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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嘉山县地名录》是按照国家关于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在1981年地名

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本着“力足于实，着眼于用”的精神，经过多方考证，慎

重取舍，几番充实修改而成的。它反映了我县地理特征，名胜古迹及历史，民族．

经济，交通．文化状况，是国家档案的一部分。它的出版发行，对继承我县地名文

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服务有着重要意义。

本地名录内容包括： “嘉山县行政区划图和各镇，乡、场地名图”， “嘉山县、

区，镇，乡概{5己”； “标准地名录’’； “重要地名来历及含义”， ‘‘重要自然地理

实体概况、图片”； “重要人工建筑物概况，图片"； “重要企事业单位概况，图

片竹； “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概况．图片”； “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通知”；

、‘‘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十个部分，全书录行政村以上行政单位名目439条，自然村

名目243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目22条，人工建筑名目8条，革命纪念地名耳3条，

名胜古迹名目4条。每个条目加注汉语拼音，并对主要来历、含义作简要说明。地

名录中提供的数字和资料，除注明年分者外，均截至1988年底。地名图中的行政区

划界线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 ·

《嘉山县地名录》收录的各类地名，均作了标准化处理，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

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为准，不得随意更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国务院国发

(．1979)305号文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编纂地名录是一项新的工作，内容复杂，涉及面广。我们虽然作了很大努力，

但由于水平所限，加之时间的推迟，形势的变化，地名录中的问题在所难免，希望

批评指正o

嘉山县地名办公室

， 1988年4月

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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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山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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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山县概况：：

嘉山县位于安徽省东北边缘，地处江淮之间。跨北纬32。27’——33。13’，

东经117。56’——118。25’o．东与江苏省盱眙县接壤，西与定远、凤阳两县搭

界，南与来安县，滁州市毗连，北与五河县及江苏省泗洪县隔淮河相望。总面积2335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2万亩。县人民政府驻明光镇。

·嘉山县建于1932年11月，柝盱眙，来安．定远，滁县四县边缘地而成，原驻地

三界，1938年迁至明光。县以山名。据来安县道光十年《县志》记载： “山上有龙

王庙，宋嘉定元问敕建，赐号嘉泽，山以此得名。宋为招信县，置招信郡，治设今

女山濒镇。元废招信县入盱眙县，属招信路。1932年置县时属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

区，1938年治迁今址属第九行政督察区，1949年属皖北行署滁县专区，1952年属安

徽省滁县专区，1956年属蚌埠专区，1961年属滁县地区，1979年属滁县地区行政公

署。

全县辖6区、5镇，30乡，341个行政村，2430个自然村。居民10．7万户，总

人口54．3万人，多为汉族，少有回，酋、满、傣等族，以农为主o

本县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高45．5米。南部多山，占总面积的35．4％。主峰

老嘉山海拔33．2．4米，构成江淮分水岭。中部丘陵起伏，占总面积的49．4％。北帮

为河滩．湖地平原，占总面积的9．8呖。湖泊占总面积的5．4％。池河，南沙河．

白沙河流经南北，注入淮河。气候属亚热带湿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

均气温160C，年降雨量900多毫米，无霜期210天左右。 。·

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矿产有黄砂、铸石，铁、凹凸棒土，绿宝石等，分布集中，

品位高，有开采价值。土特产有水产．皮货，药材，绿豆等，特别是“明光绿豆”，

粒大颗圆，色泽鲜艳，肉香味美，清凉解毒，畅销国内外，久负盛誉。

土壤分为黄棕壤，水稻．潮，紫色．石灰等五大土类，144个土种。年平均径

流深184毫米，平均产水4．3亿立方米。过境水来自淮河及其支流池河水系，淮河

年均过境水量88．6亿立方米，池河2．7立方米。林业品种有用材林马尾松，黑松，

刺槐、中槐，泡桐等。经济和果木树有桑，茶．桃，李．杏等。林地覆盖率14．8％。

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蔓Y5540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3989万元，农业总

产值2141s万元。粮食总产量3．21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471元。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252T3万元。财政收入2甜5．8万元。 、

‘

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玉米，山芋．高梁，豆类；

1



油料作物有花生，油菜、芝麻；经济作物有棉花，烟草j麻类、薄荷，还有金针菜，

芡实．芦苇等。

解放前，嘉山县属于易旱易涝地区，南部及中部有“三天不雨地受旱”，北部

有“大雨三天田被淹”的谚语。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兴修水利，根

治淮河，先后建起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160座，总库容3亿立方米，有效灌溉

面积为2亿平方米。开挖总干渠4条，长320公里；支渠42条，总长800公里。电

力排灌站54处，拥有排灌机电设备1000余件，达3．9万马力，有效灌溉面积55万亩，

有效防涝面积8．9万亩，使85％的耕地确保丰收。

工业生产已初具规模。解放前仅有一个米，面加工厂和一个小洒Yio解放后工

业生产发展很快，现有酿酒．铸石、凹凸棒土，农机，水泥、化肥、砖瓦、电器开

关，黄砂等厂矿企业近300家，职工总数近万人。特别是明光酒厂，属滁县地区最

大的酒厂，年产值占全县国民经济总收入的65％。“明光大曲”， “明光白酒”畅

销全国各地，享有盛誉o “明光特曲’’和“明绿液”被誉为“酒中奇葩”。乡镇企

业发展较快，1988年总产值为35608万元。4
·。

交通称便。1949年全县除津浦铁路纵穿境内，仅有一条60公里长的土公路。，解

放后，交通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现在不仅有津浦铁路复线，还有2l条公路干，支线，

全长357．8公里，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明光至淮河的水路，亦可常年通航50

吨以上的货船。‘

全县商业、供销、粮食，外贸等部门共有经营网点600多个，其中批发机构41个，

零售商店530多个，农贸市场27个，集市贸易生气蓬勃，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出

口商品主要有粮，油、水产品，土畜产品．药材等20多种。
’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后也有较大发展。现有中专l所，中学34所，、学生1．7万

人，教职工1067人；小学480多所，学生7．7l万人，教职工3320人。医疗卫生机构

71个，其中医院38个．病床71 1张，卫生技术人员1034人。

全县有图书馆(室)11个，农村文化室28个，影剧院29座，电影放映队84个；

还有区，镇，乡文化站32个，乡级文化中·5,20个，调频广播电台和电视差转台各l

座。

境内尚有曹姑坟、法华禅庵塔，古戏楼等名胜古迹，以及自来桥，石坝等革命

烈士纪念塔。
’



(五)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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