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寨：浮参霉啦名绿
雾囊熏鬣蕊戮鬻耍戳

藕建签乎彩县恕霪办公室编



幸和善车尘也名碌、
PI删ExIAN DI M I NGLU

福建省平和县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八一年十月

、

／／妒一／夕，一3



瑁 城



瞥

周居化摄



平和县概况⋯⋯⋯⋯⋯⋯⋯⋯⋯⋯⋯⋯⋯⋯⋯⋯⋯⋯⋯⋯⋯⋯⋯⋯⋯⋯⋯⋯⋯⋯⋯⋯(5)

平和县城区图

小溪镇概况⋯⋯⋯⋯⋯⋯⋯⋯⋯⋯⋯⋯⋯⋯⋯⋯⋯⋯⋯⋯⋯⋯⋯⋯⋯⋯⋯⋯⋯⋯⋯⋯(11)

一、县、镇，居委会(大队)街道(村)名称⋯⋯⋯⋯⋯⋯⋯⋯⋯⋯⋯⋯⋯⋯⋯(14)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1 7)

三、革命纪念地与名胜古迹名称⋯⋯⋯⋯⋯⋯⋯⋯⋯⋯⋯⋯⋯⋯⋯⋯⋯⋯⋯⋯⋯(17)

城关公社、小溪镇地名图(包括天马林场部份)

城关公社概况⋯⋯⋯⋯⋯⋯⋯⋯⋯⋯⋯⋯⋯⋯⋯⋯⋯⋯⋯⋯⋯⋯⋯⋯⋯⋯⋯⋯⋯⋯⋯(】8、

城关公社地名录⋯⋯⋯⋯⋯⋯⋯⋯⋯⋯⋯⋯⋯⋯⋯⋯⋯⋯⋯⋯⋯⋯⋯⋯⋯⋯⋯⋯⋯⋯(20)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20)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31)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5)

文峰公社地名图(包括天马林场部份和安厚农场三个作业区)

文峰公社概况⋯⋯⋯⋯⋯⋯⋯⋯⋯⋯⋯⋯⋯⋯⋯⋯⋯⋯⋯⋯⋯⋯⋯⋯⋯⋯⋯⋯⋯⋯⋯(3"／)

文峰公社地名录⋯⋯⋯⋯⋯⋯⋯⋯⋯⋯⋯⋯⋯⋯⋯⋯⋯⋯⋯⋯⋯⋯⋯⋯⋯⋯⋯⋯⋯⋯(40)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i 4c)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46)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7、

四、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48、

天马林场概况⋯⋯⋯⋯⋯⋯⋯⋯⋯⋯⋯⋯⋯⋯⋯⋯⋯⋯⋯⋯⋯⋯⋯⋯⋯⋯⋯⋯⋯⋯⋯(49)

天马林场地名录⋯⋯⋯⋯⋯⋯⋯⋯⋯⋯⋯⋯⋯⋯⋯⋯⋯⋯⋯⋯⋯⋯⋯⋯⋯⋯⋯⋯⋯⋯(50)

一，场、工区、生产点名称⋯⋯⋯⋯⋯⋯⋯⋯⋯⋯⋯⋯⋯⋯⋯⋯⋯⋯⋯⋯⋯⋯⋯(50)

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0)

山格公社地图(包括长芦林场)

山格公社概况⋯⋯⋯⋯⋯⋯⋯⋯⋯⋯⋯⋯⋯⋯⋯⋯．．．⋯⋯⋯⋯⋯⋯⋯⋯⋯⋯⋯⋯⋯⋯(5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山格公社地名录⋯．．．⋯⋯⋯⋯⋯．．．⋯．．．⋯⋯⋯⋯⋯⋯⋯⋯⋯⋯⋯⋯⋯⋯⋯⋯⋯⋯⋯．．．(53)

各专业部门名称⋯⋯⋯⋯⋯⋯⋯⋯⋯⋯⋯⋯⋯⋯⋯⋯⋯⋯⋯⋯⋯⋯⋯⋯⋯⋯⋯⋯((32)

人工建筑名称⋯⋯⋯⋯⋯⋯⋯⋯⋯⋯⋯⋯⋯⋯⋯⋯⋯⋯⋯⋯⋯⋯⋯⋯⋯⋯⋯⋯⋯(63)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4)

长芦林场概况⋯⋯⋯⋯⋯⋯⋯⋯⋯⋯⋯⋯⋯⋯⋯⋯⋯⋯⋯⋯⋯⋯⋯⋯⋯⋯⋯⋯⋯⋯⋯(66)

长芦林场地名录⋯⋯⋯⋯⋯⋯⋯⋯⋯⋯⋯⋯⋯⋯⋯⋯⋯⋯⋯⋯⋯⋯⋯⋯⋯⋯⋯⋯⋯⋯(67)

一、场，工区名称⋯⋯⋯⋯⋯⋯⋯⋯⋯⋯⋯⋯⋯⋯⋯⋯⋯⋯⋯⋯⋯⋯⋯⋯⋯⋯⋯(67)

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7 1

南胜公社地名图

南胜公社概况⋯⋯⋯⋯⋯⋯⋯⋯⋯⋯⋯⋯⋯⋯⋯⋯⋯⋯⋯⋯⋯⋯⋯⋯⋯⋯⋯⋯⋯⋯⋯(68)

南胜公社地名录⋯⋯⋯⋯⋯⋯⋯⋯⋯⋯⋯⋯⋯⋯⋯⋯⋯⋯⋯⋯⋯⋯⋯⋯⋯⋯⋯⋯⋯⋯(70)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70)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78)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79)

四、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80)

五寨公社地名图(包括五寨农场)

五寨公社概况⋯⋯⋯⋯⋯⋯⋯⋯⋯⋯⋯⋯⋯⋯⋯⋯⋯⋯⋯⋯⋯⋯⋯⋯⋯⋯⋯⋯⋯⋯⋯(81)

五寨公社地名录⋯⋯⋯⋯⋯⋯⋯⋯⋯⋯⋯⋯⋯⋯⋯⋯⋯⋯⋯⋯⋯⋯⋯⋯⋯⋯⋯⋯⋯⋯(8 3)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83)

二、人工建筑名称⋯⋯⋯⋯⋯⋯⋯⋯⋯⋯⋯⋯⋯⋯⋯⋯⋯⋯⋯⋯⋯⋯⋯⋯⋯⋯⋯(87)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88)

五寨农场概况⋯⋯⋯⋯⋯⋯⋯⋯⋯⋯⋯⋯⋯⋯⋯⋯⋯⋯⋯⋯⋯⋯⋯⋯⋯⋯⋯⋯⋯⋯⋯(89)

五寨农场地名录⋯⋯⋯⋯⋯⋯⋯⋯⋯⋯⋯⋯⋯⋯⋯⋯⋯⋯⋯⋯⋯⋯⋯⋯⋯⋯⋯⋯⋯⋯(90)

农场、作业区名称⋯⋯⋯⋯⋯⋯⋯⋯⋯⋯⋯⋯⋯⋯⋯⋯⋯⋯⋯⋯⋯⋯⋯⋯⋯⋯⋯(90)

坂仔公社地名图

坂仔公社概况⋯⋯⋯⋯⋯⋯⋯．．．⋯⋯⋯⋯⋯川⋯⋯⋯⋯⋯⋯⋯⋯⋯⋯⋯⋯⋯⋯⋯⋯⋯(91)

坂仔公社地名录⋯⋯⋯⋯⋯⋯⋯⋯⋯⋯⋯⋯⋯⋯⋯⋯⋯⋯⋯⋯⋯⋯⋯⋯⋯⋯⋯⋯⋯⋯(94、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94)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104)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06)

国强公社地名图

2



安厚公社概况⋯⋯⋯⋯⋯⋯⋯⋯⋯⋯⋯⋯⋯⋯⋯⋯⋯⋯⋯⋯⋯⋯⋯⋯⋯⋯⋯⋯⋯⋯⋯(122)

安厚公社地名录⋯⋯⋯⋯⋯⋯⋯⋯⋯⋯⋯⋯⋯⋯⋯⋯⋯⋯⋯⋯⋯⋯⋯⋯⋯⋯⋯⋯⋯⋯(1 24)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1 24)

=，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I 35)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 36)

安厚农场概况⋯⋯⋯⋯⋯⋯⋯⋯⋯⋯⋯⋯⋯⋯⋯⋯⋯⋯⋯⋯⋯⋯⋯⋯⋯⋯⋯⋯⋯⋯⋯(1 37)

安厚农场地名录⋯⋯⋯⋯⋯⋯⋯⋯⋯⋯⋯⋯⋯⋯⋯⋯⋯⋯⋯⋯⋯⋯⋯⋯⋯⋯⋯⋯⋯⋯(1 38)

农场、作业区、自然村名称⋯⋯⋯⋯⋯⋯⋯⋯⋯⋯⋯⋯⋯⋯⋯⋯⋯⋯⋯⋯⋯⋯⋯(I 38)

大溪公社地名图
、

大溪公社概况⋯⋯⋯⋯⋯⋯⋯⋯⋯⋯⋯⋯⋯⋯⋯⋯⋯⋯⋯⋯⋯⋯⋯⋯⋯⋯⋯⋯⋯⋯⋯(1 40)

大溪公社地名录⋯⋯⋯⋯⋯⋯⋯⋯⋯⋯⋯⋯⋯⋯⋯⋯⋯⋯⋯⋯⋯⋯⋯⋯⋯⋯⋯⋯⋯⋯(】42)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1 42)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54)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56)

四、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57)

九峰公社地名图

九峰公社概况⋯．．．⋯⋯⋯⋯⋯⋯⋯⋯⋯⋯⋯⋯⋯⋯⋯⋯⋯⋯⋯⋯⋯⋯⋯⋯⋯⋯⋯⋯⋯(】58)

九峰公社地名录⋯⋯⋯⋯⋯⋯⋯⋯⋯⋯⋯⋯⋯⋯⋯⋯⋯⋯⋯⋯⋯⋯⋯⋯⋯⋯⋯⋯⋯⋯(1 61)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161)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175)

3

二一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76)

四、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179)

长乐公社地名图

长乐公社概况⋯⋯⋯⋯⋯⋯⋯⋯⋯⋯⋯⋯⋯⋯⋯⋯⋯⋯⋯⋯⋯⋯⋯⋯⋯⋯⋯⋯⋯⋯⋯(180)

长乐公社地名录⋯⋯⋯⋯⋯⋯⋯⋯⋯⋯⋯⋯⋯⋯⋯⋯⋯⋯⋯⋯⋯⋯⋯⋯⋯⋯⋯⋯⋯⋯(182)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182)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190)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91、

四、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名称⋯⋯⋯⋯⋯⋯⋯⋯⋯⋯⋯⋯⋯⋯⋯⋯⋯⋯⋯⋯⋯(19 2)

崎岭公社地名图

崎岭公社概况⋯⋯⋯⋯⋯⋯⋯⋯⋯⋯⋯⋯⋯⋯⋯⋯⋯⋯⋯⋯⋯⋯⋯⋯⋯⋯⋯⋯⋯⋯⋯(19 3)

崎岭公社地名录⋯⋯⋯⋯⋯⋯⋯⋯⋯⋯⋯⋯⋯⋯⋯⋯⋯⋯⋯⋯⋯⋯⋯⋯⋯⋯⋯⋯⋯⋯(195)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195)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203)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04)

下寨公社地名图

下寨公社概况⋯⋯⋯⋯⋯⋯⋯⋯⋯⋯⋯⋯⋯⋯⋯⋯⋯⋯⋯⋯⋯⋯⋯⋯⋯⋯⋯⋯⋯⋯⋯(207)

下寨公社地名录⋯⋯⋯⋯⋯⋯⋯⋯⋯⋯⋯⋯⋯⋯⋯⋯⋯⋯⋯⋯⋯⋯⋯⋯⋯⋯⋯⋯⋯⋯(210)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210)

二、备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227)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0 Q@0 Q O@Q g@U⋯⋯⋯⋯⋯⋯⋯⋯⋯⋯(228)

芦溪公社地名图

芦溪公社概况⋯⋯⋯⋯⋯⋯⋯⋯⋯Q O@@1 0⋯⋯⋯⋯⋯⋯⋯⋯⋯⋯⋯⋯⋯⋯⋯⋯⋯⋯⋯⋯(230)

芦溪公社地名录⋯⋯⋯⋯⋯⋯⋯⋯⋯⋯⋯⋯⋯⋯⋯⋯⋯⋯⋯⋯⋯⋯⋯⋯⋯⋯⋯⋯⋯⋯(232)

一、公社，大队、自然村名称⋯⋯⋯⋯⋯⋯⋯⋯⋯⋯⋯⋯⋯⋯⋯⋯⋯⋯⋯⋯⋯⋯(232)

二，各专业部门、人工建筑名称⋯⋯⋯⋯⋯⋯⋯⋯⋯⋯⋯⋯⋯⋯⋯⋯⋯⋯⋯⋯⋯(241)

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42)

四、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244)

平和暴动概况⋯⋯⋯⋯⋯⋯⋯⋯⋯⋯⋯⋯⋯⋯⋯⋯⋯⋯⋯⋯⋯⋯⋯⋯⋯⋯⋯⋯⋯⋯⋯(245)

朱积垒烈士传略⋯⋯⋯⋯⋯⋯⋯⋯OO@I O B@O@@B B⋯⋯⋯⋯⋯⋯⋯⋯⋯⋯⋯⋯⋯

游览胜地——三平寺简介⋯⋯⋯．．．⋯⋯⋯⋯⋯⋯⋯⋯⋯⋯⋯⋯⋯⋯⋯⋯⋯⋯

4



游览胜地——灵通山简介⋯．．．．．．⋯⋯⋯．．．⋯⋯

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

平和县人民政府关于部份地名新命名，更名的

(一)对新增加的五十二个自然村予以命

(二)对新建街路予以命名⋯⋯⋯⋯⋯⋯

(三)更改县范围内十二个重名大队名称

(四)订正一个大队及五个街道居委会名

(五)恢复、订正一九六六年“一片红。

．(六)更改公社范围内重名自然村名称⋯

(七)更改，订正用字不当．含意不好的

(八)废村名称⋯⋯⋯⋯⋯⋯⋯⋯⋯⋯⋯

(九)对生僻地名用字作规范的处理⋯⋯

摄影选⋯⋯⋯⋯⋯⋯⋯⋯⋯⋯⋯⋯⋯⋯⋯

编 后语⋯⋯⋯⋯⋯⋯⋯⋯⋯⋯⋯⋯⋯⋯⋯



前 言

《平和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1 9 7 9)3 0 5号《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从一九八O年十月开始进行地名普查，

经过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参照历史，查阅资料后编辑而成的。

在开展普查、确定、恢复、更正、更改、调整等一系列工作中，

我们采取领导、群众和专职人员三结合的方法，深入调查研究，注意

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和其历史，影响以及相互联系，经过审定把可以继

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把被蓄意篡改的地名恢复过来；把1：5万

地形图上标错的地名更正过来；把遗漏的地名补上去；把需要更改的

地名，通过群众协商讨论，县人民政府审批后，予以确定下来。对可

改可不改的地名，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使用习惯了的地名，则不轻易

更动，力求做到。肖者有利，改者有理一。

编制《平和县地名录》，是我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的事情。它对于我县逐步实现行政管理和科学管理现代化，将起着

积极的作用。它不仅能较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经济状况，而

且为加速实现“四化”提供重要资料；尤其是在这本地名录中的地名，

都附有汉语拼音，它不仅符合国内地名标准化和推行文字改革的要求，

而且还起着便利国际交往的作用。鉴于地名标准化是一项关系到国家

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

事交往的大事。为便于人们交往，编制的这本地名录所录取的地名，

业经县人民政府审定，作为使用的标准地名，今后如有特殊原因需要

更动个别地名，应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任意更改。资料中各种数据，是以一九八O年县《国民经

济统计年签》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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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普查，总共查对了全县各类地名4235条，经过标准化处

这本地名录的共有4096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68条，自然

废村和农点)名称2962条，有一定独立方位意义的专业场

业单位名称411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26条，名胜古迹和

地名称29条。由于地名工作涉及面广，是一项政治性，政策

性都很强的工作，这些地名，还不可能通括我县地名的全部，’

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难免会有些缺漏，有待今后补

平和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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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社(镇、场)概况表

驻 地 面积 自 组 织 户 数 人 口
备杜、镇、场

平 然 社 生产 总 其中 总 其中高 方 村
大 办

户 农 人 农 注地名 公 队 场
数 户 口 业人口名 称 程 里 数 数 队数数

平和县 桥头街 32 2328．6 2571 253 37 2897 78190 74489 436445 408811

小溪镇 东风街 32 1．0 33 8 27 3135 903 18447 4257

文峰 文峰圩 40 178 5 102 9 1 85 2595 2513 14842 14292

山 格 山格 30 177．2 162 13 2 202 6401 61 36 35078 33516

城关 中秋路 32 111．2 212 20 2 181 5760 5760 31447 31424

南胜 南胜圩 72 148．6 168 11 5 137 4449 4449 22554 21316

五寨 大埔 175 92．2 58 8 1 102 2654 2573 14401 14079

坂仔 坂圩 60 133．C 196 14 4 248 5696 5669 32265 31458

国 强 高坑 125 123．1 147 14 3 181 3176 3137 19165 18676

安厚 安厚圩 120 97．4 193 22 2 265 7374 7296 41512 40871

大溪 科里 160 1 39．3 201 24 5 217 7277 7209 39812 39121

九 峰 石门楼 280 21 1 O 289 23 4 296 7135 6739 39523 37324
●

长乐 秀峰圩 400
150．0 11 3 19 2 19 3 4258 4258 24864 24381

崎岭 合溪 320 127．3 130 1 3 2 180 3461 3441 21610 21192 包括三墩

下寨 下寨圩 325 207．0 329 26 2 265 7547 7547 42863 41043

芦溪 坝坪 420 311．0 170 17 2 235 6201 6002 33242 32654

安厚农场 下坪 95 23．5 33 12 62 893 857 3254 3207

五寨农场 坑 内 190 4．0 6 6 178 837

天马林场 后壁坑 70 53．2 lO 7 241

【，芦林场 内长芦 230 18．O 6 5 299

国强林场 |，1 沙 140 20．4 e 3 189

其他 0．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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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社(镇，场)概况表

社．镇、场 耕地 面积 山 中 学 小 学 医 院 备

亩数
其中

地

名 称
面 校 校 院 病

学生数 学生数 床
水 田 积 数 数 数 数 注

平和县 369195 351072 2857985 18 22771 300 69024 15 374

小溪镇 2406 2406 720 1 3866 3 1249 l 132

文 峰 19896 19029 315672 1 677 1 1 2610 l 9

山 格 34357 31699 1 75000 1 18 32 14 5843 1 20

城 关 29798 283 37 1 33687 22 7408 l 20

南 胜 26041 25022 14 3098 1 1 196 12 3670 1 12

五 寨 l三053 14684 1 37000 1 729 1l 2363 l 5

坂 仔 28c97 2765l 152991 2 1849 20 5l 19 1 30

国 强 16151 15305 168148 1 757 21 3215 l 7

安 厚 28164 25244 88842 l 2121 23 6386 I 50

大 溪 24854 22744 184614 2 l 322 38 6018 l 18

九 峰 27590 26140 303000 2 229 l 25 5959 1 23

长 乐 20248 19425 219787 2 1 1 14 43 3629 l 13

崎 岭 17580 17477 164942 1 1001 1 3 3283 1 10

下 寨 39260 38488 210000 1 2305 27 6947 1 15

芦 溪 32984 32762 380000 1 171 1 17 5325 1 10

安厚农场 3223 3014 25000

五寨农场 952 B9 1 3967

天马林场 180 144 24304

长芦林场 175 1 75 2721 3

国强林场 386 l 35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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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县概况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属龙溪地区所辖。地理位置东径116 053'

至117。3l，，北纬24。02 7至24。35,，东与龙海，漳浦二县相连，西与广

东的饶平，大埔二县交界，南与云霄、诏安二县毗邻，北与南靖县、

永定县接垠，全境总面积2328．6平方公里。

平和这块地区，历经唐、宋到元初六百多年的时间，大部分地区

属漳浦县辖。元英宋至治中(公元1322年)因这一带地区难以控驭，

遂析龙溪，漳浦、龙岩三县一部分地区罡南胜县，管辖现今的南靖与

平和二县及云霄一部分地区，县治在本县今南胜圩附近。《福建通志》

总卷八载：“元至治问以险远难控驭，析三县地罡南胜县在九围矾山之

东"(即今南胜公社境内)。直至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爆发了以

李胜(又名李志甫，本县坂仔双溪埔尾村人)为首的大规模反元起义，

被平息后，县治迁于小溪与山格之间的旧县大队，为求长治久安，便

改南胜为南靖。《平和县志》记载： 。至元三年畲寇李胜作乱陈君用

袭杀之徙县于瑁山之ffR名日南靖”。三年之后，(至元六年，公元1 340

年)知县韩景晦以“地僻多瘴"再把县治迁于“溪北八十里”(今靖

城)，仍称南靖县。

明正德问，芦溪象湖山，河头大扇，箭管等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

提督南赣军门王守仁发二省兵平息之后，于15 1 7年(明正德十二年)

划出南靖、漳浦的清宁、新安二里罡平和县，县治设在河头大洋陂(今

九峰镇)。县名平和，“取其寇平而民和一。《福建通志》载：“明正德

十二年析二里隶平和”。

解放前夕(公元一九四九年)县治迁移到小溪镇。解放以后，成

立平和县人民政府。区划略有变动，靠近永定的象湖山五个村于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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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年十二月划归永定县，靠近南靖的葛竹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划归

南靖县I一九五六年八月把上洋村划归诏安县，一九五七年三月又把

仙人石、梅林、陂下三乡划归云霄县，而南靖板寮的杨厝村划归于平

和县管辖。·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县人民政府改称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更名为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O年十一

月十日再易称县人民政府。全县现有十四个公社，一个镇，二个国营

农场，三个国营林场，一个经营所，一个畜牧场，一个茶叶实验场，

253个大队(作业区㈠居委会)，2897个生产队。共有2571个自然村，

78010户，436445人口，均属汉族。大多数讲闽南话，一部分社队讲客

家话。，

我县具有悠久的斗争历史。早在元末，这里是畲族反元起义的策

源地。明中叶，-这里曾是农民起义的活动中心。民主革命时期，平和

更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一九二六年秋，著名的中共党员朱积垒(本县

九峰上坪村人)，受党的派遣，以中央农民部汀漳道办事处主任的身

份，从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回闽，主要在平和开展革命活动，指

导闽西南的革命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工会、农民

协会、并创建了我省第一个革命武装一一福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团。

一九--']k年三月八日。，．中共平和县委领导农民举行了全省第一次武装

暴动，攻占县城(九峰)，破开监狱，火烧县堂，救出被捕同志。一

九二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入闽，我县各地建立苏维埃政府，革命

力量日逐高涨，广泛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这个时

期，全县共有六个区，廿六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平和是闽西南革命战争的战略要地，闽南特委，南委等党的领导

机关都曾长期驻在平和；邓子恢、谭震林、张鼎承、魏金水、刘永生、

卢叨等同志先后到过平和指导革命工作，并在我县创建了“靖和浦”、

“云和诏”、 “永和靖”、 “饶和埔”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工农武



装割据”、 Ⅳ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闽南主要的武装部队红三团长

期在我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九团与红三团在三

平寺会师，完成了打通闽西南游击区联系的艰巨任务。抗日战争爆发，

我县游击队三百多人参加义勇军，一九三八年二月，闽南各路抗日武

装在我县中山公园汇集，编入新四军第四团，在团长卢胜领导下，庄

严誓师北上抗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全面内战，为了保卫胜

利果实，一九四七年八月闽粤赣边区纵队成立，展开全面的解放战争，‘

我县人民在边委、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南下大军于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解放了全平和。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里，。

我县人民付出了重大代价，被杀害五百九十二人，被抓六百六十人；“

房子被烧毁、倒塌一万多间，被抢去耕牛一万九千六百多头。不少老

区村庄遭毁成一片废圩。但是，平和人民始终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红旗不倒，前赴后继，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县地处博平岭山脉的南段，地势中高，向东、西、南倾斜。县

境内四周群山环抱，境内多低山，丘陵，系由中生界火山岩和花岗岩

组成。双尖山(双髻娘山)和大芹山横贯境内，蜿蜒绵亘，把整个县

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大半。中部、西北部及边缘地区多山岭，外貌雄伟

陡峻，山岭多呈北西一南东走向；西南与东南地势起伏和缓，多发
育丘陵，东部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主要有山格、小溪j南胜、大溪

一安厚，为本县主要农业区。土壤多呈酸性，主要有水稻土，砖红
壤性红壤、红壤、冲积土、黄壤五类。县内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大山

有八十一座，大芹山为全境最高，海拔1544．8公尺，亦为龙溪地区第

一高峰。

本县属南亚热带，东部和南部河谷盆地几乎无冬，暖热湿润。年

平均气温21．3。C，一月平均气温12．5。C，七月平均气温23．9。C。

平均降雨量约1724毫米。无霜期280天。其它地区为冬冷夏凉，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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