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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地名录》，以地名普查为基础，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后经多方考证，反复核对，

按《安徽省县(市)地名录编辑提纲》要求，浓缩精炼，编纂而成。由市人民政府批准，经

省地名办公室审定，正式出版，内部发行。．

本书对城市街路，村庄、河流、地理特征等方面，均作介绍，释义简明。既集中反映古今

地名情况，又记载了历史沿革。它是我市第一部地名工具书，也是国家地名档案资料，直接

为各部门提供准确地名资料，可供图书馆、大专院校、档案馆收藏、参考。

全书内容，分行政区划、重要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企事业单位，纪念地及名胜百

迹、附录等10个部份。其中，地名图2幅，彩色照片7帧，各类概况35篇，收录地名848条，

约6万余字。

编排形式，卷首前言、全市地名图I中间各类概况、间夹扉页I后有笔画索引、编后记

等。16开本，横排精装，枣红漆布，烫金封面。

书中引用数据，人口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准，工农业方面，系1984年我市统计局上

报资料，其他项目数字，由各单位提供。六安市概况中，引用的数字系1986年底统计数据。

地名是在人类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中产生，因此，地名要保持稳定性。凡“文革”期

间，乱改地名，一律恢复原称。今后新发展的街，路、巷，住宅区等，需命名、更名时，应

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法》及省人民政府批转的《安徽省地名管理暂

行办法》，报市地名委员会审核，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六安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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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概况



六安市概况

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淠河上游东岸。北纬31。427——31。497，东经116。267——

116。357。距合肥77公里。是六安地区行政公署、六安市、六安县人民政府驻地。面积84．7平、

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17r．1平方公里。辖3个乡，7个街道办事处，58个居民委员会，17个

村民委员会，390个自然村。入口170，767入，其中非农业人口128，479人。以汉族为主，还有

回、壮、土家、锡伯等10个少数民族。 ‘：

境内，东南高多丘陵，西北低多平畈，海拔一般为40——60米。属北亚热带半湿润季风

气候，春季多雨，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5．4℃，一月均温2．1℃，七月均温28．2℃。年平均降

水量1089．4毫米。无霜期220天。

六安，古属扬州之域。史载：禹封皋陶之子仲甄干六。故又称“皋城”。周为六国地。

战国为楚六邑。秦置六县。汉武帝取六地平安之意，置六安国，这是“六安”最早的名称。

隋折置淠水、开化二县。唐立盛唐县。宋为六安军。元，明，清称州。民国元年(1912)改

州为县。历代均为郡、州、县治所。六安战略位置重要，是大别山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军的一些将领曾镇守此地。 “五·四”运动

以后，爱国运动逐步深入，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沈子修、朱蕴山、桂月峰等在六安建立了

皖西第一所新型中等专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培育了很多人才，如吴干

才、刘淠西、黄仁祥、桂伯炎、吴岱新，陈绍禹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立了中共

六安特别支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中共六安特别区委员会。抗日战争初期，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曾一度从安庆迁来六安。第五战区安徽省抗日民众总运员委员会在六安成

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在六安秘密建立。1949年元月21日六安解放，2月成立六安市，属六安

专区。同年6月并入六安县，为六安县城关区(县治)，1954年改为县辖镇。1965年升为六

安镇(县级)，属六安专署。1969年复为六安县城关镇。197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置

六安市，属六安行署。

解放前，六安街道狭窄，屋宇简陋，交通闭寨，经济落后。建国初，工业仅有黄烟，制

糖、铸锅、米厂等手工作坊，年产值不到300万元。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由于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现拥有机械、

纺织、造纸、制药，化工、印刷、电子、建材、食品等10多个工业门类，形成了以轻纺工业

，与支农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全市工商企业870家，职工总数7．21万人。1986年，工业总

产值30，519万元。有23种工业产品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夹沙月饼、桂花浸膏评为部优

产品，钢板网、3618轴承等6种产品评为省优产品。有12种服装产品在全省首次“黄山杯”

时装设计大奖赛中获奖，8种产品分别获省和华东地区最佳设计奖、优秀产品奖和产品质量

奖，防心脏病中药背心获巴黎第52届国际时装博览会荣誉奖和三个国家荣誉证书。一品斋毛

笔历来享有盛名，1919年在南洋工艺品赛会上被评为一等工艺品，其中“大卷紫毫”、 “仿

古京庄”分别获得金质和银质奖章。 ／、

，。 毛



城市建设发展较快，尤其是建市以后，兴建了人民路，梅山北路等10多条千道，形成了

新的街区，整修了老城区的皖西路、解放路、鼓楼街、云路街。鼓楼街、云路街、大东门、

梅山北路南段巳为市内商业区。人民路为地、市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驻地。梅山新村，人民

路新村等新型住宅区已经建成。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东部。市区中部占地8．7公顷的体

育中心正在兴建，人民公园已初具规模，向游人开放。淠河总千渠自南向北穿市区而过，流

经市内长10．5公里，为航运，市区用水和农田灌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交通以公路为主，有合(肥)六(安)、六寿、六(安)霍(邱)、六(安)佛(子岭)等7r条干

线，可直达合肥、阜阳、蚌埠、淮南、安庆、武汉、黄岗、信阳、驻马店、南京等大中城市

及周围各县。

文教、科技、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60所。其中，高等学校2所

(六安师专，皖西联大)，各类专业学校4所，中学16所，小学38所。电影院，影剧院7

座，专业剧团2个。新建了皖西博物馆和六安广播电台、六安电视台。电视台的主要设备有

百米电视发射铁塔和卫星地面站发射机房，6．2米卫星电视接收天线等。每天以六、八两个频

道，向广大电视观众播、转节目。科技水平不断提高，1986年，推广应用新技术成果30多

项，申报落实了国家级《大蒜油树脂》和省级《中国蜂蜜营养酒》两个“星火计划项目”。

农村能源的综合利用有了新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全市卫生机构109个，比建市

前增加41个，医院5所，卫生工作人员2，124入，病床I，264张。 ．

。郊区总耕地面积有26，735亩，近郊以种植蔬菜为主。1986年蔬菜总产2，601万公斤，粮食

总产942．2万公斤，农业总产值1，789．8万元。

六安古有八景；桃坞晴霞、淠津晚渡、龙潭映月、裴滩落雁、番山樵牧、赤壁渔歌、谯楼

胜览、双塔摩青。古迹和纪念地有观音寺塔、多宝庵塔、皖西烈士纪念馆、紫竹林。位于市中

心区解放路东侧的九墩塘，面积2．24万平方米，终年碧波荡漾，为人们游息之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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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市街道概况

’

本街位于市区东部，·丘陵地带。东至十里铺，西连五里墩大桥，南接国防工业千校，北抵

市砖瓦广，总面积6．048平方公里。

街辖7个居委会，自然村10个，4104户，18441人(其中农业537人)。1979年，划进望

城岗公社军民和枣树林两个生产队。境内工厂范围大，住宅区多，为加强行政管理，设置

“东市街道事处”。

街道办事处没在七里站。相传、古代于城外设五里一墩，军事用作烽火台，七里一站，

点兵之地。该站旁边，由清朝光绪年间，竖一牌坊，上下两层，四柱并立，牌高三丈，宽

1．8丈，柱粗5．6尺。上层横匾，刻二龙戏珠和“圣旨”两字，下匾字日。 “孺童胡章远妻江

氏之坊”。1952年扩建公路，遗物拆除。 。 ～

从前，此地人烟稀少，遍地是坟冢荒岗。解放以来，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区。现有淠河化

肥厂，机床厂，轴承厂，长安机器总厂、汽车齿轮厂、砖瓦广等44个，直属中央，省、地、

市办厂31个，职326937人，总产值4471万元。其中六安汽车齿轮厂，年生产变速器5350件，

齿轮12万件，六安轴承厂，生产轴承15万套。各厂新创品种甚多。
。1

街办企业7个，总产值87万元。农业耕地135亩，全部栽种蔬菜，年收入11万元。

文教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后，中小学3所，43班，学生2．125人。国防干校，六安技工学

校，设在境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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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东市街道办事处D6ngshT Jl否daobanshT

-ch／)

七里站居委会 QTITzhanjow芒lhul

二轮窑居委会 亡r16ny石ojow苦IhuT

锅底山居委会

宁平居委会

五里墩居委会

淠化居委会

Gu6dTsh石njnw爸IhuT

Nfngpfngjow吾ihut

W西IldOnjSw若lhul'

P'i'hu(3jo w吝l hut'

军民居委会 Jonmfnjow芒fhuT

黄大庄

吴庄

项庄

王庄

枣树林

李疰

陈庄

刘家

张小庄

杨家

陈大庄

李家

阎大庄

t

Hu6ngdazhu百ng

W8zhuOng

Xl(3ngzhuang

W石ngzhuOng

ZOoshOITn

LTzhuong

Ch吾nzhuOng

LI(]JlO

Zh西ng×I五ozhu石ng

Y6ngjlo

Ch百ndazhuang

LTjla

Y6ndOzhuong

B右oji0

说 明

位于市区东部、丘陵地带。总面积6．048平方
公里，T个居委会，lo村庄，4104户，18441人．驻
地七里站。

距老城七里，沿用地名命名。258户，905人．
驻地七里站。

原十里铺居委会，因与望城岗乡十里铺村重名，
1984年12,q，改称今名。446户，1501人。驻地六安
轴承厂．

沿用地名，故称。870户，3156人。驻地六安汽
车齿轮厂． ．

位于宁平路西侧。故名。823户，2915人。驻地
六安机床厂。

沿用地名，故称。473户，1640人。驻地六安市
雨具厂。

原淠河居委会，因与九里沟乡淠河村重名，1984
年12年，改称今名。752户，2964人。驻地淠河化肥
厂。

1969年，六安军分区领导在此蹲点，军民关系
密切，初名军民生产队。1979年建市后，称现名。
110户，481人。

12户，60人。

13户，72人。

8户，46人．

4户，22人．

村。13户，59人．

6户，17人。

6户，29人。

6户，28人。

4户，24人。

4户，24人．

6户，29人。

4户，14人。

22户，T07人．

4户，15人。



中市街道概况

本街位于市区中部，是六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形平坦，东至五里墩大桥，

西邻解放路，南连汽车大修厂、新河粮库，北接小东街，皋城西路至河沿，总面积3．925平方

公里。9个居委会，28个行政组，9个自然村庄，6687户，22974人。集体77户，3015人。

1979年，由小南海大队、三里岗和南外两个大队各一个生产队，东大街两个行政组、北大街

一个行政组，合并设置中市街。

解放前，仅有东外小街，草房破烂，街道狭窄，污水四溢。现在，街道拓宽，增建入行

道。东西走向有大别山路，皖西路、人民路，南北走向有梅山北路、健康路。千道大别山路

分别直达合肥和大别山区。皖西路两旁，兴建了皖西宾馆，皖西饭店、皖西影剧院、六安地区

邮电局、新华书店和市百货大楼等，街市繁荣，群楼矗立，一派壮观。人民路，西依解放

路，东界新淠河。六安地、市党政机关驻此。地区供电局、市人民政府、影剧院、中医院等，

新楼崛起，气魄宏伟。 ．

水陆交通方便。五里墩大桥连接东西交通，几条千道均通公共汽车。六安码头，位于汽车

站东南，河面宽100米，河底宽60一45米，通航上起六安县横排头，下至合肥市北双墩码头，

全长141公里，大批物资通过此处中转，形成一条水陆连接的运输线。

街办企业。电机修配、机具修配、汽车附件、织布、丝绸厂等20个，年产值124．6万元。

蔬菜108亩，年产值4．4万元，鱼塘135亩，总产值9000元。从前，文教卫生事业是空白。现

有医院二处，病床位561张。剧院、影剧院、文化馆、图书馆等7：处。中小学6所，96班，学

生4075人。

皖西烈士纪念馆，位于九墩塘畔，面积4万平方米。陈列馆两座，一馆陈列第一，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牺牲的建党、建军创始人传略、遗物、遗像，二馆陈列皖西革命斗争史。

烈士塔，高17．95米，塔身正面，仿制毛主席手书：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其

他三面刻有纪念文。 ．

九墩塘，地处小东门，面积22400平方米。从前是坟蝇孳生的臭水塘。解放后，几经疏

浚整修，沟通新淠河水源，终年绿水长流。堤岸安设栏杆，人行道旁，配栽冬青梧桐，对岸

桃李争妍，垂柳环抱。湖光山色，增添了古城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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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六安市

汉语拼音

La，On ShY

中市街道办事处 ZhOngshT Jl百dSobOrr-

shTchO

九墩塘居委会 Jl涮百nt6ngjow吾lhuT

人民路居委会 R百nmfnIojow善lhuT

小南海居委会 X160n石nh6}jow苦lhu7

皖西路居委会 Wan×TIdjow苦IhuT

卫校居委会 W每I×Iaojow否lhuT

六梅路居委会LSm6lIfijOwSIhuT

前进居委会 Qi石njTnjow若lhuT

车站居委会 Ch百zhanjow荟Ihui

宾馆居委会 BTngu6nJow荟lhuT

杨家庄

鲍家庄

陈大庄

樊家庄

崔家庄

陈家庄

武小庄

徐小圩

油坊桥

6

YBngjlazhuong

Bcaojlazhuong

Ch否ndazhuOng

F石njidzhuong

CuTjl石zhuOng

Ch6njlazhuSng

WQxl石ozhuOng

XOxl百OW否I

Y6ufongql80

说 明

古称皋城，春秋称六国。宋置六安军，元、明改军
为州，清属直隶州，民国废州设县。1978年建市，
面积84．7平方公里，人口145597人。

位于市中心，地势平坦，总面积3．925平方公里，
9个居委会，28个行政组，9个村庄。6687户，
22974人。驻地皖西路。

1979年，北大街两个行政组，划入中市，地，
市、县18个单位，该居委会以境内九墩塘命名。
1063户，2758人。

1979年建，所辖范围，均是机关单位，位子人
民路两侧，故名。1044户，3113人。

1979年建市后，将原小南海大队，并入街道，
称现名。610户，1916人。位于人民路东段北侧。

1979年建市后，将东大街两个行政组，划入中
市街道，因位于皖西路两侧，故称。1097户，3354
人。

1979年建，所辖范围，全属机关单位，境内有
六安地区卫校，以此命名。599户，1827人。

1979年建，将原平桥公社一个生产队，划归街
道，因位于六梅路两侧，故名。542户，1910人。

1979年建，原以前进生产队名称命名。795户，
2250人。

1982年5月建，原属卫校居委会，因范围大，
从中分出一个居委会，以车站命名。403户，1441
人。

1982年5月建，原属皖西路居委会，因范围
大，从中分出一个居委会，以宾馆命名。457户，1390
人。

1户，6人。

13户，54人。

13户，49人。

46户，96人。

11户，51人。

15户，75人。

19户，88人。

5户，20人。

村。20户，97人。



三里桥街道概况

本街位于市区北面，与九里沟乡接壤，南至北市街，东靠淠河总千渠，西邻老淠河，总

面积3．7平方公里。辖8个居委会，15个生产队，村庄9个，4233户，17935人。

此地，原有一座木桥，离城三里，故称“三里桥”，1979年3月成立市时，将菜市大队

和三里桥大队合并，设置“三里桥街道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解放北路北段南侧。
●

街境自然条件好，中间一条马堰河沟，水源充足。菜市村委会靠老淠河，地势平坦，油

沙土质，盛产蔬菜，俗称菜市湾。原三里桥大队，处于新淠河沿，属岗地，种水稻。随着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家征用土地增多。现仅有耕地面积215亩，以生产蔬菜为主，是市

区蔬菜产地之一。蔬菜播种90亩，年产量10．8万斤，年产值6．3万元。鱼塘20亩，年产鲜鱼

4000斤，总产值5000元。

街辖范围，为城北工业区。省，地、市直属厂有化肥，仪表、纺织，造纸、火柴，朝阳

制药厂、手拖厂等12个。交通方便，公共汽车轮流对开，各厂之间，公路交错。
’。 ‘

目前街办企业仅有旅社、酿酒、建筑，运输等，年收入183万元。多余劳力，就近厂做

工。
’

文教卫生方面，现小学1所，学生1521人。六安一中，四中、六安师范，地区党校，市

第一医院，均在境内。街道设有电影院，卫生所等。

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即现在六安师范)，于1919年春，正式开

学，沈子修任校长，朱蕴山，钱杏村等同志，当时在校里任教师，并从事革命活动，驱逐反

动县官的群众斗争，都是以“三农”进步师生为主开展的。

一九三O年，在皖西革命风暴中，山里一些土劣逃到六安，不少人集中在该校，学校遭

到破坏，房屋被拆，木料当柴烧，终于停办。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说 明

三里桥街道办事处sG。nhlTTcqhl6do’值dao
bcln-

里，譬秉痞萎篓乒’9黎嚣酱04裳再嚣31J7平935方．人公oI I ／3-- ．it
SnlCnU 翌’ o’。，百，c露’ 一’下了 ，鼍‘oo，’’

落星庙居委会

朝阳居委会

Lu6×Tngml(3。jQw爸l huT 群众篓香蠡慧，裴薯黯绺爹羹；徽落过陨石’
Ch石oy6ngjnw苦lhut 沿用朝阳制药厂名，故称。sozP，1736,人．。

梅山路居委会 M吾ls腑nIdjow荟lhui 沿用梅山路名，故称。767户，2808A·

光华居委会 Guanghu6jow荟lhuT
1982年建，沿用光华无线电仪器厂名，故称。

664户，2277人。

三里桥居委会 S石nITql60jow善Ihu7 沿用桥名，故称。289户，1092人。

四里井居委会 S TlTjTngjow爸IhuT

菜市湾居委会 CaIshTwanj口w苦IhuT

两口塘居委会

吴家

石闸

蔡大庄

’鸡心岗

崔家埂

杜庄

刘大庄

吴大庄

菜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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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石ngk6ut6ng J0w否IhuT

W印la

ShTzhG

Caldazhu西ng

JTxTngSng

CuT鹏g吾ng

DOzhuong

L iOdOzhuOng

WGdazhuong

CafshⅦ百

1982年建，位于解放北路东南，沿用地名，故
称。516户，1856人．

位于解放北路中段北面，沿用地名，故称。218
户，836人。

位于解放北路北端南侧，此处有两口塘，故名。
80户，343人。驻地刘大庄。

吴姓7户，38人．

人。
解放前，村庄附近有一石闸，故名。8户，38

13户，71人。

村。位于手拖厂北，地势较高，状似鸡心，故
名。两个庄子，25户，118人。

小山岗，原崔姓居多，故称。16户，71人．

解放前杜姓较多，故称。17户，80人。

村住刘姓多，故称，37户，166人．

解放前，吴姓生五子，皆住此，现成大庄。14
户，102人。

村。位于光华厂东北侧，解放前为蔬菜市场，
解放后有一小街，现是村庄。18户，110人。



西市一街道概况

西市街位子六安市区西南，地势平坦。东起古城墙根，西与平桥乡毗邻，南连南市街，

北靠老淠河中段，区域面积为1．825平方公里，原名西大街。“文革”时，改为M红卫街，

1979年3月，正式命名为西市街。街道办事处在横街。
，

辖5个居委会，32个行政组，2469户，9068人。街路4条，巷遭2条，古地名三处。革

命遗址一处，‘河流一条，桥梁二座。
’

解放前，房屋破烂，商业萧条，仅有私人锅棚一个，系手工制作。现在，市容一新，商

店较多，大街全铺水泥块路面，交通方便。 ·

经济，文化，均有较大发展。街办企业10个，酱油厂、羽毛加工厂、农机修配厂等，年

产值8万元。街内属县办厂6个，市办厂8个，地区办厂4个。皖西汽车配件厂，属省办。

小学3所，师生801人。

这次地名普查，得知革命遗址一处。1925年冬——1927年初，木器实业社位于现街道办

事处隔壁。当时，王绍虞同志受上海大学支部局书记瞿秋白派遣，回六安秘密工作；由田崇

厚同志筹资开设木器社为掩护，并任副经理(现任安徽省军区后勤部长)，后因叛徒告发，

地点转移。原址房屋，现剩三间。

今用古地名三个· “等驾拐”，位于老城南门口(从前有一座店)，相传清朝乾隆皇帝

下江南，路过此地，文武百官等驾跪拜，由此得名I “清官旗”，传说有位州官，断案清

白，当地插一旗杆，以示纪念I “永安桥”，传说永生与安凤，两个相爱成婚，受封建势力

迫害，跳河自杀。后从二人名字前各取一字为桥名，以表永久平安无事之意。今据碑文，远

在清光绪二十六年，由彭正章自献资财，建桥为居民，商人行走方便，故日；。永安桥”。上述

地名，实物早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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