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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有关地名工作的文件精神，根据省地名

委员会发布的《县地名志编辑纲要》的要求，我们运用全县地名普查的

成果，加入1983年行政体制改革以来的新情况，经过复核、考订、充

实，提高，并广泛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编纂了这本《慈溪县地名志》。

地名是人们从事各项社会活动所不能须臾或离而又不甚为人们注

意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必然要

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某一特定地区的地理特征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的历

史风貌，-虽非一成不变，却有它一定的稳定性。因而人们在使用地名

时，便有个标准化和约束力的问题。反过来说，地名标准化，才有利

于四化建设和一切社会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人们在使用地名时，稍

带一些随意性，往往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不便，甚至造成工作上的损失。

十年动乱时期连书信都难以投递的混乱状态，人们当记忆犹新。1981

年全国进行地名普查后，才正本清源，使地名的运用重又逐步走上正

常轨道。
’

近年来，随着外引内联政策的深入贯彻，经济体制改革也获得了

可喜成就。地名的使用繁剧了，信息传递的繁忙和传递手段的电子化，

都对地名的标准化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今年又欣逢七五计划关键性

的第一年，。各项建设事业需要一本准确详赅而具有约束力的地名典籍，

使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我们热切地期望《慈溪县

地名志》能填补这一空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本志收录我县各类标准地名4409条，对所录地名的读音和书写形

式作了规范化处理。行政区划中的乡镇村名称，采用录以条目志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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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移，挟带的泥沙及经海潮搬运的扬子江泥沙在这里不断沉积，逐步形成沙嘴浅滩。经历代

围塘造地，才形成今日的平陆。土壤主要为潮土，盐土，水稻土和红壤四类。潮土占全县土

壤的绝大部分，成土母质以浅海沉积物为主。由于耕种历史、脱盐脱钙程度及机械成分不同，

又可分为黄泥翘、夜阴地、流沙板、粉泥田、青紫泥田，青粉泥田等多种土种。

慈溪地势低平。河流呈网状分布，沿山和沿海并有中小型水库十余座，水域面积达八十

六平方公里以上。主要河流东西向的有快船江、公路横江、东横河、大古塘河，六塘江、七

塘江等。其中东横河西南流与姚江相通。南北向的则有淞浦、古窑浦、淹浦、水云浦、四灶

浦，三十弓江，周家路江等，与东西向河流成网状交叉后，分别注入杭州湾。沿山主要水库

有凤浦湖、灵湖，窖湖、杜湖、白洋湖、上林湖、邵岙湖，梅湖等。其中杜湖、上林湖，梅

湖蓄水量均在一千万立方米以上。沿海有浒山，周巷．长河等区的人造海涂水库。各类水库

为改变三北平原河流源短水浅的弱点发挥了良好作用。

慈溪纬度较低，又深受海洋影响，故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属亚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6℃。冬季受冷空气控制，一月份平均气温为3．9℃，在寒潮袭击时，

绝对最低气温为一9．。3℃(1977年f月5日)，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8．3℃，绝对最高气温达

38．5℃(1966年8月6日)。年降水量1260．4毫米。初霜期一般在十一月中旬；终霜期在翌年

三月下旬，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56．8天。光照充足，全年日照数为2098小时，平均积温为5069．7℃a

但有灾害性天气，主要为台风．秋雨、伏旱．龙卷风。

慈溪有广大平原，又兼有山海之利。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民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198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6249万元，比1949年增长12．5倍，比1978年增长100．49％。

1983年农业总产值为47140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4．38％。农业以植棉为主。全

县共有耕地61．5万亩。其中棉地为39．9万亩，占全省棉地的三分之一，故有“浙江棉乡”之称。

1957年成为全国首批“百斤县”之一，1965年历史最高平均亩产达75．5公斤。1983年棉花总产量

为26537200公斤，为1949年的4．8倍。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棉地间种蚕豆、大小麦、油菜籽。慈溪

蚕豆粒大色白，素有“大白蚕”之称，年产30000000公斤，可加工成多种食品，深受国内外市场欢

迎。丘陵地区尚有蕃薯、马铃薯等杂粮作物。1983年粮食总产量156375000公斤，比1949年增长

88．4％。农业机械动力拥有大中型拖拉机197台，手扶拖拉机1790台。解放后兴建各类水利工

程的土石方计15300万方，投工达7800多万工。修成百万方以上水库13座。新建出海排涝闸39

座．计100孔。修筑海塘200多公里。有电机排灌动力3100台，25947匹马力。国家在水利上的

投资达3194．1万元，从而增加了抗旱排涝能力。

境内有山林245000亩，产毛竹，茶叶，松杂木，油茶、油桐等。果树有杨梅、桃李。茶

叶年产量20万公斤以上；杨梅果大核小，汁浓味甜，年产量达7500000公斤，居全省之冠。

农村多种经营门路宽广，计有7个专业，40个项目，270个品种。有19个品种年产值在百

万元以上，其中10个品种居全省首位，杨梅即为其中之一。花木以龙柏，茶花、五针松，广

玉兰．月季花为主要产品。全县有苗圃43个，花卉专业户4000余户，年产值达千万元。药材

有传统产品麦冬，红花、丝瓜络等。麦冬为“浙八味”之一，产品籽粒饱满；丝瓜络大部分供

出口外销。蔬菜如大蒜、辣椒，雪菜、榨菜等都有声誉。养蜂业发达，拥有蜂群20万箱，盛

产蜂蜜，皇浆、花粉，产值居全国首位。三北浅滩面积367．53平方公里，为浙江省最大之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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