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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说’明

地名是地形、地物的名称，是人们约定的一种称谓。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

行政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项基础工作。它和

国防、民政，新闻、出版、邮政、交通、测绘、文教、科研、社会交往和国际交

往、’方便人民群众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

一，存在问题处理得是否恰当，对各个领域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进行地名

普查，逐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铜山县地名录》是1980年我县地名普查后的主要成果之一。它是我县广大

干部、群众和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根据国家规定和有关

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考证铜山历史、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编写而成的。本录根据上级要求和群

众习惯，保留了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更正了与有关文件精神不符或因其他缘故

不宜使用的地名，适当调整了相互雷同容易混淆的地名。基本实现了我县地名的

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的要求。 ．

‘本录收汇地名3350条，其中公社36个，国营农牧场4仑，园林苗圉10个，农。

科站13个，大队664个，自然村2127个，重要专业部门104个，人工建筑145座，主

要自然地理实体231条，名胜古迹、古遗址、革命纪念地16组。在这些地名中，新

更名124个，新增加地名1054个。铜山县地名图、铜山县概况、各行政区划概况

和主要河流概况，分别编排名录之前；主要名胜古迹、纪念地，分别配有插图和，

情况简介。最后附铜山县有关公社、大队更名通知(并名单)及铜山县历史沿革

表和铜山县标准化地名首字笔画索引表。内容丰富，形式简明，对研究铜山政权

建设、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是一本基础资料。
。

《铜山县地名录》的出版，为我县提供了标准地名资料，它意味着我县地名

工作的正规化、法律化的开始。今后，各行各业各部门必须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

乙{{_、．㈠▲



的法制观念，凡使用的地名，一律以地名录地名为准，凡不一致者应改正过来。

今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无权更改地名。地名的变更要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

件精神，办理逐级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这本地名录所汇集的地名并不是铜山县地名的全貌，还有一些地名未列入，

未具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亦未收入。自然地理实体中，河流的名称未

区别人工河与自然河。

地名录中《铜山县地名图》是据本县革委会1980年编制的水利图缩制，仅为

示意，不作划界依据，所属概况，注记和名胜古迹情况简介亦仅供参考。

本录内资料截止1980年底。

铜山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198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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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铜山县地名图



铜山县概况



铜山县概况

铜山县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徐海地区西部，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叉点的周

围，抱环徐州市，北临微山湖与山东省微山县，枣庄市搭界，南与安徽省灵壁

县，宿县．．肖县接壤，东与邳县、睢宁县毗邻，西北部与丰、沛两县相连。县政

府置徐州市南郊奎山。

铜山县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唐虞夏商时期即为大彭国，周朝为彭城，秦朝始

建为彭城县。元朝废县并入徐州路，明朝仍恢复彭城县。清朝雍正十一年(一七

三三年)，徐州升州为府，以境内微山湖铜山岛的名字增置铜山县，隶属徐州

府。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徐州特委为适应敌后打游击的需要，决定以津浦，陇

海铁路交叉点为界，划为徐东南、徐东北、徐西北、徐西南四个区委。由于战争，

区划多有变动，县址迁徙频繁。二九四八年十--g一日，淮海战役结束，铜山县

全境获得解放。于此同时，铜山县被划为铜北、铜山、邳睢等三个县和徐州市郊

区，属山东省所辖。一九五二年五月，利国区划归峄县，汴塘，耿集、黄邱三区

划归兰陵县，其余区并入徐州市郊，铜山县就此撤销。为了迎接较大规模的经济

建没，一九五三年一月遵照中共中央政务院指示，于五月撤销铜北、邳睢县和徐

州市郊区，恢复了原铜山县，改属江苏省领导。当时所辖24个行政区，1个县属

镇，107万余人。一九五四年调整为18个区、2个县属镇。一九五五年七月西北部

3个区1个镇划给丰，沛两县。一九五六年五月又将利国、柳泉，茅村、大吴等

4个区划归徐州市郊区。一九五七年一月撤区并乡时，改变为28个乡。一九五八

年高营乡划归徐州市郊区，余辖27个乡。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成立24个公社，

同年十一月调整为22个公社。一九六二年，利国，柳泉、茅村，大吴等地域又相

继划回铜山县，至此，铜山县政区几经变动后较为固定了下来。铜山县现辖36个

公社，4个国营农牧场，10个果园苗圃，34个农科站，664个生产大队，4912个生

产队。自然村有2127个。人口142万余人，多系汉族，苗、回、朝鲜、缅甸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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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仅156人。

铜Il|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早以来，我党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组织，开

展了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革命活动，领导铜Il|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不久，李大钊就派来了北大学生陈德

荣、毕瑞生等到铜山宣传共产主义新思想，并组织了研究马列主义团体，学生联

合会、徐州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提出“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抵

制日货”、“要文明、反愚昧、提倡科学”等革命口号。一九二五年铜山县就建

立了党组织一中共徐州特别支部(当时徐州属铜山县所辖)，接受中共江浙区
委领导。随后党的组织就逐步扩大到了工矿、农村。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州特委

领导铜山人民随即转入了武装斗争，当年威震徐海大地，倍受当时担任中共代表

团团长的周恩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首长赞赏的我党“运河支队矽、 “陇海南

进支队”、 “苏鲁总队"等武装就活跃在邳睢铜一带，有力的打击了当时的顽伪

政权，紧密的配合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为祖国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

徐海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铜山历史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现全县总面积285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38万余亩，林地3万余亩，公共设施

占地47万余亩，自然条件优越，平原、丘陵、山区、湖洼均有分布。平原分布主

要沿废黄河两岸，以徐州市为界，西境为高亢平原，地面高程35"-'40米(废黄河

堰上高程41---'44．5米)，东南境平原较低，地面高程26．--,33米(废黄河堰高程33～

40米)。低山丘陵区，主要分布在县境北部和南部，属淮北低山丘陵组成部分，

高程40,-,-,361米。洼地主要分布于微山湖等湖滨地区及奎河、灌河等沿河地区。境

内主要河流有京杭运河，废黄河，郑集河，顺堤河、桃园河、房亭河，屯头河，奎

河、不老河等。河流流向一般均自西北流向东南。主要山丘有大洞山、拉犁山、

中山、寨山、御避山，楚王山、青龙山、盛产大理石矿的芦山等，卧向一般均为

东北西南方向，最高峰361米。- ，

土壤性质：黄泛冲积平原土质主要为淤土、二合土、砂土，废黄河沿岸多为

沙土、沙碱土，山丘地区主要为山砾土、重粘土，湖洼地区则大部分为透风淤、

狗头淤、黑淤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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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气候特征属暖温带。年平均温度14℃，一月平均温度一0．8℃，七月平

均温度27℃。年平均降雨量700毫米左右，降水量大部分集中于夏季。年平均无

霜期212天。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春秋旱、寒潮、霜冻、早风、冰雹等。台风也有．

时发生，据资料记载，风速在≥11米／秒的台风为最少，属台风影响区。

’本县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矿藏有煤，铁、锌、铜、锰，釉、云石、石

灰石、大理石、石棉，耐火土、红黄粘土等。以煤，铁矿石、石灰石储量较大，

是江苏省煤炭工业和建材工业的重要基地。

铜山县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好。解放前受洪、涝、渍、旱、碱等自然灾害影

响严重，农业生产水平很低。解放以来，铜山人民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大兴水

利，开挖和疏浚河道，培修堤防，兴建中小型水库，涵闸和机电排灌站，努力提

高机械化耕作能力，逐步扩大“旱改水刀面积，农业生产水平发展很快，一九七

二年粮食单产已超过《纲要》指标，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达到12亿6千余万斤，

产值达20多亿元，与一九五八年相比，粮食产量提高2．5倍，农业产值提高4．2倍。．

农作物也由单一的旱谷杂粮发展以麦，稻为主，辅之以玉米，大豆、山芋等。

经济作物更是多样化，有棉花、花生、芝麻、油菜、烟叶、麻类、药材等。

工业，自解放后发展迅速，特别近十年来，县办工业已初具规模，冶金、机

械、化工、纺织、食品、建筑材料、酿造、陶瓷、煤矿等厂矿企业已达50多个，

一九七九年总产值达6800余万元。社办工业也较发展，一九七九年统计，全县有

社办企业270多个，产值达4900余万元。
’

随着工农业的篷勃发展，全县林、牧、副、渔业发展也较迅速。全县林果业3万

余亩，一九七九年采伐木材1．7万立方米，收获水果1400余万斤，其中包括一些

国内稀有名贵果品，如冻杏、冻枣、菊桃、郁李、孕柿、红(白)花无籽石榴

等。畜牧业以黄牛，水牛·骡、马、驴、生猪、羊为主，一九七九年计，牲畜达

8万余头(匹)，生猪圈存量近40万头，羊20余万只，同时还发展了种牛、种羊

事业。副业以采石、运输、建筑、养鸡、喂兔、发展蚕桑、编织篓筐等业较为普

遍。渔业生产主要利用现有水库、汪塘、湖洼水面。目前全县有中小型水库30多

座，成片汪塘湖洼6300多片，计水面积约15万亩。全县建专业鱼(苗)场(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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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处，年产鱼苗1930万尾，一九七九年渔业产量达1600多吨。

交通事业较为发达，以徐州城为中心，向有“五省通衢’’之称，目前有2条

铁路干线、8条公路干线、1条水路干线纵横交错，贯穿全境。矿区还有铁路，

公路支线相连，最边缘的公社也修通了简易公路，均通上了公共汽车，可谓四通

八达。 ， ·．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全县只有1所中学，在校学生150多人，卫生设施几

乎空白。现全县各公社都设立了中小学，县办专业学校如农校、师范、卫校、聋

哑学校等也如雨后春笋发展了起来。全县现有中小学和各种专业学校1200多个，

在校学生达28万余人，教职工达1万多人。四级农科网也已初步形成。文化设施

如广播站、影剧院、文化站、电影放映队各公社也都普遍建立。近几年来，一些

高档娱乐品如电视机、钢琴等也在农村社队添置很多。医疗卫生机构：全民性医

院11个，集体性质医院35个，全县各公社都有一所医院或卫生院，各大队、企事

业厂矿都设置了卫生室或保健站，医务人员配备较充实，设备较齐全，条件越来

越好，多年来，人民群众的实际健康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

铜山县由于地处交通要冲的徐州市周围，历史的古战场，所以名胜古迹、古遗

址、革命纪念地甚多，已经发掘而且颇有盛名的历史古迹、古遗址有：茅村汉画

象墓、洞山汉墓、桓魅墓、卧牛山汉墓、楚王山汉墓群、千佛洞．唐槐树、岳飞

诗词和文征明手书碑刻，台上古文化遗址、蔡丘古文化遗址、丘湾古文化遗址和

万年少故居遗址等。革命纪念地有抗日烈士陵园、著名的淮海战役狼山阻击战七

十九烈士纪念亭等。

铜山县地名，在一九八。年组织进行了一次大普查，其间对魏集公社和其他

123个重名或不适宜的大队名称，报经省政府和徐州地区行署批准，进行了更名、

复名或重新命名[详见铜山县(82)020号文更名通知]。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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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桥公社概况
’

何桥公社位于铜山县西北部，距徐州35公里，地处江苏省同安徽省，铜山县同丰，沛两

县的交界处，东部紧连黄集公社。总面积7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3万余亩。铜丰公路横跨社

境，有客车经过，交通方便。

何桥公社原属黄集公社，1966年分出建立，因公社驻地在何桥村，故取名何桥公社。全

社共辖】．7r个大队，91个生产队，1个农科站，1个养殖场，78个自然村。人N3．8万余人，除1

人苗族外，其余均系汉族。经济类型以农业为主。

本社境内有河两条，大型翻水站1座，各大队都有电力排灌站，为促进农业丰产起到了很

大的作用。粮食总产量由一九六五年的950万斤，提高到一九七九年的2700多万斤。

．．．社办-rN业有农具，磷肥，水泥制品，面粉，酿酒等，一九七九年的产值达到T250余
j．

万元。 ．

本社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一九八O年有中小学26所，202个班级(其中育红班36个)，

教职工近300人，在校学生7400人，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儿童入学率达到98％。文化站，影

剧院，广播放大站等文化设施，配备齐全。医疗卫生，有公社医院1所，医疗所2个，大队卫

生室22个，有医生78人。公社医院设备较好。

本社原有五个大队与本县其他公社的大队重名，在一九八O年的地名普查中，经县政府

报徐州地区行署批准，进行了更名(详见铜山县(82)020号文更名通知)。

∥



标准名称

何桥公社

汉语拼音

H(}q160 G6ngsh吉

何桥大队H(}q160 DaduT

何 桥．H6qi60

备

位于徐州西北34公里，驻何桥。
，’ ，

注

位于公社东大新庄。耕地8400亩，人口2770
人，5个自然村。

何姓居住于小河的桥北，故名何桥。

大 新庄DaxTnzhuang 明朝敬安一财主迁此定居，取名大新庄。

洛天庄Lu6tlanzhuang 以李洛天的名字取名洛天庄。原名南搂。

夏， 口XISk6n
传说周朝太子的奶妈姓夏，居此村，此处河
岸停船，名夏口。

后香铺 H6u×i右ngp凸 魏姓在此开香铺，+本村在北，叫后香铺。

李双接大队Ll'shuongl6u Dadui．
原名双接大队。驻李双搂。耕．,地3780亩，人 。

：

口1853人，7个自然村。
，

李双楼Li'shuangl6u 李姓祖居，有两座搂，故名李双楼。

后郝庄． H6uh已ozhu砷g

前郝庄 ．Ql石nhSozhuOug

郝姓祖居分住前后两庄，本村在后，名后郝
庄。

郝姓祖居分住前后两庄，本村在前，名前郝
庄。 ·

小楼子Xi石016uzT 是李元太的寄庄子，有小楼，取名小楼予。

蒋 楼 Jl石ngl6u

季 楼 JH6u

二新庄 芒rxTnzhuang

四接大队 STl6u DaduT

四 楼$i"16u

以蒋姓取名蒋楼。

以季姓取名季接。

南有大新庄，本村取名二新庄。

驻四搂。耕地3485亩，人口1307人，4个自
然村。

原名四座搂。明朝该村有四座搂而得名。

赵 庄 Zhaozhuang 赵姓祖居，取名赵庄。

蒋 庄 Ji已ngzhuang 清代，蒋姓定居，取名蒋庄。

许 楼X豇16u

曹楼大队 C6016u DaduT

曹

· 6 ’

清代，许姓定居，有楱，取名许楼。

驻曹楼。耕地3366亩，人口1571A。，2个自
。然村

楼 C6016u 清代曾姓定居，有搂，取名曾樱。



．舞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包 楼 Baol6u

衰磐大队 Yu6nzhal Dadui

袁 砦 Yu6nzhal

‘’汪

单

卢

阁 Wan996

楼Danl6u

楼LOl6u

苗庄大队 Mi60zhuong DgdnT

苗 庄 Mi60zhuOng

祝

袁

口 ，ZhBK6u

集 Yu6njl'

肖庄大队Xtaozhuong Dadui

肖 庄Xioozhuang

备 注

清代包娃定居，有楼，取名包搂。

驻袁砦。耕地6348亩，人口2619／,,．，4个自
然村。

清代袁总兵在此设砦，取名袁磐。

汪娃定居，有楼阁，取名汪阁。

原名邓单楼，邓娃在此定居有一个搂，叫邓
丹楼，现名单楼。

唐代卢明星建楼于此，取名卢搂。

驻苗庄。耕地4703亩，人口2100／,,．，3个自
然村。

清代苗姓定居，取名苗庄。

宋代祝姓的寄庄子，是黄河登岸的口子，取
名祝口。

清代袁总兵的寄庄子，清末梁中山在此起过
集市，取名袁集。

驻肖庄。耕地4552亩，人口2084人，3个自
然村。

肖姓定居，取名肖庄。

朱 窑 Zhoy60 朱姓定居，在此设窑，取名朱窑。

朱酒店 ZhQjlOdlSn 朱娃定居，开设酒店，取名朱酒店。

马行大队 M6h6ng Dadui
驻马行。耕地4542亩，人口2108／＼，6个自
然村。

马 行 M6h6ng 黄河故道，原有马家开的鱼行，取名马行。

彭 庄P6ngzhuOng

后郭庄．H6ugu6zhong

前郭庄 Q16nguSzhuOng

赵 集 ZhS01．f

王 庄 W6ngzhuong

黄河改道后，彭姓在此开荒落户，取名彭庄。

黄河改道后，郭姓分居两庄，本村在北，名
后郭庄。

黄河改道后，郭娃分居两庄，本村在南，名
前郭庄。

黄河改道后，赵姓集居于此，取名赵集。

王娃定居，取名王庄。

西董庄大队 ×．d6ngzhuang Dadu7 苫瑟蕊矢：髻秉蓄轰奔，。耕地6300亩，人
' 7 ·

，／步



标准名称 汉语 备 注

解放庄 Ji吾fangzh的ng∥ 原名和尚庄，解放后改名解放庄。

董 庄D6ngzhuang 。：。 董姓定居，取名董庄。

路 庄 ¨zhu石ng ·、’ 路姓定居，取名路庄。

段 庄Duanzhuong

赵

原为段姓村庄，黄河改道后迁来赵姓，仍用
原名段庄。

¨：
’

：
’

庄 Zhaozhuang +。‘．．_一： 赵姓定居，取名赵庄。

赵台大队 ZhSot61 Dadui

。’
，

赵 台 Zhaot6i．+‘

朱 庄

西张集大队

张

秦

ZhBzhuang

f

XTzhangji DaduT

驻赵台。耕,地2629亩，人口1150人，两个自
然村。

赵姓定居在高台子上，取名赵台子，简称赵
台。

朱姓定居，’取名朱庄。

驻张集。原名张集大队。耕地6155亩，人口
3423人，6个自然村

集 Zhongj7 ．。。 张姓定居并有集市，取名张集。

庄 Q?nzhuang ， 以秦姓故名。

宋 庄 S6ngzhuang
j 7∥’

以宋姓故名。

杨 庄 Y6ngzhuang,j’ 以杨姓故名。

黄 庄 Hu6ngzhu石ng：．，’ 以黄姓取名。

朱马庄 ZhSm6zhuang’|． ．’ 以朱马两姓取名：
， ●●

杨杜接大队 YSngdOl6u Dadul

杨杜楼 ，．Y6ngdSl6u

土

油

郎

朱

，

大

' 8 ·

楼T豇16u
‘、’+

坊 Y6ufOng ‘_。

。

、’ ‘

庄 L6的zhuong j’，

集 Zhojf t‘。，

庄D．azhua．n，g，¨i

驻杨杜搂。原名土楼大队。耕地4600亩，人
口1805人，6个自然村。’ ’

杨杜两姓定居，+有搂，取名杨杜搂。

原有一个土筑的按，取名土搂。

村内原有油坊，因得名油坊。

古时一失宠京官郎干一落此，得名郎庄。

朱姓大户，古有集市，得名朱集。

嘿名宗台子，纵老五的寄庄子，村子大，取
名大庄。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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