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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的精神，1981年4月至1983年3月我

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普查成果，经专业部门和有关单位多次校核，并经省
●

地名委员会验收合格。根据《江西省县(市)地名志编纂大纲》的要求从1983年4月起，以

普查的资料为基础，经过考证、充实、核对，编写了这部《万年县地名志》。

地名志是标准化、规范化的地名典籍，是法定性的工具书。它为工业、农业、交通、国

防、外事、公安，邮电、新闻、文教、科技、财贸等部门提供了较为详备的地名资料。本志

所涉及地名范围广泛，编写翔实，图文并茂。共收录县内各类地名2，009条，每条地名均有标

准名称、正确读音、准确位置，大多数地名都有由来、含义、沿革，并力求完备，准确、规

范、简明，达到标准化的要求。今后使用万年县的地名，都应以本志为准。

《万年县地名志》的出版，不仅使本县广大群众能比较正确地掌握运用各类标准地名，

同时，也向有关专业部门提供了我县地名的历史沿革、地理特征、经济状况、文化风物、名

胜古迹等资料。对于研究地名，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为了便于读者使用本志，兹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本志采用词典式编排。地名的归类按照地名普查的规定，分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专

业部门、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及名胜古迹五大类，每大类中的地名除个别因排

版需要外，基本上按照所处位置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顺序排列，加单星号的地名系片村，

双星号的为农点。
‘

，

二、本志中所引用的数据，除经济数据依据1982年统计年报，各行政区划的户数、人口

依照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外，其余均采用地名普查中所得数据。
’

三、本志引用的有关史料，除部份摘自《万年县志》和地名普查中收集的家谱外，大都

是座谈走访中收集的，未释地名待后考证。与邻县有牵涉关系的均经双方核实，力求一致。

四，本志标准地名的汉字书写形式，是国家确定的规范字，所注汉语拼音，是按照中国

缀缀笏溺豹豹缴溺l



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字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的。

五、本志采用的县行政区划图、水利、交通图和社、镇，场地名图，是根据总参测绘局

绘制的1：5万地形图缩制而成的，行政区划界线仅供参考，不作划界依据。

六、本志中各地名及其相对位置的里程，是指实际可行的距离。

七、本志所采用的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站1959年至1980年气象资料，≥5℃及≥10℃

积温保证率为80万。

《万年县地名志》自1983年4月开始编写，同年10月完成初稿，经省、地主管部门审

阅，于1984年8月定稿付印。因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谬误、差错之处恐难避

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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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县历史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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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3—563年

鄱阳县、馀干县

乐安县、葛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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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县概况

万年县地处赣东北中部，乐安河下游，鄱阳湖东南。东连弋阳、贵溪，东北接乐乎，西

南与余干、余江交界，西北与波阳相邻。总面积1，139．7平方公里。辖14个公社，1个镇，10

个场(所)，215个大队(场)，4个居委会，2，069个生产队。有3个自然镇，1，340个自然

村，57，529户，279，490人(其中城镇人口28，928人)，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满、蒙，壮，

布依族18人，散居在陈营、城厢、裴梅三处。县人民政府驻陈营镇。

县境略呈三角形，东西长约47公里，南北宽约43公里。皖赣铁路自北部入境，经县城南

入余江。南(昌)张(王庙)公路由西南穿老县城至乐平。乐安河沿北部边缘自东往西成为

万年与波阳的界河。全县山地为1，058，784亩，占总面积的62．2％(其中丘陵占山地面积的

88％)。山峦起伏，垄岔甚多，东南为高丘，西北为低丘、滨湖及平原岗地。怀玉山余脉沿

东南边境西伸，位于三县交界的三县岭最高，主峰海拔685米，中合公社的谷墩汪家(南)

海拔儿．5米，为境内最低点。

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侵蚀堆积河谷平原分布在珠溪、乐安、万年

河沿岸约占28％，剥蚀堆积岗地分布在挡下，苏桥、汪家、齐埠、大黄、石镇等地约占30％l

其余为剥蚀丘陵。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四季分明，年均温17．7℃，一月均温为5．1℃，七月均温29．5℃。

．极端昂高气温40℃(1961年7月26日和1967年8月29 E1)，极端最低气温一8．5℃(1973年

12月26日)，盘岭山区最低气温可达一10℃。≥5℃的积温5，906℃，≥10℃的积温5，370℃。

无霜期261天(8月上旬至11月中旬)。日照1，887小时，太阳年辐射量108．7千卡／厘米2。

年均降水量1，766毫米，最大年份2，735毫米(1973年)，帚小年份1，230毫米(1963年)，境

内雨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东西部年差223毫米，4至7月中旬为雨季，占全年雨量的55％。

年蒸发量为1，508毫米，年干燥度O．49。冬季常受西伯利亚或蒙古冷高压控制，盛行偏北风。

夏季多为副热带高压控制，盛行偏南风。最大风力7级，8至5月多雷雨大风，1981年3月

．24日9时29分至44分，曾出现10级大风。灾害性天气有春寒(1976年8月18日至3月25日气



T岳 万年县概i兑

温低于10℃以下)、小满寒(1973年5月中旬至下旬初，气温低于20℃)。一FI最大降雨量

；基1966年7月8日，降雨251毫米，连日最大雨量是1973年6月20日至25日，连续降雨57 7，

毫米。伏早、秋旱、干热风、寒露风等也曾给农业生产带来危害。

水域111，209亩，北部的乐安河、西部的玉津河，西南部的万年河、东部的珠溪河、大

源河等五条河流在境内的长度为142．2公里。乐安河是通往外县的唯一航道。有小溪182条，

河网密度0．707公里／平方公里。主要湖泊14个，大多已填湖造田，现仅存中合的段家湖、麻

垄湖、斋山湖和石镇的尺头湖。

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0，592千瓦。建国以来已兴建水力发电站52座，总装机3，275千瓦，

年发电量253．77／度。先后兴建了大港桥、张家山、群英等中小型水库189座，山塘636个，

总蓄水量1．9亿立方米，初步形成了蓄、引、提配套的灌溉体系，并且整治了万年河、珠溪

河、玉津河。滨湖地区注重筑圩建闸，防洪排涝，将原有分散狭小的圩堤加高加固。改建成

的梓埠联圩总长16．46公里，有效保障面积9．16万亩，除涝面积5．65万亩，建成了以姚坊，

陶家为枢纽的电力排灌站176座和机械排灌站248座。从而使全县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达农田

总面积的70．66％，促进了农业的稳产高产。
●一

土壤以水稻土为主，红壤、潮土次之，并有少量的紫色土和红色石灰土。农业用地462，991

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7％，其中有效耕地面积354，934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麦、豆、

粟、薯次之。县境东南荷桥产的万年贡米，以粒大体长、质自如玉、似糯不腻而著称。1959年

曾在万隆博览会上展出，颇受赞尝。六十年代培育的小麦高产良种“万年2号"已推广到长

江两岸的12个省市。经济作物以棉花，油菜为主，土特产有甘蔗、荸荠、席草、薄荷等。

有林面积724，680亩，占山地面积的68．4％。全县森林复盖率42．4髟。用材林的活林立木

蓄积量57．8万立方米，茅竹187．97／根。东部山区是县内用材林基地，中部从西南至东北五

十公里是松林带，有连片马尾松517／余亩。中草药材资源也较丰富，已发现的中草药品种106

个，主要有白术、黄枝子、枳壳、金银花、夏天无、金钱草等。珠田梅源的红鲫，形瑰味

美，具有食用和观赏价值，是省内的稀有珍贵品种。野生动物有虎、豹、狼、獐，麂、兔、野

猪、豪猪、穿山甲等，五十年代东部山区曾发现过猴子、野牛、山羊。

地下资源有金、银、煤、钨、锰，铜、铁、锌、钴、铀、水晶、石墨、云母、长石、瓷

土、陶釉、石灰石和白云石等20多种。蕴藏量最大的为石灰石，约有五亿多吨。主要分布在大

源一带。地下水有松散岩类孔隙水，石炭酸盐岩溶水和基岩裂隙水。但藏量较为贫乏，年乎
‘ ，

；●l，，●r，妊}％锤d■■■■■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