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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产生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

环境的变迁，地名也在不断丰富和变革；而人们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

又需要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

由于“左’’的影响，各地改名成风，以致异地重名，雷同难辨，或一

地数易其名，令人莫衷一是，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给生产建设、

邮电交通、国防科研、治安保卫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j带来了一

些不应有的困难o
’‘ ’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四化建设的

发展，迫切要求我们结束地名的这种混乱状况，实现地名的稳定、。规

范和标准化。一九七九年以来，国务院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对地名标准

化工作，先后多次发布了指示文件。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

在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下，我们从

一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Jk-"年六月，对全县范围内生产队驻地(自

然村)以上的重要地名，全面深入地进行了实地普查和内业整理，积

累了—套比较完整而又系统的资料。这套资料，曾向有关单位反复查

证校核，并经专家的审定认可，已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将图、文、

表、卡四大成果上送省、’地验收，交省地名办存档。

本着尊重客观历史事实，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反映自然地理特征

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就的原则，7我们在普查的基础上，对错字，

错音、错位的地名，进行了纠正；对不严肃的命名，予以废除，并恢

复原有历史名称，对雷同的地名，在保留一方的前提下，另一方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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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或重新命名，使全县地名实现了规范化和标准化。现将这—普查’

成果汇编成《安徽省青阳县地名录》，以供有关单位使用，让它为祖国

四化建设服务。

为便于查阅使用，本地名录的内容，根据国家要求，分行政区划、

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位和名胜古迹五大部分进行纂

辑。辑入地名概况材料三十六篇、标准化的地名正文一百三十五篇二

千九百六十四条。对主要地名的来历，含义，——作了简要说明，并．

对地名正文逐条注以汉语拼音。辑录入册的地名，是以一比五万地形

图为依据。按照现实情况，认真逐—查对核实，加以取舍，该增的增，

该减的减，该改的改，做到名实相符，图实相符，图名一致。然后参

照一比五万地形图，根据普查成果缩制成一比十万的全县行政区划图’

—份，一比五万的各乡地图十八份，一比七千五百的蓉城镇地图—份，

一比二万的九华山风景区地图一份。全县地图标注全部村以上行政区

划地名和部分重要的自然村地名，’以及部分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物、企事业单位和名胜古迹地名；乡、镇地图标注所辖村委会、(居委

会)以上驻地和重要自然村地名，以及山峰、河流、湖泊、水库、圩

堤、公路、桥梁，便道古路、名胜古迹等。此外，根据各乡的特点，

相应地辑入具有各自特色的彩色和黑白照片共六十三幅。

九华山管理处，已于一九七八年冬从我县划归地区(市)管辖。

因其地处我县境内，遵照上级指示，作为本县的一个地名普查点，仍

由我们统一进行普查，列入本地名录篇末名胜古迹部分内。

本地名录用的工、农业生产数据系一九七九年县统计局的年报统

计资料汇编数字，人口为一加＼o年统计数，乡、镇、村、街道、居
委会为一九八一年普查时的实数。其他数据均为各有关部门所提供。

今后，各单位和个人使用青阳县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青阳县地名录》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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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九华乡



》县缫丝厂缫丝车间一角

(=]九华竹编工
艺厂生产的竹编
工艺品

《九华扇厂生
产的各种折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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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九华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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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华山九华街全景

q九华山凤凰松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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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遮迪黪滔》甭共青阳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办公处

q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县人民政府接待科(暨县招待所)

△蓉城镇九华路西段一侧



△蓉城镇人民政府办公楼

△连接蓉城镇东西九华路青通河上的高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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