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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代号。它也自然实体、历史沿

革和风土民情有着普遍的、本质的联系。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和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名工作得到了应有的重视。1980年10月市政府成立了“铜

陵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织了来自有关单位的四十多名同志参加的地名普查队伍，经过

一年多的紧张工作，于1982年1月基本完成了铜陵市地名普查任务，解决了某些地名混乱问

题。之后对地名普查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1985年在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铜陵市

地名录》白勺编纂工作。它的出版和内部发行将直接为我市各项工作服务。

本地名录绘制市地名图、市行政区划图，市区平面图各一份；撰写市，铜陵有色金属公

司，各区，街道及有关企事业单位，重要的自然实体，游览胜地文字概况36份；辑入照片4l

幅；收录地名761条，其中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371条，企事业单位、台．站，港，场名称

92条，自然地理名称222条，街道名称59条，建筑物名称17条；附录市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

名、更名的批复通知2份；还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等。 ，

本地名录根据我市的经济地理情况，特别是有色、建材，电子、化工，纺织工业占主导

地位的特点，因而较多的收编了具有重要地名意义的部分企事业单位的名称。

本录《铜陵市地名图》，是以省地质局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1981年出版的1：1万地

形图作底图；《铜陵市行政区划图》，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 72年出版的

1：20万的行政区划图作底图；《铜陵市市区平面图》，是以省地质局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1981年出版的1：1万的地形图作底图，并结合地名普查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关于地名录引用的数据，大部分是我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1985年年报数字，基本上

反映了我市的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交通运输等行业情况。

《铜陵市地名录》是一本地名工具书，它所收录的地名，已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今后，全市各单位和广大群众使用的地名，如有与本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得随意更改。对于必须命名和更名的新旧地名，一定要按照国务院

关于《地名管理条例》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文件执行。深

入调查研究，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铜陵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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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概况

铜陵市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卞游南岸，‘在省会合肥lH的东南方19，栩距120公里。

距离上游安庆市90公照，下游芜湖rb80公里。东邻繁昌，南陵县，南接贵池，肯ljll县，_I『e北

濒临长江，与枞阳、无为县隔江棚望。全市总lj!Ii积1113平方公里，=i乓lll市区面i积227平方公!也。

铜陵市足安徽省直辖市之一。全市123930户，540053人。其111市区50297)!‘i 216391人。

：绝大部分是汉族居民，也有少量的回、满、蒙古、藏、朝鲜等民族鹏民。市辅铡陵县、铜官山区，

狮f山区、铜山区、郊区，代镗普济圩农场。rb．人民政府位于长江西路北侧，靠近If川，心街口。

铜陵历史悠久。据l!jj嘲嘉靖《钢陵县志》裁；“东汉置宦城郡铜地为南陵县之铜官

镇’’。。钢官"二字始出于此。南北-朗齐!：f12时期(公fC479--557年)，官府确：这里设立采锏

机构，兴办官倍于工工场。店t跏(公元618—907年)采钢规模更人，必建了代办铜矿，称之

为“铜官场"。公)d888年，庐州刺使杨it密统兵袭宣州，扎凿锕官场之⋯麓，此lJl遂以“钔

官山’’之名酋见】：史册。南店竹封为“利凼IJI"。清初，这里设过“讳4官杵"。鸦片战争

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备铜矿资源，曾在此没立“安裕公司、“伦华公司"。1938年，兀

寇侵占了铜陵，设立“铜官IJI矿业订|艇公司"。扰『J战勺胜利后，在凼民党政府统治下，矿

ljl一直未能恢复生产。1949年4月21几，铜陵解放。

新巾园建立后，人民政府于1952fl二11JJ成立了铜官LlI矿务局，19564FtoJJ 12{-I建立{；I一8官

山市。1958年铜官山市与锏陵县合并改称铮6陵IH。1959年市、县分』l：置锏陵-dJ+H铜陵县；

1964年撤销市制，改为锏陵特区，1972年元JJ撤销锏陵特：差，恢复锏陵,IJ。1974-4I"臼'd陵县喧

归铜陵市篱辖，行政区射二1i今术，芝。“铜陵’’二字最J一见予南腊。{：{l}考证：南店保大9年

(公元951年)，改义安县乃州陵虽．时，是因为此地产铜，义原属南陵，敞取名“铜陵"。

铜陵市地势东南商，西北低。东『{i部Ill绵延起伏的乌木山，钢官IJI，宝lll’棋盘石，羊

山，章木山，狮子IJJ，老鸦岭，鸡冠山，叶山、凤凰Ill，天门IJI等组成天然屏障。全市最高

峰天门山，海拔576米；市区最商峰铜官山，海拔495米。西北部，河湖交错，标高在10米左

彳i，低予常年洪水水位。 _山区’’为砾质砂壤土和m粘红壤土，宜种植玉米、山芋、果树、

茶树等；沿江圩区为沉积性壤土和沙质粘土，宜种水稻、小麦，黄豆，棉花一类植物。

铜陵届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温度16．2。C，一月份平均温俊0．1B。C。七月份平均

】



温度31．6。C。全年活动积温5908．80C，无霜期250天。年降水量为1323毫米，最大小时降雨盈

为55．6毫米，梅雨季节雨量集中，加上江水上涨，台风影响，西北部地区容易遭受水灾，风害。

境内矿藏资源有金、银、铜、铁、煤，硫、锡、石灰石等。：铜的储量较为丰富，现已探明有
-

。

●

255万吨。铜矿主要分布在铜官山、狮子山、铜山等地区。铁矿分布在狮子山，顺风山、(繁

昌县境内)等地区。煤矿分布在狮子山、大通、市郊等地区。金、‘银，锡，硫，石灰石等分

布于各区。目前，铜陵的黄金、白银、硫酸、磷肥、黄磷的年产量冠居全省第一位；铁矿石

，年产量名列全省第二位l粗铜年产量占全国第三位。“金、银、铜，铁、锡"和名优特

产。生姜、．蒜子、麻"称为‘‘钢陵八宝"。名贵药材“凤丹皮"也产于铜陵的凤凰山麓。

铜陵市是解放后以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剐解放时，工业基础

十分薄弱。1949年，工业总产值159．6万元，占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1088万元)的14．67％．

现在已经形成以有色，化工，纺织，建材，电子工业为主要支柱的经济体系。工业主要产品

有粗铜、硫酸，磷肥、生铁，涤纶丝、电子元件、芋麻纺、服装、皮革制品、饮料等。其中

绢麻产品、服装等已打入国际市场。1985年工业总产值已达8亿多元。

解放初，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粮食亩产135斤。1985年，粮食亩产536斤。现有耕地面积

366903亩(水m268716亩，旱地98186亩)。全市粮食播种面积155120亩，总产量9769711屯I

棉花播种面积41955亩，总产量2193吨；油料播种面积99429亩，总产量7886吨，菜地面

积12490亩，总产量49962吨l林地面积294000亩；生猪存栏数为105424头；水产养殖总产

量1606吨。1985年农业总产值10133万元。

，．水利建设，截止1985年底，全市修筑江堤河埂233公里，建水库40座，总蓄水量达1824

万立方米，机电排灌站80个，活动水泵1600台。
、k

、、交通方面：解放前，铜陵没有正规公路。1985年底，全市通车公路198公里，拥有多种

机动车3000余辆。市中心有长途客车通往皖南、皖中及邻省市县。1949年时，铜陵仅有大

通、f扫把沟两个简易港I=l，现有大通、横港、扫把沟、铜陵县城关四个正规港口。铜陵港

(横港)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港口，1985年货物吞吐量141万吨，客运量70．3万人次．每天都有

客轮在此停靠，上至安庆、九江、武汉，重庆，下至芜湖、南京、上海．1970年以前，仅有

一条有色专用小铁路从铜官山下至扫把沟江滨。1971年3月，芜铜铁路全线竣工，铜陵站正
；
、 式通车。向时小铁路得到改造，与芜铜铁路接轨。1985年铁路货运量为1857j"吨，旅客发送

量53万人次．

文教卫生事业是建国后发展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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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建立第一座简易文化馆和一家用芦席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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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露天电影院。1985年底，金市已建26座影剧院，22座厂矿俱乐部，1座青少年宫，2座市

立图书馆。1956年，科研机构只有1个，专业人员20余人，1985年底增加到17个，专业科研

人员370名。 -六五"期间，共取得科技成果590多项。1985年，全市15个单位的56个项目依

靠科技成果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达887．9万元。教育方面，解放前夕，铜陵地区只有1所初

中和10所小学，在校学生1672人．全境90％以上的人不识字。现在，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85年

底，全市境内建幼儿园29所，小学251所，初中15所，高中21所，中技11所，中专6所，高等

学校3所，另有农职业中学4所，在校学生共达10．27万人，是解放前夕的61倍。全市不识

字人数下降到15％。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几家中药铺。1950年，办起了第一个卫生所，

工作人员2名。1985年底，全市卫生机构发展到136个，其中医院32所，医疗病床2483张，

卫生工作人员达3800人。地方血吸虫病基本消灭(不含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1985年底，市区建成公路达95

公里；下水道28公里}金市25767户用上了煤气，民用供气量1158万立方米／年；全市铺设自

来水管道159公里，年供水量为2257万吨；市区住宅建筑面积达154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

5．54平方米；市内公共汽车63辆，年客运量为1846万人次。现有商业网点4000多个，其中饮

食服务网点1200多个，方便了群众生活。

铜陵古有八景：天王富览、五松胜游、石耳云根，曹韩沙谶，铜阜栖灵、铁船遗迹，禅

寺晓钟、县河晚泊等。唐朝太诗人李白曾慕名来此漫游，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后人

为纪念他，曾建“太白书堂”，可惜后来毁于战火。宋代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梅尧臣

等也曾来过铜陵讲学、题诗、作画。叶山灵窦泉侧曾建有王安石的“荆公书堂"。

铜陵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和大军渡江时，7许多同志

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献出了启己的宝贵生命。为了纪念革命先烈，1958年，铜陵县人民政府

在笠帽山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塔。 ．

1980年以来，铜陵已建成了天井湖公园，板栗山儿童公园、螺Rth青年公园、笔山工人

公园等群众游憩场所。天井湖公园风景秀丽，湖心中州岛上的#天井，，水面常年高于湖面

1．9米，有“天井”通天之说， 。天井"由此得名，实为奇观。

近几年，铜陵的外贸不断扩大，现有35种产品远销日本、美国、苏联、加拿大，比利

时，科威特等国家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

珍贵的水生动物白鳍豚主要生活在长江水域的铜陵段。大通和悦2}{I夹江正在筹建白鳍豚

养护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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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区划和居民地概况、名称

XINGZHENG QU HUA HE JUMING

DIGAI KUANG MINGCHENG
i



铜官山区概况

铜官山区位于铜陵市中部，东起尼姑岭，西至扫把沟，南到羊山矶，北接铜陵县城郊乡。

全区面积25．7平方公里。区辖铜官山，长江路、杨家山、扫把沟、横港五个街道办事处，五

十五个居委会。居民28717户，123499人，绝大多数为汉族。该区是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1II心，市委，市政府和主要企事业单位都集中在这里。区政府位于义安北路甫端，
‘

该区以自然实体铜官山命名。

境内地形：东南部丘陵起伏，西北部低洼平坦，；；地面成坡形。本市人俗称东南市区为Ⅵ山

上"，西北沿江一带为“山下”。著名的铜官山铜矿位于该区东部，是我市产铜的老矿区。

’全区属亚热带气候区，四季分明。年平均温度16．2oC，一月份平均温度0．46。C，七月份
一

平均温度31．6。C。年降水量1323毫米。 ，

铜官山区是我市轻重工业的集中、区。除铜官山铜矿外，还有第一冶炼厂，第二冶炼厂、

钢铁厂、化工总厂、机械总厂、纺织公司，化纤公司、碎石岭煤矿、发电厂，食品厂、建材

公司、酒厂和即将建成的磷铵厂等一系列工业企业都座落在这里。主要街道长江路，淮河路，

义安路、钢官路，天桥路、石城路、铜港路、沿江路等纵横交错，区内交通极为方便。境内

彳『}乏途汽车站、铜陵火车站、横港大轮码头等交通设施，为加快我市的建设步伐提供了有利

一条件。

区内有市图书馆、长江戏院、五松山剧场、人民电影院、铜官山铜矿俱乐部、金口岭铜

矿俱乐部以及化工总厂，第一冶炼厂的文化娱乐场所；．有正规幼儿园6所，小学23所，中学

10所，巾等师范学校1所，技工学校3N，高等学校8所，较大规模的人民医院、有色公司职

工总医院等卫生医疗机构也设在本区，共有1070个医疗床位，1434名专业人员。

这里也是全市的商业贸易中心。全市最大的“铜陵市百货商场"和“人民市场"都座落

于此。

近几年来，该区居民住宅的兴建、改建工作成绩突出。】980年改造利用黑沙滩，兴建了

五松新村住宅楼群；1985年改造了义安南路西侧低洼处的长江新村，建成新型的配套齐全的

楼房住宅区。不久的将来，该区将以更新的面貌出现在铜官山麓。

区内有天)f：湖公园，板栗山儿童公园和螺丝山青年公园、笔山工人公园等游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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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官山街道办事处概况

铜官III街道位于长江路东段，东起尼姑岭，西至铜官路，南至铜官山铜矿，北至铜陵师

范学校．ifIi移{约4平方公里。1959年成立．_铜官山街道办事处"I 1969年改名为“东风街道

办习‘处"，1978年恢复。铜官山街道办事处"之称．

铜官ljI街道办事处座落在工人新村Jl-}蚕会境内，现有干部2人，管辖商业新村，工人新

村，友好新村，劳动新村、解放东村，解设新村，解放西村、建设新村等11个居委会。居民

5157户，21979人。 ：’．

铜官山街道是市区的交通巾心，第三、第四，第六路公共汽车都在此起点，分别通向铜

陵县、狮子山，扫把沟地区。 ；，

该街道境内有铜官山铜矿，人民医院等大小企事业单位51个，街道办事处有缝纫组，综

合组，车辆修配组及青年旅社等集体单位，现有职3230余人，年收入达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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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路街道办事处概况

长江路街道是铜官山区的主要街道，东以建设路为界，两至铜陵县横塘埂桥，南邻长江

戏院，北至芜钢铁路杨村天桥，另加一个座落在铜陵县境内的俐陵彳J．色公司第二冶炼厂肼比

点，全部面积约8平方公里，管辖人比东村，人民新村、人民西村，五松东村，五松l，Ii村，习：

站新村，长江西村、长江东村，五松新村，梅塘新村等16个居委会。居民10172f-，，43102人。

长江路街道办事处成立于1969年。办事处设在人民jt路与长江西路的交会点，占地i『}i积

126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10人，街道彳J．综合组、缝纫组，向阳小吃部，

人民旅子f：等10个服务性集体企业，职工53人，年产值20 Jj-元。

长江西路穿境而过，由于约定俗成，群众习惯以三公里铁路天桥为界，称东至职工总医

院的沿路地段为“三公里地区”，称西至宾馆的沿路地段为“五公里地区，，。沿路两旁商q匕

网点星罗够l枷。市委、市政府、有色金属公司以及公安、民政、城建等20多个局的办公楼均

I坐落在此。有色公司的：1二人医院和风景秀丽的天井湖公园也都在境内。

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这里曾足荒山洼地，芦苇丛生。随着市区建设的发展，该

地区已成为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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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山街道办事处概况

杨家山街道位于铜官ljI区西南侧，东与长江路街道长江新村接壤，西至绢纺厂、焦化

厂，i钉邻金口岭，宝IJI，北抵铜官山铜矿至钢铁厂铁路专用线。面积5．57-方公里。

办j啵b设在爱团西路东端南侧，占地面移'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工作人员4

名。办事处‘r】959年成立，1960年更名为。杨家山管理区"，1969年改名为“红旗街道办事

处’’，1978／,[-：恢复“杨家山街道办事处"原称，现辖爱圆东村，爱国新村，碎石岭，五峰山

矿、大通煤矿、杨家III，新民一段，新民二段、新光，金IZl岭、露采一段、露采二段、平顶

山、812队，爱团西村‘，‘段，爱闻西村二段等15个居委会，12个居民村。居民7203户，32219

人。街办企业有小吃部，绂^^综合组，职工67人，年总收入约4万元。

解放前，这里是荒山秃岭，坑坑洼洼，小路狭窄弯曲，山间仅居住几户杨姓人家，故由

此得名。杨家山"。解放后，杨家山面貌日新月异。这里柏油路，水泥路纵横交错，风景树

排列成行，学校、商业网点分布均匀，长江剧院座落在此。目前这个人IZi比较稠密的居民区

正在改建，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已拔地而起。境内有绢纺厂，化纤厂，芋麻一厂、钢铁厂，焦

化厂等轻重工业企业。



扫把沟街道办事处概况

扫把沟街道他于铜官III区西南5公里，东北抵丫r色公司动力厂Ln头，两Ili}i K江渤岸，南

歪建华窑厂，北jj郊区新民火队相1邻。l『lf移16．4_、l‘方公!I!。

手l把沟境内以动：冲、川冲和彳IlJ家冲，过去，Il门：这些⋯冲雨水曲冲击，这二q!竹行一条河
L

沟，在Ilfii江约20米处，河沟逐渐变宽，形似。￡I把"状，敞名“扣把沟’’。1938q-'-，}I本仪

入我陶，为掠夺铜宙⋯矿藏，曾在江边修处码头，并建一条IJl0“区抵江边的小铁路，此沟即

被填平。从此彳r名无沟。 。

据实地调查，肠i扫把沟临i1：处订一腿长20米的木板桥，横跨I柯北，是当时钢陵且．至大通

锁的要道。沟的南岸足一片芦．书，北岸JJ．1rr余问单房。这些草房是小摊贩及码头搬运工人的

住宅，因!l：意兴隆，有一名绅士将此地取铝为“必隆{j．：c"。回民党统治n,}IPJ，这里称为“兴

隆保"}解放后，1951q-一F’l"-q!划乡建锁，这里称“兴隆村”，槭铜陵县城火区；19524]二，与

铜官村合并，归铜必乡；1954年，兴隆村和铜官村又分开；同年，成立“兴隆镇办事处"；

1956年在成立铜官山市时改为“第五办事处’’，随即又改为。兴隆办事处"；1958年改为

。扫把沟办马f处"l 19604]-称为“扫把沟镎理区’’；1963年又改称“兴隆镇’’； _文化大革

命’’时期改为。红光镇’’；1977／,I"恢复“扫把沟街道办事处"之称。

’

该办事处辖跃进新村，职进尔}’j、机厂新村、红光新村，余家村、富强新村、建华新村

等10个居民委员会，13个膳比村，4798)-，20244人。办事处与市第一建筑公司四工区棚邻，
●

占地面彩,4500平方米，建筑面移{56l平：I：『米，现有12名工作人员。街道有小吃部、缝纫组、废

品收购站及旅社等服务行业，职-I-'-49人，年产值26万余元。

本街道境内有1所中学，1所化工技校及4所小学，在校学生约6000人。有铜官山化工总

厂，有色公司第一冶炼厂、机械总厂等大小企业单位50多个。芜铜铁路南北横穿，宽阔的天

桥路和金II}路乍辆川流不忠，一派繁忙景象。昔日荒凉的扫把沟，今朝变为铜陵市重要的化

工，冶炼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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