地名办
。

公元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凡 例

一、本《地名录》以标准地名为正文。县政区图、城区图和县概

况并列于前。镇，社概况插入区划地名之中。其他概况汇入附录，排

列于后。附件一命名，更名表中的标准地名，供通用。附件二摄影

选，供浏览o

二，正文中的标准名称计四千二百六十条，汇集了全县行政区划

和居民点的地名，并辑录了部分企事业，行政单位和主要的人工建筑

的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及纪念地、名胜古迹的名称。别名栏中加括弧

(’)者为曾用名。

三、标准名称的汉语拼音按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制定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中国地名委员会的《城市

名称拼写规则(草案)》及福建省地名学研究会《关于地名汉语拼音

的拼写规则》拼写o-
’

四、人工建筑物的录取线：水库蓄水量1 0万立方米以上，电站

装机容量2 0千瓦以上，桥梁长度5 0米以上，但具有独立方位意义
1只9—7 {‘

的旧拱桥，也酌情录入。桥梁备注如二等f_二石，其含义为长1 5 2

米，，宽7米，载重量1 O吨的石结构。

五、县概况的统计数字，基本上以县统计局1 9 8 O年年报为准。

某些数字也使用农林、水利、交通、教育和气象等部门提供的数据。

公社排列按笔划为序，其概况中数字以1 9 7 9年公社年报数字为依

据，仅临江公社概况采用1 9 8 O年公社年报数。

六、县政区图是依照省测绘局1 9 8 0年版1：2 5万福建省政区

图标绘的。图中的县界、公社界，按地名普查规定，不作为解决山权

和林权纠纷的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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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县政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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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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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 城 县 概 况

浦城县在福建省北端，位于

北纬27。327—28。19 7、东经

1180 11 7二118。47 7之间。地处

闽、浙、赣三省接合部。北部、

东北部和东部分别与浙江省的江

山县、遂昌县和龙泉县相邻，东

南、南部与松溪县、建阳县相

连，西与崇安县相接，西北部与

江西省广丰县交界。全境总面积

3379．52平方公里。县辖1个镇，
1 6个公社，4个农、茶、良种

场，1个农科所，1个水库管理

处。下分5个居委会、2 7 9个

大队，共2 8 6 7个自然村，计

360，253人，属汉族①o境内方

言复杂，基本上分属吴语和闽北
、十
诸。 一

浦城系古代闽越族开发之

地，建城早于置县②，历史悠

久。
， 浦城肇建于西汉中期，因东

越王余善筑城临浦(濒临水边之

意)得名。汉武帝征服东越后，

徙其民，城废。东汉建安十二年

(公元2 0 7年)，分侯官(今闽

侯)北乡地，置汉兴县。三国

时，吴永安三年(公元2 6 0

年)，改名吴兴。两晋、南朝因

之。隋时，并入建安。唐武德四

年(公元6 2 1年)复置，改为

唐兴县。武周天授二年(公元
6 9 1年)，改名武宁。唐神龙

元年(公元7 0 5年)，复名唐

兴。唐天宝元年(公元7 4 2

年)，正式定名浦城县，属建

州。宋初，隶建宁军。元初，属

建宁路，隶福州行中书省。明、

清两代，隶建宁府。民国初，属

建安道。公元一九二七年，直隶

于福建省政府o，

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

在境西大路、樟村等地，先后建

立了党组织；又在境西、境南、

境东边界，成立了广浦地委、浦

松政地委、龙浦地委，开辟了革

命根据地o 1932年9月，方志敏

同志率领红十军进军闽北，攻克

浦城县城，播下革命种子。1949

年5月13日，浦城解放。同年

夏，组成浦城县人民民主政府。

1 9 4 9年1 2月，正式成立浦城

县人民政府，属建阳专区。1956

年原水吉县撤销前，将今濠村公

社属地并入浦城县，改属南平专

区。现属建阳地区。

浦城县简称“浦’’，旧志多



称_浦邑"。其别名“柘浦"，

因境内主流柘溪得名。柘溪一名

南浦溪，故浦城别称“南浦"o

《史记·东越列传》载：西汉元

封元年(公元前1 1 0年)，武

帝用兵东越， “故越衍侯吴阳以

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o

这里所说的汉阳，《读史方舆纪

要》和《辞海》1979年影印本都

指在福建浦城县北。在今仙阳公

社溪东、后山一带，已发现汉印

纹陶残片散露于古城遗址。因

此， “汉阳"是浦城古代的异

名。宋代，浦城鼎盛，出了神童

杨亿，理学家真德秀，丞相章得

象等十几位名人，县北官驿大

增，以渔梁驿为著。驿外渔梁

山，时称十大名山之一，其瀑布

居天下第三。爱国诗人陆游曾到

驿投宿赋诗，名将韩世忠也曾驻

军于此⑧， “渔梁’’之名大噪，

成为浦城又一异名。

浦城县处于闽北山区。全县

地势由东北部和西部向中、南部

倾斜。仙霞、武夷两山余脉交接

于境北低山丘陵。仙霞岭的余脉

从东北向东南环绕县境，千米以

上的山峰有五十多座，其中位于

东北部的营盘尖，海拔1664米，

是本县最高峰，岩性多属花岗岩

和火山岩。武夷山脉的余脉纵列

境西，大致呈南北走向。其山峰

多在千米左右，岩性多属中生界

火山岩。中部由大片燕山期花岗

岩所组成的低山丘陵，经河流下

切侵蚀，形成许多宽谷盆地，其

四周山地坡度和缓，又多与低山

相连，易于引水，便于开辟梯

田。其土壤大致是：山地由中部

向四周有红壤、灰化红壤与山地

灰壤更替分布；盆地以乌土田、

砂土田和烂泥田为主。

境内河流溪涧，分属两大水

系，正如旧志所称“地尽上游”。

县北的渔梁岭和县西的铸岭头，

是长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分水

岭。境东北的福罗山(古名泉

山)，北麓水向东北流，汇瓯

江，南麓水入南浦溪，注闽江；

境北洋碧山，北坡水去浙江，南

坡水入盘亭溪，西出江西信溪，

形成了我县南北两大主流的南浦

溪与盘亭溪，而以南浦溪为县内

最大的干流，具树枝状水系特

征，其流程长达1 4 8．5公里，

流域面积约2 8 6 2平方公里。

两主流沿岸分布着石陂、水北、

临江，永兴，富岭、万安、莲

塘、南浦、仙阳、忠信、管厝和

盘亭等河谷、山问盆地。盆地河

段宜于引水，有利灌溉；峡谷河

段水力丰富，利于发电。

全境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域。由于受山川影响，境内温度



变化复杂，东西两侧山区较低，

中、南部河谷地带较高。年平均

气温17．5。C，最冷的一月份为

6．2。C，最热的七月份为27．9

。C，年积温4500。C-'--5500。C。

平均年降水量2000毫米，无霜期
2 5 8天。灾害性天气有倒春

寒、五月寒和秋寒。

工业生产。解放初只有发

电、制材、碾米、松香等几个小

厂。现有采矿、机械、制药、化

工，肥料、建材，以及食品加

工、茶叶加工、纺织、造纸、瓷

器、皮革、香料等6 2个企业单

位。优质产品有县农械厂的丰

收一五型手摇喷粉器，名列全国

第二。主要矿产有黄铜矿石和硫
铁矿石(伴有铅锌、铝、钻、

金、银等)。还有钨、煤、萤石

(氟石)、高岭土矿等，可供开

采。主要外贸产品有松香、兔

毛、香精、皮革箱、小花伞，精

制绿茶等。1980年工业产值4307

万元，社队企业总收入1718万

元o

农业为全县经济的主要部

份o 1980年有耕地58．89万亩，

其中水田56．41万亩。粮食作物

有水稻、甘薯、玉米、大豆等。
1 9 8 0年全县集体粮食总产量

40735万斤(亩产7 3 8斤)，比

1979年增产2557万斤(亩增4 8

斤)。1980年完成国家商品粮任

务10500万斤，素有“闽北粮仓”

之称。经济作物有油菜、薏苡、

花生、籽瓜、糖蔗、烟叶、茶叶

等o 1980年茶叶面积5．64万亩，

与1949年相比，茶叶面积扩增

4 2倍，茶叶产量增长4 7倍。

管厝公社的薏米，在．广交会享有

盛名，远销国内外。畜牧业以养

猪，养牛为主。近几年，还大力

养殖羊、长毛兔、鱼、蜂等。1980

年全县存栏生猪14．57万头，耕

牛2．2万头，羊4600头，长毛兔

5．16万只，蜂5200箱，鱼4900多

担，家禽5 0万只。1980年农业

总产值7 3 5 5Z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6 2％。。社员人平纯收入
1 1 1．9 8元。

全境山地面积402．9万亩，

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现

有林地2 6 7万亩(用材林216．3

万亩、竹林32．9万亩、茶果经济

林1 8万亩)，覆盖率达53％o

其中芳樟树1．13万亩，是全国十

大香料基地之一。主要林副产品

有香料、松脂、笋干、厚朴、香

菇和木竹产品等。我县原列“福

建林区矽之一，三十年来向国家

提供木材达267．3万立方米，年

平均8．9万立方米。人工造林
1 5 9万亩，年平均造林5．3

万亩。但全县木材蓄积量下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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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蓄积量1 0 7 2万立方米，

可伐量5 2 4万立方米，因长期

过量砍伐，到1 9 7 8年木材蓄积

量降为4 8 7万立方米，可伐量

降到1 8 O万立方米。

建国以来，兴修水库、山

塘、引水工程等水利设施3 1 0 0

多处，蓄水量6800多万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3 7万多亩，占稻

田总面积的6 7％；旱涝保收面

积2 7万多亩，占水稻田总面积

的47．3％o东风水库、龙岭下水

库和东坑水库是县内三个中型水

库，三者库容量现达3774万立方

米。1 9 8 O年末有大、小水(火)

电站269处，总装机容量1 3 5 2 5

千瓦。其中旧馆电站较大，装机

容量3200千瓦，年发电量1 1 7 5

万度。 ．

我县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o
1 9 4 9年境内公路仅2条共长
1 1 4公里，1 9 8 0年达1 8 7

条总长1 1 8 9．9 7公里(其中

新建社道公路3 6 2．7公里，未

验收)。干线有江(山)(建)

瓯公路，北通浙赣铁路，南连外

福铁路；丽(水)浦(城)公路

东出龙泉，达丽水；古(溪)

(上)饶公路西北出广丰，抵上

饶；浦(城)赛(岐)公路从东

南出松溪，通往宁德地区。还有

洋(溪)上(坞)公路西往崇

安。各公社都有县道公路连接干

线，并有2 5 1个大队通汽车，

基本上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以

干线为骨架，以县道、社道公路

为脉络的交通运输网。

全县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

速。县有影剧院3所，有文化

馆．．图书馆、广播站、人民广

场、赣剧团。县、社有3 6个电

影队。社社有文化站和广播站。

现有中学18所，教职员工1250人

(中学753人、初中班497人)，

中学生2 2 3 2 3人；小学l 0 4 2

所，教师2252人，小学生66，050

人。初中教育有了很大发展。还

有业余中学1 1所，学生7 9 6

人；幼儿园3 7．2所，人园幼儿

9 7 4 5人。此外，尚有地区师

范、技工分校共4个班。解放初

全县只有1个卫生院、4张病

床。今有县医院、中医院、县防

疫站和公社卫生院共2 0所，病

床6 1 6张，卫技人员6 6 6人。

且有驻军部队医院、森工医院，

人民群众就医比较方便o 。

我县早有“文物之邦”称

誉，历代名士爱此山水奇秀，择

地而居者颇多。据旧志记载，县

有吴山耸翠、越台晚照、南浦绿

波、仙林春色、风池云影、天心

月华，梦笔晴岚、锦工石壁④等

“浦城八景”o 1 9 5 8年南平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区文物普查队浦城分组，查明新

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刻、碑记共79

处，划定大口窑宋瓷遗址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列出越王台，妙

云寺、大云寺等4 1处为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1 9 8 1年复查出

石排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古

文化遗址，并于汉阳城、汉大泽

营、旧城等古遗址发掘出大量的

石斧、石箭镞和汉印纹陶残片等

文物。县内尚有浮盖山、渔梁

山、油果山(荣华山)和小武当山

等风景区，可供旅游与避暑。

浮盖山原名盖仙山，周遭三十

里，怪石嶙峋，碧水环绕，惜

混沌未凿。明代地理学家、旅

行家徐霞客写《游浮盖山记》，

赞美仙坛、龙洞、龙池之胜。历

代名士过游浮盖山，以诗记趣尤

多。南宋文学家汪藻游此，更盛

赞胜地高寒仙雅，有《登浮盖

山》诗： ．

策杖扪萝到岭头，

十年曾此一经游。

澄涵泉泻东西涧，

突矾山蟠南北州。

翠顶冻云寒六月，

丹炉留药暖千秋。

腾身已出尘寰外，

更欲乘风傍斗牛。

注 释：

① 3 6 0 2 5 3人中，仅有回、畲，苗，

彝、壮、满、蒙古族和马来亚人8 9

名。 (第三次普查总人口3 6 4 0 4 1人

中，少数民族人口已增至2 4 5人)

②见《浦城文史资料·浦城建置沿革》，

建城当在公元前1 l 2年(汉元鼎五年)

余善发兵拒汉道之前，比正式置县早三

百余年。

③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浦城县

志》和《剑南诗稿》。

④ “锦工秒二字乃宋代朱熹亲笔所书，刻

在大石溪石壁上。1 9 7 9年因建岩谷井

水坝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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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凡例

浦城县政区，城区图 ，、

浦城县概况⋯⋯⋯⋯⋯⋯⋯⋯⋯⋯⋯⋯⋯⋯⋯⋯⋯⋯⋯⋯⋯⋯⋯⋯⋯⋯⋯⋯⋯⋯

· 目，。I⋯ 次

标准地名’

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一 南浦镇⋯⋯⋯⋯⋯⋯⋯⋯“Ⅲ⋯·j⋯⋯⋯⋯⋯⋯⋯∥⋯⋯．．．⋯i⋯：¨⋯⋯ l

九牧公社⋯⋯⋯⋯⋯⋯⋯⋯⋯⋯⋯⋯⋯⋯⋯⋯⋯⋯⋯⋯o o o o o oto⋯⋯⋯⋯ 6

万安公社⋯⋯⋯⋯⋯⋯⋯⋯⋯⋯⋯⋯⋯⋯⋯⋯⋯·：⋯⋯⋯。⋯⋯⋯⋯⋯⋯· l 4

山下公社⋯⋯⋯⋯⋯⋯⋯⋯⋯⋯⋯⋯⋯⋯⋯⋯⋯⋯⋯⋯⋯⋯⋯⋯⋯⋯⋯⋯．1 8

水北街公社⋯⋯⋯⋯⋯⋯⋯⋯⋯⋯⋯⋯⋯⋯⋯⋯⋯⋯⋯⋯⋯⋯⋯．．．⋯⋯⋯2 4

石陂公社⋯⋯⋯⋯⋯⋯⋯⋯⋯⋯⋯⋯⋯⋯⋯⋯⋯⋯⋯⋯⋯⋯⋯⋯⋯⋯⋯⋯ 3 O

永兴公社⋯⋯⋯j⋯⋯⋯⋯⋯⋯⋯⋯⋯⋯⋯⋯⋯⋯⋯⋯⋯⋯⋯⋯⋯⋯⋯⋯·· 3 6

古楼公社⋯⋯⋯⋯⋯⋯⋯⋯⋯⋯⋯⋯⋯⋯⋯⋯⋯⋯⋯⋯⋯⋯⋯．．．⋯⋯⋯⋯’4 3

仙阳公社⋯⋯⋯⋯⋯⋯⋯⋯⋯⋯⋯⋯⋯⋯⋯⋯⋯⋯⋯⋯⋯⋯⋯⋯⋯⋯⋯⋯．4 9

忠信公社⋯⋯⋯⋯⋯⋯⋯⋯⋯⋯⋯⋯⋯⋯⋯⋯⋯⋯⋯⋯⋯·：：⋯⋯⋯⋯⋯⋯ 5 8

官路公社⋯⋯⋯·’⋯⋯⋯⋯⋯⋯⋯⋯⋯⋯⋯⋯⋯⋯⋯⋯⋯⋯⋯⋯⋯⋯⋯⋯j·。6 8

临江公社⋯⋯⋯⋯⋯⋯⋯⋯⋯⋯⋯⋯⋯⋯⋯⋯⋯⋯⋯⋯⋯⋯⋯．-．⋯⋯⋯⋯ 7 3

莲塘公社⋯⋯⋯⋯⋯⋯⋯⋯⋯⋯⋯⋯⋯⋯⋯⋯⋯⋯⋯⋯⋯⋯⋯⋯”：⋯一：⋯··7 8

盘亭公社⋯⋯⋯⋯⋯⋯⋯⋯⋯⋯⋯⋯⋯⋯⋯⋯⋯⋯⋯⋯⋯⋯⋯⋯⋯”⋯⋯·‘8 4

富岭公社⋯⋯⋯⋯⋯⋯⋯⋯⋯⋯⋯⋯⋯⋯⋯⋯⋯⋯⋯⋯⋯⋯⋯⋯⋯⋯⋯“· 9 2

管厝公社⋯⋯⋯⋯⋯⋯⋯⋯⋯⋯⋯⋯⋯⋯⋯⋯⋯⋯⋯⋯⋯⋯⋯⋯⋯⋯⋯⋯·1 0 l

濠村公社⋯⋯⋯⋯⋯⋯⋯⋯⋯⋯⋯⋯⋯⋯⋯⋯⋯⋯⋯⋯⋯⋯⋯⋯⋯⋯一_l 1 2

水南综合农场⋯⋯⋯⋯⋯⋯⋯⋯⋯⋯⋯⋯⋯⋯⋯⋯⋯⋯⋯⋯⋯⋯⋯⋯⋯一·l 1 5

永平农场⋯⋯⋯⋯⋯⋯⋯⋯⋯⋯⋯⋯⋯⋯⋯⋯⋯⋯⋯⋯⋯⋯⋯⋯⋯⋯⋯⋯1 1 6

浦城县农科所⋯⋯⋯⋯⋯⋯⋯⋯⋯⋯⋯⋯⋯⋯⋯⋯⋯⋯⋯⋯⋯⋯⋯⋯．．．⋯1 1 6

浦城县良种场⋯⋯⋯⋯⋯⋯⋯⋯⋯⋯⋯⋯⋯⋯⋯⋯⋯⋯⋯⋯⋯⋯⋯⋯⋯⋯l 1 6

浦城县仙阳茶场⋯⋯⋯⋯⋯⋯⋯⋯⋯⋯⋯⋯⋯⋯⋯⋯⋯⋯⋯⋯⋯⋯⋯⋯．．．1‘l 7‘

东风水库管理处⋯⋯⋯⋯⋯⋯⋯⋯⋯⋯⋯⋯⋯⋯⋯⋯⋯⋯⋯⋯⋯⋯⋯⋯⋯l 1 7



(二>企事业，行政单位
．

机关，学校，医院，公司等名称⋯⋯⋯⋯⋯⋯⋯⋯⋯⋯⋯⋯⋯⋯⋯⋯⋯⋯·l l 8

场．厂，矿，站，道班，仓库等名称⋯⋯⋯⋯⋯⋯⋯⋯⋯⋯⋯⋯⋯⋯⋯⋯l 2 l

(三)‘自然地理实体

山，峰，洞，关隘，地片等名称⋯⋯⋯⋯⋯⋯⋯⋯⋯⋯⋯⋯⋯⋯⋯⋯⋯⋯l 3 1

河流、航道等名称⋯⋯⋯⋯⋯⋯⋯⋯⋯⋯⋯⋯⋯⋯⋯⋯⋯⋯⋯⋯⋯⋯⋯⋯1 3 8

(四)人工建筑

水库，桥，渡口，公路，亭等名称⋯⋯⋯⋯⋯⋯⋯⋯⋯⋯⋯⋯⋯⋯⋯⋯⋯l 3 9

(五)纪念地，名胜古迹

纪念地，游览地、古迹等名称⋯⋯·”⋯⋯⋯⋯⋯⋯⋯⋯⋯⋯⋯⋯⋯⋯⋯⋯l 5 8

附录

农，茶，良种场等概况⋯⋯⋯⋯⋯⋯⋯⋯⋯⋯⋯⋯⋯⋯⋯⋯⋯⋯⋯⋯⋯⋯⋯⋯⋯l 5 9

东风水库管理处概况⋯⋯⋯⋯⋯⋯⋯⋯⋯⋯⋯⋯⋯⋯⋯⋯⋯⋯⋯⋯⋯⋯⋯⋯⋯⋯l 6 3

福建省浦城铜矿概况⋯⋯⋯⋯⋯⋯⋯⋯⋯⋯⋯⋯⋯⋯⋯⋯⋯⋯⋯⋯⋯⋯⋯⋯⋯⋯l 6 5

浦城县硫铁矿概况⋯⋯⋯⋯⋯⋯⋯⋯⋯⋯⋯⋯⋯⋯⋯⋯⋯⋯⋯⋯⋯⋯⋯⋯一⋯⋯l 6 6

浦城县香料厂概况⋯⋯⋯⋯⋯⋯⋯⋯⋯⋯⋯⋯⋯⋯⋯⋯⋯⋯⋯⋯⋯⋯⋯⋯⋯⋯⋯l 6 7

●

浦城县旧馆水电站概况⋯⋯⋯⋯⋯⋯⋯⋯⋯⋯⋯⋯⋯⋯⋯⋯⋯⋯⋯⋯⋯⋯⋯⋯⋯l 6 8

龙岭下水库概况⋯⋯⋯⋯⋯⋯⋯⋯⋯⋯⋯⋯⋯⋯⋯⋯⋯⋯⋯⋯⋯⋯⋯⋯⋯⋯⋯⋯l 6 9

东坑水库概况⋯⋯⋯⋯⋯⋯⋯⋯⋯⋯⋯⋯⋯⋯⋯。⋯⋯⋯⋯⋯⋯⋯⋯⋯⋯⋯⋯⋯1 7 O

大口窑宋瓷遗址概况⋯⋯⋯⋯⋯⋯⋯⋯⋯⋯⋯⋯⋯⋯⋯⋯⋯⋯⋯⋯⋯⋯⋯⋯⋯⋯l 7 l

石排下遗址概况⋯⋯⋯⋯⋯⋯⋯⋯⋯⋯⋯⋯⋯⋯⋯⋯⋯⋯⋯⋯⋯⋯⋯⋯⋯⋯⋯⋯1 7 2
●

～

南浦溪⋯⋯⋯⋯⋯⋯⋯⋯⋯⋯⋯⋯⋯⋯⋯⋯⋯⋯⋯⋯⋯⋯⋯⋯⋯⋯⋯⋯⋯⋯⋯⋯l 7 3

南浦桥⋯⋯⋯⋯⋯⋯⋯⋯⋯⋯⋯⋯⋯⋯⋯⋯⋯⋯⋯⋯⋯⋯⋯⋯⋯⋯⋯⋯⋯⋯⋯⋯1 7 5

西山真夫子祠⋯⋯⋯⋯⋯⋯⋯⋯⋯⋯⋯⋯⋯⋯⋯⋯⋯⋯⋯⋯⋯⋯⋯⋯⋯⋯⋯⋯⋯1 7 7

浮盖山⋯⋯⋯⋯⋯⋯⋯⋯⋯⋯⋯⋯⋯⋯⋯⋯⋯⋯⋯⋯⋯⋯⋯⋯⋯⋯⋯⋯⋯⋯⋯⋯1 7 9

梦笔山⋯⋯⋯⋯⋯⋯⋯⋯⋯⋯⋯⋯⋯⋯⋯⋯⋯⋯⋯⋯⋯⋯⋯⋯⋯⋯⋯⋯⋯⋯⋯⋯l 8 l

渔梁山⋯⋯⋯⋯⋯⋯⋯⋯⋯⋯⋯⋯⋯⋯⋯⋯⋯⋯⋯⋯⋯⋯⋯⋯⋯⋯⋯⋯⋯⋯⋯·t·l 8 2

附件一，命名、更名表⋯⋯⋯⋯⋯⋯⋯⋯⋯⋯⋯⋯⋯⋯⋯⋯⋯⋯⋯⋯⋯⋯⋯⋯⋯⋯一1 8 3

附件二，摄影选⋯⋯⋯⋯⋯⋯⋯⋯⋯⋯⋯⋯⋯⋯⋯⋯⋯⋯⋯⋯⋯⋯⋯⋯⋯⋯⋯⋯⋯⋯l 8 5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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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区划和居民点

类别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别 名(曾用名) 备 注

县 浦 城 县

镇 南 浦 镇

居委会光明街居委会

幸福街居委会

爱民街居委会

胜利街居委会

建设街居委会

街道五一三路

跃 进 路

劳 英 路

红 浦 路

上 横 街

爱 民 路

红 卫 路

解 放 路

光 明 路

胜 利 路

和 平 路

后 街 头

新 华 路

建 设 路

交 通 路

民 主 路

幸 福 路

弄 文 化 弄7

红 旗 弄

清水井弄

上 坑 沿

P西c h否ng×ion

NSnp豇Zh吾n

GuOngmTngjlg JOw否ihui

X?ngfSji百'JOw苦ihu)

五ImTnji西J5w吾lhuT

Sh吾ngl 7jl百J0w苦Ihu)

Jlansh吾ji百JOw若ihui'

WSyTsOn L0

Yu吾,J)n LO

L60yTng Lo

H6ngpO LO

Shangh否ng JI百

五Imin LO

H6ngw吾i L0

Jl芒f5ng LO

GuOngm|『ng LO

S11吾,ngl T LO

H6plng L0

H6uJi百t6u

XTnhu5 LO

Jiansh吾LO

JlOotong LO

MJ『nzhO LO

XTngfO LO

W6nhua L6ng

HSngqT L6ng

QTngshuTjTng L6ng

ShSngk百ngy6n

(汉兴，吴兴，唐兴)

浦城，(城关镇)

(南门街、学前街)

(市心街，道观街、金鸡岭)

(仙楼下)

(灭资路)

(衙前街)‘

(米仓前、大：11：1'1)

(直街)，

(后坊、小北门)

(天灯下．前街)

(大溪沿、观音亭，码头)

(防修路)

(天长社衢、漂白衍)

(江山街，大路沿)

(老汽车站)

(后街，德星门，大官桥)

(司前)

(雉鸡街)

(龙潭门、后衡、湖塘头)

(反帝弄、下坑沿)

，丰半一一名一，幸牵～



类别 标准名称

弄 小 弄

胜利一弄

胜利二弄

胜利三弄

胜利四弄

胜利五弄

砑 行 弄

燕 尾 弄

横 弄

红 星 弄

童 处 弄

缪 处 弄

东 风 弄

龙 潭 门

花 园 弄

前 进 弄

苏 处 弄

2

汉 语 拼

×iOo LSng

Sh吾nglT 1‘LSng

Sh吾nglT 2一LSng

Sh每nglT 3‘L6ng

Sh吾ngl T 4。LSng

Sh吾ngl T 5一LSng

YSh6ng LSng

YSnwtH LSng

H6ng LSng

HSngxTng LSng

T6ngch0 LSng

M150ch0 LSng

OOngfgng L6ng

L6ngt6nm6n

HuByuSn LSng

QlSnJ．『n LSng

SOchO L6ng

音 别名(曾用名) 鲁

(小衡)

(大街)

(花树衡) ·

(打锁街)

(三圣街)

(潭处街)

(下横街)

(屎缸街)

(缪处衡、文卫弄)

(乌虎庙衢)

(小较场、战斗弄)

(花园街，立新弄)

(杨家巷)

(苏处衡、工农兵路)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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