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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 族

政区图“湖格”位置标错，应标在罗山公社界里。
政区图。下宫路”应改为。下官路”．

城区图“内台李’，应改为。内头李。．
目录(第一页)第20行公永宁社，应改为。永宁公社’．
2页第6行“金井半岛”应改为“。围头半岛’． ：一

：．

4页第6行。眷”应改为“誉’．
4页倒数第lo行。郭岭寮。应改为。郭岑”。 一

4页第20行．。解放”，应改为。解放前”． ： ，

5页第4行顿号去掉。 ．。

9页第lo行拼音。XTn a6ji百”，应改为。XTn D6ji否”．

14页第15行“村”应改为“大队。． ’．
r

14页第16行类别栏应加。村”。 ·

17页第8行拼音。ZhOngshQn B苦．10’应改为-。Zh郁gsflau B否f IO”．’

17页第9行拼音。Zh6ngshanzh6ng LQ。应改为。Zhcingshijn ZhSngla”．

17页’第10行拼音。Zhougshan NclnLd9应改为。ZhQngshQn N<jnl d”．

18页第6行。甘庶巷”，应改为。甘蔗巷”．
19页第8行。骡驮埔”，应改为。驴驮埔4．

27页第4行。开窖”，应改为。开窑”． ’：

27页第9行。余店”j应改为。余店’． -

30页第4行十七个生产大队，应改为十三个生产大队．
30页第3行五十三个自然村，应改为四十八个自然村．t 一

39页第9行拼音。Cang”，’应改为。Cang”． ．，

39页倒数第3行。奄兜”，应改为。庵兜”。 一

39页倒数第4行。奄上”，应改为。庵上”． ，

40页倒数第5行拼音。Ql 6ngOu”，应改为。Q15ngOu”．，
44页第8行55个自然村，应改为6 1个自然村。 ；

44页第8行18个生产大队，应改为22个生产大队．’
50页倒数第8行“余店”，应改为。余店”．
57页第3行二十四个大队，应改为二十六个大队。
68页第3行辖三十个自然村，应改为辖三十七个自然村．
7 o页倒数第4行拼音。y已y夺daduT”，应改为Y0y吾Dadui一．
70页倒数7行拼音。N6ngy吾daduT”应改为。N6ngya DaduT”．

74页第4行六十七个自然村，应改为七十一个自然村。
77页第2行拼音。j je”应改为。j i百”。 。

84页第9行拼音。卜1石pIng?应改为。M石pfng”．
91．92页大队驻地地名各降一行．
92页第g行入口102I，应改为100．
92页倒数第9行拼音。XT Sh百”应改为‘XTshB。． ，

101页尾行人口341 1，应改为261．。 一

12l页倒数第2行。苏庄铺”，应改为。苏庄铺”．
127页第lo行拼音。TTyoyLlnd6ng”应改为。TTya Y0nd6ng。．

1。，



127页第12行拼音。R吾nminf石yuan”应改为“R6nmin Fayu6n”。 j

128页第5行拼音。N6ngy占y?nh6ng”应改为“N6ngy夺yfnh6ng”．
128页第7行拼音。丫[nhSngshTshf”应改为。YfnhSng Shishf”。

123页第12—18行拼音“Bienf6ngbSi’chOsu6”应改为“Bianf6ng P6ichOsu6”．

129页倒数第10行拼音49anbO”应改为“Ganb0”。 一

129页倒数第2行拼音“ZhSngShanji百”应改为。“Zh6ngshangji百”。
1 33页第g行拼音“D6I已n”应改为“Dal6n”。· ． ，

，，一

133页倒数第1行拼音“H凸’6uj凸tu6n”应改为。Hd’6u JOtu6n”。

1 34页第3行拼音“di6nyTngyuan”应改为“Di6nyfngyuan”。 ’：

1 34页倒数第9行拼音“f6nuy?zh6n”应改为“Fangyfzh6n"。 ：

1 36页倒数第9行拼音“gang Sha”应改为“96ngsh每”．

137页倒数第10行拼音“Cubchang”应改为。Gubcheng”。
137页倒数第3行拼音“L6ng sh6Ianchang”应改为“L6ngsh6 L6nchang”．

139页第9行拼音“Ji6nzhgc61 Li60ch已ng”应改为“JidnzhO C6iI iaoch百ng”。

140页第17行拼音。ShuTchanzaochu6nch百ng”应改为‘!Sbufchan Zaochu6ncheng”．

141页第6行拼音’。GSngji石ogSngsT”应改为“GSngjleo Gbngsff'。．+，

145页第8行拼音“Jinn6ndjanguanzhanq已dao”
应改为“Jfnn6n Diangu6nzhan Q6dao。

’

144页倒数第6行拼音“D6qon”应改为．“D6q凸n”。，
146页倒数第5行拼音“DaxTshi Gbngql60叩应改为。D6XT Shi'96ngqi6n”．-

154页第3行拼音“K百ngk6uh6ush石n”应改为“K百ngk6u Hbushan”．

157页第2行拼音“H6nghnO丫已”应改为“H6nghna丫豇”．’
16 3页第2行“佛园”，应改为“佛国”．
165页第8行拼音“K6ngwozh吾n W石ng”应改为+。KSngw5 Zh吾nw6ng”．：

165页第15行拼音“Fozfshij Tngchu6ng”应改为“FQzT ShfjTngchuang”．

184页第10行“行划”应改为。行政区划”。·。·． ．

188页第6行。延都”、应改为“延都”． ‘

187页第2行。规实”，，应改为。规定”．，7 ，，

_

190页第1行第一个顿号去掉。 一。

193页倒数第17行。埕壳井”应改为“蚶壳井”． 。

．，．

，．

212页第三节。地土寮”，应改为“土地寮”。 ，
’。，

214页第5行。字堂”应改为“学堂”。 ．，

·

．

2 15页第二节“施父起”，应改为。施文起”． ：

225页第二节。加河村”．应改为“加沙村”。 ．

‘

227页第12行。日埭”．应改为“日埭”。4 ， ．，’．
。

228页倒数第五行。陈埭进”，应改为。陈洪进”．． ·

。

‘+

231页第7行。欠祥”，应改为。欠详。． 。

233页三都的。大昌”，应改为“太昌”．
234页五都的。(今沪坑)”应删掉。 ‘，

’、‘

，·

235页八都的。类庭”，应改为“粪庭”。 。j ：， ，

236页十二都的“邰厝”，应改为。邵厝”．
24I页三十都的“许。山甲”，应改为。许岬”． ．‘。‘

。

274页倒数第3行。河布’。应改为。河市。．，
‘

底页第4行。王友于”，。应改为“王友予”．．．． ：j



《吾江县历代行政区划演变概况》更正’

255页大同乡南塘保的“前村”，应为“前曾”．

255页大同乡的。高岭”，应为。高岑”．

255页大同乡的。虎顶”，．应为。虎项”。

255页大同乡的。后玉林”，应为“后王村”．

256页大同乡的。曾借”，应为“曾厝”。

256页大同乡的。宫山”，应为。宫口”． 。

258页霞坡乡的。托柄”，应为。杆柄”。
‘

一’。

258页霞坡乡的“大户灶”，应为。大炉灶”。

258页碧山乡的。杜元林”，应为“杜允林”。

259页康乐乡的“曾村”，应为．“曾林”。

260页康乐乡的第二个“下前坑”，应为。上前坑”．

260页康乐乡的“茂产”，应为“茂亭”。 ，

260页康乐乡的“按后”，应为“按内。。

23 l页英林镇的“岭张”，应为“岑张”。

265页安海镇的“湖头”，应为“湖池头”．

互85页安海镇的“沛边”，应为“浦边”。

266页石狮镇的“花村”，应为4后花”。 一+，

266页石狮镇的“水头多”，应为。水头”。

267页深沪镇的“湖存村”，应为。湖仔村J=．

268页永宁镇的_浣东”，应为“院东”。

269页梅溪乡的。冰水井”，应为。冷水井”．

270页青阳乡的“七问”，应为“七问”。
27 I页青阳乡的●下效”，应为。下郊”．
27 1页青阳乡的。村厝”，应为“林厝”。
27 1页亲民乡的。芋山”，应为。草山头”．
27 I页亲民乡的“洋村”，应为“下村”。

279页罗山乡钠‘媳黯”．蓝为。桶黯”．

279页罗山乡的。后迹”，应为“后边”．

279页罗山乡的。赤前”，应为。苏前”。

279页罗山乡的。许园”，应为。许坑”．

279页霞岭乡的。下塘”，应为“许塘”．

279页霞岭乡的。红厝”，应为。王厝”。

279页霞岭乡的。车厝，顶角”，应为。车厝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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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页锦和乡的“等’洞”，应为“菜洞”。。1

282页锦和乡的。堀凉”，‘应为。瑶琼”． ：．

283页子英乡的“岭兜”，应为“岑兜”。

283页子英乡的。西岭”，应为“西岑”。

283页联溪乡的。杆柿”，应为“杆柄”。

284页“柄梧区”．应为“栖梧区”。

284页上郭乡的。虎顶”，应为“虎项”。

284页湖北乡的。抢寮”，应为“枪寮”．

284页龙湖乡的“山边炉”，应为“山边”’

284页龙湖乡的“厝”，应为。灶厝”．

285页。柄梧区”应为“栖梧区”。

280页陈埭乡的“普厝”，应为“曾厝”。

281页黎山乡的“湖池店”，应为“湖池头”．
28 1页天亮乡的。内边”，应为“田边”．

282页锦和乡的。芳己”，应为“芳山”。

282页锦和乡的。李田”，应为“杏田”．，

282页锦和乡的“浔汶”，应为“深沟”。 一

282页锦和乡的。吕坑”

282页锦和乡的“莉园”

282页锦和乡的。大波”

286页英北乡的“囤坑”

286页英北乡的。角山”

286页英北乡的“面楼”

286页玉浦乡的“经前”

288页嘉排乡的。三欧”

288页嘉排乡的。吹厝”

，应为“后坑”。

，应为“刺园”。

，应为“大坡”。

，应为。周坑”。’

，应为“羊角山”。

，赶为“石楼”。

，应为。山前”。

，应删掉。

，应为“欧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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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台 普
HU 。舌

《晋江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

委员会《关于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要求，在完成全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印的，

目的是为各部门使用本县地名提供资料。

本县地名普查于一九八一年底基本结束。在普查中，县地名办公室配合各公社

(镇)，深入基层，走访群众，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按照“法定的书写，标准的

读音，健康的含义”的原则，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经过普查和标准化处理后

整理的地名一览表，地名卡片，有关文字概况以及1：5万地形图，业经地区地名

办公室组织验收，上报省地名委员会。

本录汇集全县各类地名二千二百五十四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一千五

百一十一条；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三百零八条；主要人工建筑名称一百零五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二百八十八条；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称四十二条；在行政，企业

单位，人工建筑的名称中，主要收录有独立方位，能起地名作用的单位。有关文字

概况资料编印在各类地名之中，普查中更名的名称编在最后，附录有晋江县地名来

历含义选编，晋江县历代行政区划演变概况。

地名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

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生活，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有关地名的命名更名，必

须按照国务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县

及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任意更改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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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 江 县 概 况

．晋江县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处东经1 18。26，一I 18。467．，

北纬24。307—24。547，东临台湾海峡，西邻南安县，北与泉州市隔江相望，南渡围

头澳即是金门岛。南北长4 2公里，东西宽3 7公里，海岸线曲折，长达1 6 2公

里，全县总面积8 0 5平方公里。辖三个镇，十七个公社、二个农场、四百零二个

生产大队，十三个居委会。共有九百一十七个自然村，一九八。年总户数为一万九千

八百户，九十七万人。除陈埭有丁氏回族一万六千人外，均为汉族。操闽南语。

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从泉州迁至青阳镇。 ‘

这里，新石器时代是东越族和畲族聚居地。唐开元八年(公元7 2 0年)从南

安县析出置晋江县，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六十多年。因地处晋江下游，县以江得名。

东晋时，中原频遭战祸，衣冠士族纷纷避祸南来，沿江而居，故称晋江。

晋江县建县后，辖区有过几次变化：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 8 1年)析东乡

十六里置惠安县；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一月划出县城泉州及近郊成立泉州市；一九

五八年析县北东星、临海，石霞等乡归泉州市辖；一九七二年又析北部的罗溪，马

甲．河市三个公社及双阳华侨农场隶属泉州市。

．晋江县三面临海，地势由西北向海面倾斜。地形以台地，平原为主，主要山峰

分布在西北和中部。系戴云山脉向东南沿海延伸的余脉，西北边境的紫帽山，海拔

5 1 7米，是本县最高的山峰，中部有罗裳山．灵源山．宝盖山，双髻山等，海拔

在2 0 0一一3 0 0米之间，由中生代火山岩构成，有丰富的石料资源。除晋江下

游系同泉州市的交界江外，境内溪流短浅，主要有梅溪(九十九溪)，源于南安县

城关公社的后桥和官桥公社的黄山，流经内坑、磁灶、池店，陈埭公社，注入晋江

下游入海处。东南滨海尚有许多小溪流独流入海，水量随着降水量易涨易涸。湖泊

有位于东南部的龙湖，虺湖，系本省著名的淡水湖，主要用于灌溉和养殖，所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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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鳖驰名海内外。海岸曲折，多数为平沙岸，主要港湾有泉州湾、深沪湾，围头

澳，历代以来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晋江输出泥沙的堆积，使沙

滩，海涂不断扩大，为发展盐业和海水养殖提供有利条件。

东北部是晋江河口冲积海积地带，包括池店，．陈埭、蚶江、石狮，罗山等公

社，面积约5 8平方公里，属泉州平原。这里河网密集，土地平坦，耕地肥沃，是

本县水稻的主要产区。南部广大地区从安海至金井半岛，多属侵蚀剥蚀台地，海拔

一般在5 0米以下，常有剥蚀残留的花岗岩条状的低丘和孤丘，地表起伏和缓，多

属沙质红壤，大部垦为农田，是花生，甘蔗的主要产区。

晋江地处南亚热带沿海，属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平均气温20℃一21℃，一月

平均气温1 7℃，七月平均气温28．4℃，日绝对最高气温38℃，最低气温0．1℃，偶有

霜期，常年降雨量920一1300毫米，雨量由北向西南递减，降雨时问和空问分布不

均匀，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夏季多偏南信风，冬季多偏北信风，风力一般3—6级，

沿海6级以上大风年达100多天。夏秋常受太平洋台风影响，干旱和台风成为本县

的重要自然灾害。一九。七年发生过五级地震。 ．

‘经济以农为主。农业生产在解放前很落后，常因旱灾，风灾造成减产。解放后

大兴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七十年代建成的山美水利枢纽工程，修建境内金鸡

引水渠4 0多公里，兴建了晋南、屿头等十多个较大的电灌站，渠道总长100多公

里j把山美水库，晋江下游金鸡之水引入东北平原和东南广大丘陵地区，灌溉面积

3 0多万亩。境内先后修建十万方以上水库4 0多座，其中千万方以上的一座。还

有与南安配合建的石壁水库，库容五千多万立方米。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挖了许多大

井。现有排灌设备六千七百多台，八万六千多马力。监且在深沪、祥芝、永宁，蚶

江等公社的主要风口地带，营造防风林六万多亩。因此，农业生产的产量不断提

高。现全县耕地总面积五十二万亩，粮食作物在东北平原以水稻为主，东南部沿海

以甘薯、大小麦为主。一九八。年粮食总产量四亿七千万斤。经济作物以花生、甘

蔗为主，是本省主要产油县之一。西部的磁灶、池店、内坑和安海等公社，‘盛产桂

元，近年来还利用低山丘陵大力发展茶叶生产。

。矿产以磁铬砂，型砂，高岭土为主；：型砂产于围头澳，是天然的铸造用砂，远

销省内外。花岗岩石资源丰富，．石料远销海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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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从无到有，现有机械．建材，制盐，制糖、陶瓷、纺织，皮革、塑料、食

品．印刷等工业企业一百六十多个，一九八。年工业总产值九千八百多万元。磁灶

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制糖工业近几年有很大发展，现有日榨

850吨甘蔗的糖厂二个，日榨2000吨甘蔗的青阳糖厂正在筹建中。社队工业企业发

展很快，一九八O年总产值达一千八百多万元。随着对外经济活动的开展，以服装

为主的来料加工工业不断发展，一九八。年来料加工一百二十多个客户，五十多个

品种，收入工缴费一百一十九万元，增加就业人数五千多人。

盐业渔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远在唐朝就生产海盐，现较大的盐场有

东石．嘉排，金井，永宁等，计有盐田一万四千五百多坎，一九八。年产盐六万六

千八百多吨，年产海盐三万五千吨的金英盐场正在兴建中。晋江面向闽中渔场，祥

芝，蚶江，永宁，深沪，金井及东石，陈埭等公社，以渔业生产为主的大队有2 3

个。现拥有渔船九百七十多艘，其中机帆渔船七百多艘，一万六千九百多吨。一九

八。年渔产品近七十万担。滩涂养殖业大有发展，紫菜，花蛤养殖是本省首创的科

研成果，荣获省科技成果奖。现养殖贝类二万多亩，藻类五千多亩。陈埭是全省重

点蛏苗基地，年产三万多担。 ．．

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一九八。年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

主要侨乡集镇有石狮、青阳、安海。石狮是全国著名市镇之一，街道整齐，商店鳞

次栉比，社会商品琳琅满目，富有侨乡特色。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一九八O年

出口收购总额三千一百多万元。

交通方便，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创办泉州至安海公路，这是全省最早的民营公路。

现除福泉厦公路穿越本县西北境外，境内有公路七十多条，通车里程四百四十多公

里，百分之七十七的大队通汽车，全县拥有各种车辆六百五十多部，客班车直达广

州，深圳，汕头、厦门、福州等地。海运北抵上海、福州，南至厦门．汕头，广州

等地。内河航运里程l 0 l公里，有4 0多公里可通机动船。泉州民航机场设在青

阳，现已与广州、福州，上海通航。

晋江文化发达，历史上曾有“声华文物．雄称海内”的美誉。史称八闽文学鼻

祖的唐代欧阳詹，青少年时代就生活在潘湖。其他如明代文学家王慎中，理学家陈

琛，书法家张瑞图等都负有盛名。随着华侨对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新式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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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也较早，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即在安海创办铸英小学。：：辛亥革命前，先

后在安海，金井、永宁、石狮创办了养正，毓英，‘永光、佩英、西隅等五所新式小

学。解放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现有中学笙4所，小学4 2 2所，在校学生

十六万七千多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现有专业剧团三个，业余剧团五十多个，还

有活跃在民间的许多业余南音演唱小组。创办于清代的东石潘径布袋戏(掌中班)，

曾先后赴苏联、西德，朝鲜等国访问演出，载誊归来。4英林嘉排乡群众性的排球运

动和技术水平名闻全国。现有县医院和中心卫生院三所，各公社设有卫生保健院，

大队普遍设有合作医疗站，全县有病床1 125张。县还设有医学研究所。

晋江远在唐朝就有人出国谋生，宋元时代，随着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侨

居海外者逐渐增多，明清以及民国时代，由于国内生活贫困，加上西方殖民主义者

的诱骗，出国谋生者更多。现侨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及港澳同胞约有四十万多人，

分布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东南亚地区占百分之七十，其中尤以菲律滨为

最多。常年侨汇三，四千万元，占全省侨汇的百分之--十多。广大华侨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热爱家乡，热心公益事业。解放后至一九六二年，华侨捐资兴办中学十二

所，小学二百一十七所。一九七八年以来的三年间，捐资物兴办文教卫生等事业，

约达一千二百多万元。

晋江同台湾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早在明，清两代，晋江人移居台湾者就很多，

据解放前的统计，晋江人定居台湾的约二十万多人。清乾隆间曾开辟蚶江——鹿港

对渡。他们在台湾的定居地，有许多沿用晋江祖籍的地名，如东石郭岭寮，麦园。

白沙，林口、潘湖等。现分布在台湾的四百多座龙山寺，皆祖安海龙山寺．解放有

不少台湾同胞回乡认亲，谒祖，参加续修族谱等活动。

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历史上的抗倭，抗英以及

民族英雄郑成功领导的抗清驱荷收复台湾的斗争，晋江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以陈铁为首的革命军在安海举行暴动，推翻了满清的统

治，建立联乡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

段。一九二六年董光泰从厦门回晋江永宁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一月成立了中

共泉州特别支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砌坑成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一九三二年成

立晋南临时特别支部，同年秋正式成立晋南特别支部，翌年八月由泉州和晋南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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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合并组成晋南县委。一九三四年五月建立晋南武装队。一九三四年冬成立晋南同

中心县委。一九三五年三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三支队。一九三六年党

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晋江党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一九三七年一月在塔头重建党支

部，嗣后成立泉州中心县委，一九四五年四月成立晋江县1-委。一九四九年建立闽

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泉州团队，同年把原武工队扩大为晋江游击大队。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前仆后继，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县。

晋江素有。泉南佛国” “海滨邹鲁”之誊，名胜古迹甚多。现县以上保护单位

七十多个．著名的有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安平桥”，系宋代所建的梁式石桥，长达

二千多公尺，史称“天下无桥长此桥”；省重点保护的有宋代石塔“姑嫂塔”，它

是晋江侨乡的标志；有研究世界宗教史和我国海外交通史的摩尼教。草庵”；有始

建于隋朝的安海龙山寺；有宋代石雕。南天寺石佛”；有宋代石塔“六胜塔”，以

及南朝以来主产外销瓷的磁灶古窑址等。现代革命文物有位于安海的革命烈士纪念

碑，金井烈士陵园等。还有游览胜地罗裳山、灵源山、灵秀山，风景优美，古迹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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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包括三个镇十七个

公社(二个埸)的所有大队、自然村，片村及路、

街、巷名称共一千五百一十一条。以镇、公社为

单位进行糯拼的。



青 阳 缵 概

青阳镇位于晋江县北部，距泉州十二公里。周围为青阳公社所环抱，总面积约

四平方公里，辖四个居委会、四个生产大队，二十四个自然村，计有四千二百四十

余户，一万八千多人，其中农户八千多人。均为汉族。

青阳，地名来源于镇北的青梅山。据考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劳动，聚

居于青梅山之阳，故名。唐开元年间，蔡氏五人于此开设五问饭店，以饷旅人．故

有“五店市”之别称。青阳，宋属永宁乡永福里，元、明、清属二十七都．抗日战

争胜利后，随着侨乡经济的繁荣，一些侨胞集资于此扩建街道，青阳遂成初具规模

的集镇。一九五一年春，晋江县城划出成立泉州市，青阳即成为县人民政府驻地。

一九六八年属青阳人民公社所辖。一九八。年恢复为青阳镇。镇人民政府驻地孙厝

头。东经118。347，北纬24。49 7。

青阳镇成为晋江县治之后，县城的建设有较大的发展．新建的街道宽敞，。平

坦，店铺林立，市场熙熙攘攘，购销两旺。崭新的外贸大楼，新华书店、旅社，新

菜市场等一幢幢建筑物不断涌现。镇西南部的新大街也在施工中。

该镇工业以皮革、铁器，乳品为主。一九八。年全镇工付业总收入达一十七万

八千多元。青阳源和堂蜜饯厂久负盛名，其产品销往国内外．近年来，街道及个体

经营的企业也有较大的发展。部分待业青年及居民得到了安置，对发展经济，活跃

市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全镇有耕地四千二百多亩。主产水稻，番薯，次为花生、大豆，大小麦等作

物。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量达五百四十多万斤。

公路四通八达，交通甚为方便。

青阳是本县文化中心，现有中学二所，小学三所，计有学生六千多人，教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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