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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县地名录》为我县一九七九年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它是根据国务院1979年305号文件精神和其他有关规定，集中了地名

普查标准图、一览表，地名卡片和文字资料的主要内容，经过综合整

理而成的。全书共收各类地名2，130条，分别按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以

公社级为单位)、企事业行政单位(只选取独立存在的具有地名意

义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纪念地和名胜古迹五大类地名依次入

编。除社队村名称和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按一般习惯排列外，其他一律

按标准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这就为查找我县地名的标准写

法，读音、类别和行政隶属关系等内容，提供了方便。这本地名录对提高

我县行政管理的科学水平，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四化建设，将是有用的。

编制这样一本地名录，是我县历史上有意义的一件事，它标志着

我县长期以来存在的地名混乱状况由此结束了。通过普查，我们有计

划地对全县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首先，+保留了绝大多数原有的

可行的地名，其次，有重点地处理了一些地名方言字，实行书写，读

音规范化；再次，调整了重名大队、自然村名称，更改、恢复和命名了

一批地名，并解决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问题；同时纠正了地图注记

上的错漏等等，基本上实现了我县地名标准化。

今后，各单位，个人在使用崇安县地名时，应以地名录中的标准

地名为准，不宜随意改动。若需要更名，命名，应按法定手续办理，

以保持地名合乎标准化要求，防止出现新的混乱。

须要指出的是，由于条件限制，本书所录地名仅是全县地名中的

主要部分，还有许多地名未及列入，因而，它并非崇安地名全貌；同

时，我县系全省第一批开展地名普查的十六试点县市之一，对于如何

搞好地名普查和标准化处理还缺乏经验，因此，恳切希望各单位和个

人在使用本书时多提建设性意见，使之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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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安。县，概 况

t‘ 崇安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东经1 17。377～工18。197，北纬2 7r。2 7，7—

28。057之间。东与浦城县为邻，南-9建阳县相连，西-9光泽县交界，

北与江西省铅山县接壤，西北面的分水关是闽赣两省的重要通道。全

县面积2，800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在城关，离省会福州382公里(公

路)，是本省的一个偏远县份。

崇安因境内有崇溪而得名，取崇地安宁之意。崇安县历史悠久。

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武夷山j

带，至今还保存有商周时期的古越族先民生活的遗迹——架壑船棺。

到了西汉前期，在崇安境内的城村一带，修建了面积达48万平方米的

古城建筑。崇安建县以前为建平县(即今建阳县)，所辖。五代时；王

审知割建阳县西北乡置温岭镇，即今崇地j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

年’)‘-；’改温岭镇为崇安场。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升崇安场为

县乙清讨，分全省为五道，崇安属建安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曾建立过县苏维埃政权b 1949年5月‘9日正式解放，。1951年。1月成立首
● ㈣-

届县人民政府。 ，，‘、：：．

r”：，‘崇安县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o．早在1927年夏，+就建立j了中国共产

党崇安特别支部。次年，发动了著各的上梅暴动。她是闽北革命的策

源地和活动中心，+又是当时闽赣省委机关所在地，震撼全国的：赤石暴

动就发生在赤右渡口。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有400多个革命基点村

遍布金县各地，坚持斗争直至全国解放。 ～，’’．，·_’：：1．’

j，县内的武夷风光千年之前就闻名于世。武夷山风景区属于‘瑰丽的

q丹霞拄地貌，素有”“碧水丹山”之称。在方圆'120华里的范围内≥有



蜿蜒15里的九曲溪，有形貌各异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和许多幽雅另lJ

致的洞、壑、滩、涧。除了大自然的奇趣，还有架壑船棺(虹桥板)，武

夷官，御茶园以及武夷精舍等耐人寻味的古迹。这座古老的名山现已

对外开放，成为国内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崇安地处武夷山的主脉，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巍然屹立在县

境西北部，为我国东南大陆的最高峰。全县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境内

群山环抱，峰谷连绵，山间众多盆地点缀其间。北部、西部地势险要，

分水关、桐木关、岭阳关等均是交通要道，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就曾在这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星

村公社、洋庄公社与光泽县、建阳县以及江西省铅山县毗连地带，列

为全国重点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温带和亚热带的交替地域，在

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中，保存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其他植物，

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新种繁多，是一座理想的天然博物馆和重要的

生物科学研究基地。挂墩一带是国内外闻名的生物标本采集胜地，被

誉为研究我国和亚洲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分布的锁匙。

崇溪(又名崇阳溪)是县内主要河流。它于西部和北部多头发源，

汇合北溪、九曲溪，梅溪等溪流，纵贯全境，直通建阳，其流域中有

城关、赤石、兴田等主要河谷。

金县气候温暖多雨。年平均气温J7r．9。c，最冷月(1月)8．9。c，

最热月(7，月)27．8。co有效积温为2481．2。C，全年无霜期272天。

冬季常有霜冻出现。年降水量I，906毫米。主要灾害性气候是倒春寒和

秋寒。
’

金县现有9个公社，6个国营农茶场，108个大队，J，255个生

443个是革命基点村。全县34，855户，

，822人。全县绝大多数是汉族，还有

和高山等少数民族。武夷华侨农场职工

侨o

79年农业总产值49000万元，占金县工

9年的58I．60万元，增长了6倍多。



耕地面积321，488亩，其中水田310，884亩，主要种植水稻，还有油

菜，地瓜、小麦，玉米等作物。产粮区主要集中在兴田、星村、五夫

等公社。由于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近年来粮食产量逐年

上升，1979年粮食总产量达19，262万斤，亩产由解放前212斤提高到

645斤，提供商品粮6，427万斤，为全省商品粮基地县之一。畜牧生产

发展迅速，养猪66，076头，养牛10，526头，其他养殖业也在大力发展

之中。

林业在全县占有重要位置。林地面积多达352万亩，其中有林地

23I万亩，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和50％以上；木材蓄积量821万

立方米(包括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木材蓄积量在内)，主要是松木，占

总蓄积量的三分之二左右，次为杂木和杉木；还有4，000万支的毛竹

和部分的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材和毛竹主要分布在桐木、程墩、

大安以及下阳公社的部分大队。其木材．．毛竹蓄积量分别在一百万立

方米和一百万支左右。1979年生产木材13．7万立方米。历年来人工

造林85．6万亩。各地林区积极搞好生态平衡，努力实现“青山常在，

永续作业"。

我县茶叶久负盛名，向为茶中上品。武夷岩茶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生产条件，色、味、香俱佳，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桐木大队的“正

山小种力红茶香味独特，被誉为“桂元香汤黟，远销欧洲等地。茶中

之王“大红袍"，更是四海称冠。宋朝范仲淹有诗赞道： “斗茶味兮

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不如仙人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疗，

极力夸奖武夷名茶a全县现有茶园24，596亩，可采面积14，815亩，

年产各种茶叶7，296担。星村公社、武夷公社、崇安茶场以及许多宜

茶社、队都大力发展茶叶生产，以供出口和内销广

全县目前巴建成大小水库15座(其中楮树7l：、古亭、樟树三水

库蓄水量都在一百万方以上)，共农田灌溉26，000亩；现拥有农业机

械动力81，765马力，各种拖拉机、机耕船1，096台，机耕面积达12．5

万亩，占可机耕面积的8D％以上口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我

县的农业基本建设还必须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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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工业在解放后才开始发展。现有森工，煤炭，电力，造纸和

茶叶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主要生产原木、枕木，无烟煤、松香、机

制纸和精制茶等。全县有102个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3工‘个，集体

所有制7，1个)，职工(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4，443人，总产值达

2，796．46万元，占金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1．2％。社队企业也迅速发

展。吴屯公社工艺厂的竹编产品远销北美、西欧一带。

福(州)分(水关)公路通过本县，并与江西省上饶市公路网相

接。县内还有47条公路，总长609公里，主要桥梁5座，各种机动车

辆332部。县城到各公社每日都有班车往返。8D％的大队通了汽车，‘初

步改变了山区交通不便状况o 。．。’

建国以前，全县只有1所初中，38所小学，92名教职工。现有

完全中学j2所，初中2所，小学584所，中小学教师2，111人，在

校中小学生38，326人。各类学校及师生的数目都比解放前增加十几

倍甚至几十倍，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崇安原是方言复杂地区，通行的是闽北方言，，三十多年来推广普通话

取得显著成绩，·曾荣膺国务院奖旗。现在，城乡都基本通行了普通

话。此外，县、社都有文化馆(站)和广播站，城区有影、剧院2座，

农村有电影放映队39个，专业越剧团1个，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积极

活跃。。县、社共有医院、。卫生院ID所，拥有291张床位：9D个大队建

立了合作医疗站；县、社有434名专职医护人员，大队有280名赤脚医

生；。生产队还配有卫生员，‘金县人民大力开展防疫灭病和计划生育工

作；不断增强人民体质o 。’|：o．!．。!。 ⋯中：_．!。，?i’+’，√’+·

』1’：崇安还是。座文物的宝库，’其中赤石暴动烈士墓0；上梅‘．暴动遗

址、汉城遗址和遇林亭饔遗址等为省属文物保护单位0境内还有列为

国家重点保护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和著名的武夷山风景区。‘这些对于

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科学价

值：如今，许许多多的知名人士和各方游客纷纷来武夷品茶赏景，登

高泛流，以及从事各种的学术研究活动o■ 一， 。。．“：： ’、

注·本文有关敛宇均以1979年统计局数字为准。 ．



、 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





关人民公社概况·

安县中部，东部与下阳公社，南部与武夷公社，西部与

相毗邻，总面积一百三十三点二平方公里。

山日温岭，五代时，王审知割建阳县西北乡置温岭镇，

为崇安镇(又称清献镇)公所。解放初期划为崇安城关

，集贤乡，里仁乡，村尾乡，里洋乡)。一九五四年划为

湖桃乡、南兴乡，集贤乡，里仁乡，村尾乡，里洋乡。

曙光人民公社(包括武夷，洋庄)管辖。一九六二年成

立城关人民公社。

本社地处半山区，最高的牛仰小队海拔八百米。主要山峰有白鼻岩，崩山

缺，海拔均在千米以上。主要河流有西溪和北溪。西溪发源于红岭下，全长四公

里，北溪发源于黄墩，全长十五公里，这两条溪流在城关北门花桥汇合后注入崇

溪。

本社驻地在城关西林巷。全社现有九个大队、场，一个居委会，九十二个生产

队，有十二个社办厂，场，六十四个自然村，总计五千一百一十五户，二万零八

百五十七人。 ．

金社耕地面积一万八千五百九十八亩(其中水田面积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

亩)，饲料地三百四十四亩。

本社经济以农业为主，部分经营副业生产。沿西溪两岸所属黄墩，村尾大队

及良种场，土壤较为肥沃，是主要产粮区，粮食产量约占金社的三分之一。洋

墩、崩埂、里洋等大队的部分小队常常得不到河水灌溉，干旱严重，多属望天

田，产量较低。一九七九年，全社粮食总产量达九百五十万二千七百斤，超过了

毫 在1979年地名普查之后，原城关人民公祖于1980年划为城关镇和溪东人民公社，但

叉因城关一名与全区兄弟县各城关镇重名，溪东一名与松溪县溪东人民公社重名，经征得两

单位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城关镇更名为崇城镇，溪东人民公社更名为城东人民公社。

为了表明这一更改，在本地名录付印之前，在对行政区戈13这一部分地名予以明确分别。至于

其他部分的地名因限于力量，暂不予以更动。鉴于崇城镇辖原城关公社居委会与城南，城

西，蔬菜大队，城东人民公社辖崇城镇析出后原城关公社所余大部分，所以，本书中凡标明

“城关矽多糟现城东，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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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高水平。全社每年产原木到材二千一百立方米。近年来，畜牧业也有大发

展，一九七八年有存栏猪三千五百八十七头，平均每户二点一头。一九七八年社

办企业总收入达一百二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八元Jo随着生产不断发展，社员的生

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全社社员集体分配年收入七十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二元，人平

口粮已达到六百五十斤。

一，，，．一九五七年，，建成五里庵水库，蓄水量二十万立米，灌溉农田三百余亩。黄

泥垄水库蓄水量三十万立米，受益面积达五百亩，：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一九七

六年又兴建了崩埂电站，装机容量二百千瓦。

．，本社修建了黄墩等三条公路j总长三十一公里，初步改变了交通不便的落后

状况。但还有个别大队运输仍靠肩挑人扛，这对本社发展生产是有影响的。

黄墩，牛仰，花盘丘之内良，．外良、上树、下村、牛场等自然村是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基点村4

(由城关公社整理)

I



别 名
类 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曾用名)

县 崇安县 Ch6ng’On XISn 驻崇城

(温岭镇，崇

镇 崇城镇 Ch6ngch舒g zh油
蓑羹套尹献镇’ 驻西．孝未巷

居委会 城关居委会 Ch否nggu8n JOw苦ihui'

街 解放街 Ji善fSng Ji百 后 街一 ．，． ：1：

街 工业路 GSngya LO 西门头

街 中山路 ZhSngsh石n LO 大岭头

．和平路

中华路

自立路

胜利路

民主路

武夷巷

合作巷

东’风巷

先锋巷

西林巷

扣冰巷

奋斗巷

光明巷

勤俭巷

爱国巷

大同巷

康乐巷

自由巷

先进巷

建民巷

人民巷

前进巷

民主巷

H否pTng L0。

ZhSnghu5 La

ZTl}L0

Sh爸nglT La

Minzh凶La

W凶yi XiSng

H否zu5 XiSng’

DSngf百ng Xiang

Xianfi§ng Xiang

XTITn 7XiSng

KSubTng Xihng

F言ndbu XiSng

GuOngming Xi右ng

QinjiSn Xihng

Aigu5 XiSng

D石t6ng Xiang，

K石ngl荟XiSng

Z?y6u Xiang

Xianj?n×iang

Jianmin Xiang

R5=nmln Xic3ng

Qi6nj7n Xiang

Hinzh西Xiang

横城街

前 ．街

万厝巷

北门头

文化宫

青云巷

新人庙

盐仓巷

倪厝巷

盐道头

桥头巷

石门搂’

三，宫堂．：

吴厝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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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街街街街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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