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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就是能够识别不同地域的各种地理实体的符号，或

者说是人们共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地名工作好坏，

对军事、外交、民政、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

科研等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实现地

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省如皋县地名录》的出版，为我县提供了标准地名

资料，它标志着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已告结束。

今后，各部门必须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的法制观念，所采用的

地名，．一律以《江苏省如皋县地名录》上的地名为准，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一定要根据国务

院[19793305号文件，按照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逐级办

理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能生效。

《江苏省如皋县地名录》是在一九八O年年底全县地名普

查工作结束后，。在县人民政府、县地名委员会的领导下，根据

国务院关于全国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和文件精神，对我县地名
‘

的来历、含意、历史沿革和地理概况，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核

对、考证，广泛听取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标准化处理后

编写的。

普查时，全县共普查地名4576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952



条，自然村、镇名称2570条，专业部门名称20条，名胜古迹、

纪念地名称16条，人工建筑物名称494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2

条，其它地名51 2条。普查时，对原有的地名重新进行了审定确

认，更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任意乱改的地名，改正了因其它缘

故不宜采用的地名，适当调整了互相雷同，容易混淆的地名。

共命名、更名地名684条。基本上实现了我县地名的标准化和译

写规范化。 ，

本地名录内容包括县地名图，县、区、社、镇重要机构，

名胜古迹和人工建筑物，重要自然地理实体等概况。经过标准

化、规范化处理的各类地名，基本上反映了如皋县地名的全貌。

但还有一些地名尚未列入，未具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名称，亦

未收入。
．

地名录中如皋县地名图，是根据南通地区行署一九七三年

编制的县图绘制而成的，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概况和名

胜古迹部分亦仅供参考。

本地名录收集汇编的资料截至一九七九年年底止(注明的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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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代如皋县(城池)图



^■◆缸．一套基-^吒且R0_)‘摹奇冬●啄

匦《叶畏量冬唾K



回

。叫}帐怔m十州磷^：Fq}●k^《¨叫●蛞警f智

^世暮群柱^世q}q恒帐十●口群^叫印匿卜^联q匿q^《q科¨幅^叫帐}暮虹¨十●锄^叫：卜《鼙

^悖IIa节，^、，●求●v啐七《量r艇啄

r、／



^辩鬣to彗^oHp0v砖H一一基1．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如皋县概况



如皋县概况

如皋县位于长江下游，南滨长江，北接海安县，西邻泰兴县，西南与靖江县接

壤，东与如东县毗连，东南与南通县为邻。县人民政府驻如城镇，位子东经120。33’，

北纬32。23’。全县总面积1 5 6 9平方公里，总人口1 3 6万多人，绝大多数系汉族。辖

城西、城东、搬经、磨头，丁堰，白蒲、江安、石庄、薛窑9个区，49个公社，如城、

丁堰、白蒲、石庄4个县属镇，8 8 6个大队，8503个生产队，5个国营场圃。其中高

沙土地区有25个公社，4 7 4个大队，4582个生产队。

如皋历史悠久，据历代《如皋县志》载。如皋在周时为海阳地，属扬州。春秋时

属吴国，改叫郧，又名发阳，发繇口，发繇亭。战国时，越王勾践灭吴，属越国，后

越国又被楚国所灭，改属楚，仍复名海阳。秦属九江郡。楚汉相争时属东楚，为东阳

郡。汉高祖十二年封兄子刘濞为吴王，为吴王所有，改名海陵。汉武帝元狩六年，置

临淮郡海陵县。王莽篡汉后，改名亭间。后汉建武六年，省海陵入东阳，属广陵郡

(今扬州)。建武十八年，复置海陵县。三国时曹操强令滨江郡县徙民，成为隙地，

海陵县废。后由吴国大司马吕岱复置海陵县。晋属广陵郡，改称海阳县。东晋义熙七

年(公元4 1 1年)分广陵为五县，正式建立如皋县。隋省入宁海县。唐时改为吴陵

县、海陵县。唐中宗贞龙二年，将海陵分为海陵、海安二县，如皋属海安县。唐玄宗

开元十年，海安县又省入海陵县。唐文宗大和五年，分海陵五个乡置如皋场。南唐保大

十年，升如皋场为如皋县。从此以后经过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都设置如皋

县。一九三／‘＼年日寇占领如皋城，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撤逃至如皋东乡，在西乡建立如

皋县西南行署。一九四O年八月，我新四军东进至如西，接受了如皋县西南行署，成

立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同年十月，我新四军继续东进至如皋东乡，我如皋

县政府随军东去，接受了国民党如皋县政府，而在西乡建立如西行署。一九四一年一

月，正式设置如西县政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如皋城第一次解放，苏中行署
—-=

令如西县改名为如皋县，县府进城办公，如皋东乡的原如皋县政府改名为如东县政

府。·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占领如皋城，县府又迁至如皋西乡坚持斗争，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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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如皋城第二次解放，又迂回如皋城，一直至今。

如皋县名的来历，据《太平寰宇记》载：“县西百五十步，有如皋港(今秀水

港)，港侧有如皋村，县因此以为名。”而如皋港，如皋村的地名来历，据《左传·昭

公二十九年》载：“昔贾大夫恶，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

其妻始笑而言。矽这里所说的皋，系泽边高地，如，是到的意思。实际上贾大夫当年

射雉的地方不一定是如皋，但后人可能据上述记载，故名如皋。并有“雉水黟，“雉

皋，，，“东皋一等别名。
。

如皋县地势平坦，沿江一带地势较低，海拔2米左右(废黄河零点起算)，灌溉

方便，但易受涝，其它地区海拔5米左右。沿江圩田地区以黄泥土为主，白蒲稻棉区

以缠脚土为主，北部稻棉区以盐碱土和黑．、白，黄，红沙土为主，中部和西部高沙土

地区以黄，白、红沙土为主。

本县属凉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季风影响明显，主要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

雨水充沛，日照充足，无霜期较长。据一九五七——一九八O年资料统计，年平均气

温为摄氏14．7。，一月份平均气温为1．4。，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7．6。，年平均降水量

1 059．7毫米，主要集中在6—9月，年平均日照2072．34,时，常年盛行东南风，无霜

期2 1 6天。主要气象灾害；连阴雨，暴雨，台风、冰雹、寒潮和霜冻。

解放前，如皋仅有私营耀如电气公司、丁堰阜昌纱厂和县立平民工厂(手工生产

为主)。解放后，工业发展很快，先后发展了纺织、食品，机械，工艺服装，电子化

工、轻工、手工等工业。一九七九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三亿五千一百多万元，占工农业总

产值的54．4％。其中纺织工业(主要企业有丁堰纺织厂、如皋染织厂等)总产值7489

万元，食品工业(主要企业有如皋肉联厂，如皋食品罐头厂等，主要生产香肠、火腿，

肉松，冻肉，罐头食品、萝卜干等产品。)总产值12203万元。纺织、食品工业产值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6％。全县社，队办工业1277个，一九七九年总产值7788万元。

全县耕地面积1 2 6万余亩，其中集体耕地面积1 1 3万余亩。解放以来，通过治沙

改土，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主要作物产量逐步提

高。粮食作物主要有三麦、蚕豆，水稻，玉米等。夏、秋两熟播种面积1 4 4万余亩。

一九七九年粮食亩产由一九四九年的2 2 1斤上升到1148斤，粮食总产为78580万斤。经

济作物以棉花为主，花生、大豆、油菜、甜菜次之。一九七九年棉花播种面积36万

· 2 。 如皋县



余亩，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77％；一九七九年皮棉亩产由一九四九年的17．7斤上升

到121．8斤，总产为4390万斤。一土特产有如皋香肠、．肉松、火腿、白萝I-等。多种经营

发展较快，一九七九年底生猪圈存量为82万头，养羊26万只，养兔10万只，养家禽1 2 2万

只，产蚕茧4．8万担；林业产值572万元；渔业产值2 1 6万元。解放后，疏浚了通扬运河，

开挖了焦港、如海运河，兴建了焦港闸，碾砣港闸、江边抽水站，建电灌站8 3 4座。一九

七九年有效灌溉面积达110．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8％，建成旱涝保收农田82万亩。

交通比较发达，通扬运河、如海运河、焦港，如泰运河，常年通航，通榆、江平、

如黄、丁掘等公路纵横全境，与本省大江南北的市、县均可通车。其中与南京、无

锡、南通、徐州，连云港等主要城市有班车往来。县境内公路全长208．4公里，已有32个

公社通行公共汽车。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一九七九年有中专两所，中学97所，小学7 8 6所，幼

儿园7 1 7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职工学校1所，聋哑学校1所。县城建有文化馆，工

人文化宫、图书馆各1个，电影院、剧场3座。各社(镇)建有文化站和电影放映队，

县、区、社(镇)建医院(卫生院、卫生所)67所，8 8 6个大队都建了卫生室。

如皋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一九二五年冬，在江安鄂岱小

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海地区第一个支部。一九二七年元旦，在如城福成庵成立中国

共产党如皋县委员会。一九--}k年在如皋西乡爆发了“五·一万农民起义，组织了游

击队和赤卫队。一九三。年四月，在江安贲家巷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一九三

八年抗日战争初期，党在通如地区建立了“江北特委”。一九四O年秋，新四军东进到

如皋，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纪念革命烈士，在老户庄建有红十四军军长“何坤烈士

墓，，，在磨头镇建有“皋南战役烈士墓"，在吴庄建有“吴庄烈士墓’’，在县城建有

“烈士馆矽。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有三战三捷(皋南战役、丁林战

役、如黄路战役)在如皋。现在战役遗址处建有纪念标志牌，并被列为江苏省二级文

物保护单位。

如皋古迹：在县城东北角有水绘园一座，始建于宋朝，成于明朝，为古园林建

筑。至明末成为冒氏别墅，冒辟疆于清初一度更园为庵。解放后，将现存建筑修葺一

新，内有水明楼，列为省二级文物保护单位。县城东南有定慧寺，建于唐朝贞观年

问，距今约一千三百余年，具有楼包殿、水环寺、山门北向的特色。目前仅存该寺建

如皋县 ·i。．



佛像等物件毁于十年动乱。城内还有孔庙，建于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

毁于兵燹，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重建，现仅存大成殿，．亦列为省

护单位。

·4 · 如皋县



二、行，政区划(概况)

和居民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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