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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年)305号《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文件精神编辑的。是我县地名普查的

主要成果之一。

我们在地名普查工作中，以上级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为依据，广

泛征求了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

把“文化大革命”中乱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需要更正的地名更正过

来，把有必要调整的地名作了适当的调整，把无名的加以命名，按审

批权限上报批准后，汇编出这本地名录。

这本地名录的编成，是我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反

映了我县的自然地理实体和社会经济状况，为国民经济计划、资源勘

探开发、军事、邮电、通讯、交通、国防建设、外事、外贸、侨务，

旅游事业等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地名资料。今后各行各业在使用地

名，凡与此不一致者，一律以此录为准。本地名录出版后，非经法定

审批手续，不得随意更改地名。

《尤溪县地名录》集录了地名2965条。其中：城镇行政区划名称

4条，城镇街、路、巷名称27条，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自然村

名称2008条，行政企事业单位及专业场站名称284条，人工建筑名称

1 3 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9 l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8条，

废村废厂废址名称2 1 o条。经与1：57)-地形图核对，计正名更名279

条，新增276条，取消地名1 2条。有县、公社(镇)和专业场站，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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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概况19篇，还编入县政区图、城区图、公社(镇)地名图计1 7

幅，附录了照片1 7帧，文件抄件3件。

。 全县境内还有许多山峰、河流，地物地貌等，尚未能全部查定地

名，有待以后补充。行政企事业单位及专业场站，是以具有地理的独

立方位编录，不可能全部罗列，附此说明。
●

尤溪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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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县概况

尤溪县位于福建省中部。县城在东经118度11分，北纬26度10分。

距省会福州陆程202公里，水程230公里。东南邻闽清、永泰，西南接

大田、德化，西北毗沙县，东北连南平。全境总面积341 1平方公里，

有1676个自然村。人口31万，除散居畲族1 100多人外，均为汉族。

尤溪始建县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41年)，名沈溪，隶福

州。唐末王审知入闽，公元909年称闽王，避审沈同音(sh否n)讳，以

居民多姓尤，改名尤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后，改隶

南平。明代分为五十个都。明景帝景泰三年(公元1 452年)。明世宗

嘉靖十六年(公元1 537年)，两次割西南部的十九个都归永安、大田

二县，存三十一个都，即今之县境。1949年7月5日和平解放后，隶南

平专区：1 970年6月，改隶三明地区。现有十四个公社，一个镇，辖

二百五十个大队。县人民政府设在县城中心路，在原衙署旧址重建而

成。

本县地处戴云山脉高山丘陵地带，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有70座，

最高的大模山顶达1494米。境内峰峦起伏，坡广谷深，适宜林木生

长。杉、松、竹、槠、栲等遍布全县，稀有树种樟、楠、榉等，亦有

散布。金桔、茶叶、油茶、柑桔等经济林，近年有较大发展。现有森

林面积三百七十五万亩、占总面积73．3％，木材蓄积量有1400万立方

米，是全国林业重点县之一。据1979年统计，年产木材25万立方米，

松脂近4000吨，毛竹近100万根，杂竹7万多担。林产特产有笋干、香



、红菇、机制纸和土纸等。

本县水系支多势陡，水利电力资源十分丰富。经勘测，全县可供

发利用的水力发电资源，装机容量可达五十万千瓦。截至1 980年

，全县水电装机容量已达二万千瓦。

本县年平均降雨量，最少地区1460毫米，最多地区1 780毫米，多

中在五、六月份。1 963年6月9至1 0日24／1"时降雨1 3 1．7毫米，1 0日

午1 o时城关水位达1 1 5．74米，超过警戒线8．74米。1 931年6月1 1至

日24小时降雨76～1 33毫米，1 2日上午7时城关水位达1 1 2．09米，超

警戒线5．09米。年平均温度地域差异颇大，最低15．8度，最高19．4

，极端最高气温40．5度，极端最低气温零下8度。全年无霜期最短

区仅226天，最长地区有300天。常有倒春寒、五月寒、秋寒等灾害

气候出现。

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其次为甘薯、小麦。全县耕地面积3 61 862

，其中水田356604亩，双季稻田面积占水田总面积59％。19 79年粮

总产量28821万斤，比初解放的1949年增长三倍多，平均亩产达800

以上。亩产超千斤的有68个大队。解放后兴建大小水库28座，蓄水

oo万立方，其中最大的柳塘水库，蓄水量4400万立方；修建水利工

9 500处，有效灌溉面积22万亩。现有农业机械动力30800匹马力，

种拖拉机9 83台，机耕面积达1 o万亩。

畜牧业亦有很大发展。1979年底全县生猪存栏数达100400头，平

户养1．8头。耕牛1 2000头。农村养羊，塘库养鱼，近年也渐有发

。管前、中仙公社还办了养鹿场。

解放以后，始有工业。现有林产化工、造纸、农机、化肥、水

、．电瓷、印刷、罐头、木器、藤器、纺织器材、无线电等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10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0个)，共有职工．

6174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_T．2589人)。1979年工业产值3944万元，

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6．31％。社、队办企业有农机修配、造纸、陶瓷、

竹编等厂、场1060个，总产值2758万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收入

43．2％。

交通运输业，解放前只有木帆船，上达街面和七口，下至尤溪口，

与闽江相接，可直达福州。一九五八年起兴办公路交通，先后建成尤

溪至沙县，尤溪至尤溪口，尤溪至闽清三条公路干线，陆续增辟支线

和林区专用线。现有公路干线、支线七十九条，通车里程一千一百多

公里。县城每日发二十七班客运班车，长途的，直达福州(202公里)，

三明(1 1 7公里)，南平(1 1 6公里)，沙县(92公里‘)等地；县内十

四个公社、一个镇，都通客运班车。尤溪口镇闽江北岸有鹰厦铁路来

福支线的火车站，为本县客货运吞吐要冲。尤溪河道，经过浚淤凿

险，县城至尤溪由段，可通机动木船。

1979年金县有商业网点619个，社会商品零售额4625万元，]光1949

年的60万元增长七十多倍。全县外贸出口总值3 80万元，主要出口商品

有松香、茶叶、蜂蜜、兔毛、瓷器、竹编等。农村集市贸易，历史悠

久。现有墟场二十处，上市的农副土特产品，主要有猪肉、猪苗、家

禽、蛋、水果、粮食及其复制品，林副产品、竹木家具和其他日用
廿
口口。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后发展较快。文化事业，解放前只有一所民

众教育馆；现有县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新华书店，t闽剧团，电

影公司，影剧院；各公社都有文化站、广播站、电影放映队，还有农

村业余剧团。教育事业，解放前只有一所初中和五十所小学；现有完



全中学十三所(其中地区重点中学一所)，初级中学九所，在校学生

1 341 o人，教职工755入。小学五百三十六所，在校学生55 1 0 1 A，教职

_T．2337人。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一所县卫生院、三名医师；现有县

医院一所，病床240张，医务人员132人；县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各一所，医务人员30人；公社卫王院十五所，病床287张，医务人员

336人；各大队普遍建立医疗站，有医务人员619人。

联合公社连云大队有革命烈士墓一处，在与沙县、‘南平交界的金

鸡山腰。这里山高林密，解放前是我党地下游击队活动的区域。1948

年，周围十五个自然村曾建立贫农团，开展抗丁、抗租、抗税斗争。

解放前夕有八位贫农团员牺牲于此。

县城水南有南溪书院遗址，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诞

生地。原为郑宅，朱父(名松、字韦斋)官尤溪尉，任满后借居于

此。宋建炎庚戊年(公元1130年)诞熹。宋嘉熙丁酉年)公元1237年)，

县令李修买其地建祠，祀朱熹父子。宋理宗御书赐额日： “南溪书

院一。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右邻另建韦斋祠，父子分祀。中

书省理问爱离手书祠额日： 搿闽中尼山"。1958年建尤沙公路时借两

祠为材料库，不慎失火。两祠遗址今建为县棕床厂。祠旁两大樟树相

传为朱松手植者尚在，可资瞻仰。

县城东有福星塔，建于1931年。砖木结构，七层，内有旋梯可

登，每层外绕钢筋混凝土栏杆，可凭眺。

城区建设，自尤沙、尤口公路建成后，二十多年来在穿城公路两

旁不断改建新建房屋、商店，形成新街道。工厂，学校和居民住宅，

广布城郊。昔日破旧的小县城，如今已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美丽山城。

农村集镇建设，亦有很大发展。



尤溪县概况一览表

大队数 生产队
公社名称 公社驻地 (包括居 (包括路 自然村数 说 明

委会) 巷)数

城关公社 建设西街 12 89 35 20217 ①城关公社大队生

尤溪口镇 尤 墩 2 1100 产队数栏内，包括居委

联合公社 联东大队 12 125 69 17968 会，路巷数在内，

西宾公社 西洋大队 20 155 108 19528 ②其他各公社生产

洋中公社 洋中大队 17 214 101 23033 队数栏内包括耕山队，

梅仙公社 梅仙大队 23 200 107 24398 茶果队在内，

八字桥公社 村头大队 g 114 69 8711 ⑨尤溪口镇大队栏

溪尾公社 溪尾大队 12 123 80 11953 内包括专业搬运队数。

管前公社 管前大队 20 156 103 19112 ④县经营林场分布

团结公社 团结大队 21 234 172 27795 在11个公社43个大队，

汤川公社 光明大队 17 163 104 15265 ⑤县良种子场按农
-●

台溪公社 台溪大队 24 124 96 24593 林牧付渔不同工种分

池田公社 池田大队 23 308 136 34746 班。

中仙公社 中仙大队 19 263 175 25921

县经营林场 城关工区 5个工区 273

县良种场 团结大队 13个班组 269



行政区划名称

，

(附社、镇概况、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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