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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

《宝应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发的鬈关于地名命名，

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作了标准化处理，经县
’

人民政府批准编辑出版的标准地名录，这是我县解放以来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典

籍。

普查和编辑出版工作是在县地名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受到各级

党政部门的重视，得到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地名普查中，县地名办公室的全体同

志群策群力j查核了公社、镇25条，大队425条，街道办事处7条，县属场圃7条，自然镇6条，

自然村2784条，各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名称67条，古迹、古遗址12条，人工建筑物558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4条，其他地名222条，共4092条；更名公社4条，大队170条，自然村1

条，其他地名133条，命名自然村15条，其他地名15条。这本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

集中反映、重要成果。

i 这次出版共编入“宝应县地名图”、‘‘宝应县概况’，、“行政区划和居民地概况及标准地名录’，、

r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概况及标准地名录”，“古迹、古遗址和革命纪念地概况及标准地名

录”、“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及标准地名录”，“地名图片”，“标准化地名更名、命名的
f’

通知”、“地名录汉字首字笔画索引”九个部分。鉴于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尽管由于历次政治运

’动和其他原因，我县过去的地名比较混乱，我们在逐一核对时，对原有地名还是尽量保持稳定，

可改可不改的一律未改；非改不可和重名、同音的，本着“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

好记”的精神，作了适当调整，修改。“宝应县地名图”因有些地方未经实测，仅为示意，不能作

为划界依据。 、。

{ 《宝应县地名录》的出版，为本县经济建设、交通运输、公安户籍、民政管理、邮电通讯、文教

．。卫生、新闻报道、测绘、国防和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比较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直

接为四化建设服务。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凡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车站、码头

以及商品商标等，都应与地名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县内路、街、巷、新村、桥梁等需命名、更名

时，必须报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

随意更改地名。

： 本地名录的编排以公社(镇)为单位，先排公社(镇)驻地和所在大队，其余大队，则按所在

单位平时的习惯顺序排列；其他地名按同类别集中排列，对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全部照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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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未具地名意义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没有收入。

《宝应县地名录》的主要组织者和编辑人员有：蔡家驹、周相林、杨学年，王开华、李迎春、杨

长喜、莫文国、沈群、华德林等同志，由王嘉骏同志绘制地名图，庞志宝同志拍摄地名图片，陆矛

德同志设计内封面，韩厉观同志文字审定。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先后给我们以热情支持和帮助

的单位有：宝应县政府办公室、人武部、公安局、水利局、财税局、交通局、邮电局、民政局、文教

局、统计局、多管局、卫生局，基建局、经委、农委、宝应县中学、文化馆，图书馆、党史办公室、地

震办公室、气象站等，省测绘局协助绘印县地名图，上海商务印刷厂承担了排版印刷工作，在

此，我们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缺乏，本地名录在内容、努类、排列以及文字组织等方面，都会有

不少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得到批评指正o

本录资料截止1982年底o
7

宝应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1983年



目 录

出版说明
’

一、宝应县地名图

=、宝应县概况⋯⋯⋯⋯⋯⋯⋯⋯⋯⋯⋯⋯⋯⋯⋯⋯⋯⋯⋯⋯⋯⋯⋯⋯⋯⋯⋯⋯⋯⋯⋯⋯1

三、行政区划和居民地概况及标准地名录⋯⋯⋯⋯⋯⋯⋯⋯⋯⋯⋯⋯⋯⋯⋯⋯⋯⋯⋯⋯：!·5

城镇⋯⋯⋯⋯⋯⋯⋯⋯⋯⋯⋯··”···⋯⋯⋯⋯⋯⋯⋯⋯·t⋯⋯⋯⋯⋯⋯⋯⋯⋯⋯⋯⋯⋯7

汜水公社⋯⋯⋯⋯⋯⋯⋯⋯⋯⋯⋯⋯⋯⋯⋯⋯⋯⋯⋯⋯⋯⋯⋯⋯⋯⋯⋯⋯⋯⋯⋯⋯⋯14

沿河公社⋯⋯·j⋯⋯⋯⋯⋯⋯⋯⋯⋯⋯·?⋯⋯⋯⋯⋯⋯⋯⋯⋯⋯⋯⋯⋯⋯⋯⋯⋯⋯⋯··25

城郊公社⋯⋯⋯⋯⋯⋯⋯⋯⋯⋯⋯⋯⋯⋯⋯⋯⋯⋯⋯⋯⋯⋯⋯：⋯⋯⋯⋯⋯⋯⋯⋯⋯．．32

黄浦公社⋯⋯⋯⋯⋯⋯⋯⋯⋯⋯⋯⋯⋯⋯⋯⋯⋯⋯⋯⋯⋯⋯⋯⋯⋯⋯⋯⋯⋯⋯⋯⋯⋯89

泾河公社⋯⋯⋯⋯⋯⋯⋯⋯⋯⋯⋯⋯⋯⋯⋯⋯⋯⋯⋯⋯⋯⋯⋯⋯⋯⋯⋯⋯⋯⋯⋯⋯⋯45

黄塍公社⋯⋯⋯⋯⋯⋯⋯⋯⋯⋯⋯⋯⋯⋯⋯⋯⋯⋯⋯⋯⋯⋯⋯⋯⋯⋯⋯⋯⋯⋯⋯⋯⋯55

望直港公社⋯⋯⋯⋯⋯⋯⋯⋯⋯⋯⋯⋯⋯⋯⋯⋯⋯⋯⋯⋯⋯⋯⋯⋯⋯⋯⋯⋯⋯⋯⋯⋯62

小官庄公社⋯⋯⋯⋯⋯⋯⋯⋯⋯⋯⋯⋯⋯⋯⋯⋯⋯⋯⋯⋯⋯⋯⋯⋯⋯⋯⋯⋯⋯⋯⋯⋯70

芦村公社⋯⋯⋯⋯⋯⋯⋯⋯⋯⋯⋯⋯⋯⋯⋯⋯⋯⋯⋯⋯⋯⋯⋯⋯⋯⋯⋯⋯⋯⋯⋯⋯⋯76

子婴河公社⋯⋯⋯⋯⋯⋯⋯⋯⋯⋯⋯⋯⋯⋯⋯⋯⋯⋯⋯⋯⋯⋯⋯⋯⋯⋯⋯⋯⋯⋯⋯⋯83

夏集公社⋯⋯⋯⋯⋯⋯⋯⋯⋯⋯⋯⋯⋯⋯⋯⋯⋯⋯⋯⋯⋯⋯⋯⋯⋯⋯⋯⋯⋯⋯⋯⋯⋯89

柳堡公社⋯⋯⋯⋯⋯⋯⋯⋯⋯⋯⋯⋯⋯⋯⋯⋯⋯⋯⋯⋯⋯⋯⋯⋯⋯⋯⋯⋯⋯⋯⋯⋯⋯97

鲁垛公社⋯⋯⋯⋯⋯⋯⋯⋯⋯⋯⋯⋯⋯⋯⋯⋯⋯⋯⋯⋯⋯⋯⋯⋯⋯⋯⋯⋯⋯⋯⋯⋯103

獐狮荡公社⋯⋯⋯⋯⋯⋯⋯⋯⋯⋯⋯⋯⋯⋯⋯⋯⋯⋯⋯⋯⋯⋯⋯⋯⋯⋯⋯⋯⋯⋯⋯108

广洋湖公社⋯⋯⋯⋯⋯⋯⋯⋯⋯⋯⋯⋯⋯⋯⋯⋯⋯⋯⋯⋯⋯⋯⋯⋯⋯⋯⋯⋯⋯⋯⋯111

射阳湖公社⋯⋯⋯⋯⋯⋯⋯⋯⋯⋯⋯⋯⋯⋯⋯⋯⋯⋯⋯⋯⋯⋯⋯⋯⋯⋯⋯⋯o⋯⋯116

天平公社⋯⋯⋯⋯⋯⋯⋯⋯⋯⋯⋯⋯⋯⋯⋯⋯⋯⋯⋯⋯⋯⋯⋯⋯⋯⋯⋯⋯⋯⋯⋯⋯121

下舍公社⋯⋯⋯⋯⋯⋯⋯⋯⋯⋯⋯⋯⋯⋯⋯⋯⋯⋯⋯⋯⋯⋯⋯⋯⋯⋯⋯⋯⋯⋯⋯⋯128

曹甸公社⋯⋯⋯⋯⋯⋯⋯⋯⋯⋯⋯⋯⋯⋯⋯⋯⋯⋯⋯⋯⋯⋯⋯⋯⋯⋯⋯⋯⋯⋯⋯⋯134

西安丰公社⋯⋯⋯⋯⋯⋯⋯⋯⋯⋯⋯⋯⋯⋯⋯⋯⋯⋯⋯⋯⋯⋯⋯⋯⋯⋯⋯⋯⋯⋯⋯140

水泗公社⋯⋯⋯⋯⋯⋯⋯⋯⋯⋯⋯⋯⋯．．．⋯⋯⋯⋯⋯⋯⋯⋯⋯⋯⋯⋯⋯⋯⋯⋯⋯⋯147

山阳公社⋯⋯⋯⋯⋯⋯⋯⋯⋯⋯⋯⋯⋯⋯⋯⋯⋯⋯⋯⋯⋯⋯⋯⋯⋯⋯⋯⋯⋯⋯⋯⋯150

中港公社⋯⋯⋯⋯⋯⋯⋯⋯⋯⋯⋯⋯⋯⋯⋯⋯⋯⋯⋯⋯⋯⋯⋯⋯⋯⋯⋯⋯⋯⋯⋯⋯161

汜光湖公社⋯⋯⋯⋯⋯⋯⋯⋯⋯⋯⋯⋯⋯⋯⋯⋯⋯⋯⋯⋯⋯⋯⋯⋯⋯⋯⋯⋯⋯⋯⋯16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概况及标准地名录⋯⋯⋯⋯⋯⋯⋯⋯⋯⋯⋯⋯⋯⋯⋯⋯⋯⋯167

五、古迹、古遗址和革命纪念地概况及标准地名录⋯⋯⋯⋯⋯⋯⋯⋯⋯⋯⋯⋯⋯⋯⋯⋯⋯177

六、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概况及标准地名录(附图片)⋯⋯⋯⋯⋯⋯⋯⋯⋯⋯⋯⋯183

七、标准化地名更名、命名的通知(附更名对照表)⋯⋯⋯⋯⋯⋯⋯⋯⋯⋯⋯⋯⋯⋯⋯⋯⋯207

八、地名录汉字首宇笔画索引⋯⋯⋯⋯⋯⋯⋯⋯⋯⋯⋯⋯⋯⋯⋯⋯⋯⋯⋯⋯⋯⋯⋯⋯⋯217

，



宝应 县 概 况

宝应县地处江苏省中部偏北，为淮、扬中分之地，京杭运河纵贯南北。西隔宝应、汜光、白

马诸湖，与金湖、洪泽二县相望，北与淮安县为邻，东与建湖、盐城、兴化三县接壤，南与高邮县

毗连。位于东径119。18p,北纬83014t问。 。

宝应是一古县，始建于汉，初分射阳，平安二县，南齐时两县合并，称安宜县，以县濒安宜

溪，遂以溪名县。北齐陈周曾设阳平、东莞二郡，南北朝动乱时期，北魏太清县、梁莒县曾侨寄

安宜，但安宜县未改，直至唐初。唐上元三年尼姑真如予境内获宝，嗣后，平息“安史之乱”，年

谷丰登，唐代宗视为定国宝，谓得宝之应，遂将上元三年改为“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同时将

安宜县改称宝应县，此为宝应得名之始。宋、元曾升为宝应军、宝应州、安宜府，但县名仍为宝

应县，相沿至今。

宝应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历史上汉代曾出现过反对袁绍的古臧洪、陈容二位烈士，

明代有抗倭英雄丁效恭、清代有抵制八国联军为国殉难的成肇麟等英雄义士。在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中，亦作出过巨大贡献，早在三十年代宝应即有地下党活动，领导人民抗捐抗税，

参加抗日反蒋斗争。1940年n月间，新四军东进部队即来我县活动，与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在

曹甸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歼敌八千余人，狠狠打击其反共反人民的嚣张气焰。1941年冬，先

后建立湖东行署、淮宝盐办事处。1943年5月正式成立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屈舍，直到抗战

胜利、县城解放为止。国民党反动派重占宝应后，1946年秋在下舍甸战斗中，我地方武装一举

歼敌“王牌军”74师1个连，而我方无一伤亡，创造了地方武装重创敌军主力的光辉战绩。

在地下活动和长期对敌斗争中陈处泰、林友映、陶祖全、叶诚忠、闵鉴青、王石先、王蓥、胡

寿林等一千一百余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与山水共存。

县辖区原西起云山脚下，东至射阳湖边，南起大潼河，北至溪河，总的区域是运西大于运

东。抗日战争期间，因运河交通线被敌人封锁，运西暂由淮南、淮北两个根据地管辖，淮北并建

立淮宝县。运东，北由淮安县划进绿草荡、小涵洞以南，南由高邮县划进子婴河以北，东北由盐

城县划进九龙口以南及射阳河东一片地区。1948年县城解放后运西地区仍属宝应管辖。1960

年又划出白马湖、大汕子以西地区归金湖县管辖，至此总的区域又转为运东大于运西。现全县

总面积1466．28平方公里，其中陆地1137平方公里，湖荡325平方公里；人口85万余人，汉族

占绝大部分，回族247人，满族6人，维吾尔族3人，布依族3人，苗族2人，水族1人；辖有24

个公社、1个镇，425个大队。县人民政府驻宝应城。

宝应县地形系苏北里下河水网区，属黄淮冲积平原。地势以运西地区较高，海拔6,--,8米，

运东沿运地区海拔13"-'5米，东荡圩区较低，海拔1．5—2．5米。县内大部分为水网地区，河湖

纵横交错，素有“水乡泽国”之称。现按全境情况分为三类地区，一是运西高宝湖地区，

· j -

～，

磊，让疆显尊钮i，

}4



278．6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19％，地势向西南倾斜，除圩区外，多为湖面，其中有宝应湖、汜光

湖、白马湖等；二是运东自灌区，面积498．53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34％，区内夏集，芦村、大

官庄、苏庄、望直港、黄塍沟、崔堡、南窑一线以西，大部分农田可引运河水自流灌溉；三是东荡

圩区，面积689．15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47％，地势低洼，湖泊成群，区内有射阳湖、广洋湖、

獐狮荡、绿草荡、三里荡等。运东地区主要河流东西向的有大溪河、宝射河、朱马河、芦汜河、潼

河等五条，还有南北向的河道五条，有助于调蓄水量，便利交通。

宝应县地近沿海，加之水域广阔，气候温和湿润，酷暑严寒不长，季风盛行，四季分明，属凉

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4．400，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0．4。C，最热月(七月)平均

气温27．6。0，最低气温-16．9。0(1969年2月5日)，最高气温39．300(1959年8月24日)。

年平均无霜期229天，00以上的积温年平均5275度。年平均降水量938．6毫米，雨量不匀，

夏季约占全年的一半，春、秋季约占20％。

自然灾害有洪、涝、早、雹、台风、严霜等。其中旱涝为我县主要灾害。据记载：历史上最早

的年份是i929年，全年降雨量只有474毫米，而且前二年连续干旱，东荡河底行人，水稻田全

部改种旱谷。大涝年份月降水量大子400毫米，大片农田被淹。从前运河堤防由于年久失修，

我县境内曾发生过五次决堤：明正统二年河决宋泾河板闸(现跃龙关)；明万历四年八浅(即刘

家潭)堤决；清康熙元年决沥青沟闸(子婴闸、丰收洞之间，约海台寺附近大王庙)；康熙三十五

年子婴堤毁；清嘉庆十五年庙湾王家庄堤决。自元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至清宣统二年(公

元1910年)，58i年间发生过大水128次，大旱蝗灾34次，共162次。加上台风、地震、冰雹等

灾害，三年一小灾，五年一大灾。冰雹，年平均约1．1次，其中1965年5月27日16时黄塍公

社最大的冰雹重达5．4斤，为我县历史所罕见。另外，强寒流盛行期是11月一次年4月，年平

均1～8次，历史上以1954年、i96i年为最严重，河湖封冻，冰上行人。 ，

宝应县地震，历史上记载大的有三次，一次是1546年12月12日夜，地大震，湖水沸腾；一

次是1669年7月i7日，宝应、高邮等地地震，致我县旧东城门崩缺数处；较近的一次是1927

年2月8日中午，地震时毁城‘内旧房四十余间。此外，1976年后曾有四次无感地震，较大的一

次为2．8级。 ．

’县境内以黄沙土、油沙土为主，东部低洼地区还有部分的黑土和蒜瓣土等。

宝应县以农业生产为主，1982年全县总耕地面积93万余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71万余

亩，以稻、麦、棉花、油料等作物为主，粮食总产9．2亿余斤，年单产noo多斤。建国后农业发

展速度较快，1949年粮食总产仅2．2亿斤，单产为228斤，1973年单产已超800斤“纲要”指

标，1982年单产比1949年增长近4倍。解放前，水利失修、旱涝严重、排灌仅靠风脚车和少数

畜力车。解放后经整治大运河，兴建入江水道、大汕隔堤、联圩并圩，建立新的排灌系统，为挡、

排、引、灌、降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机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到1982年共有排灌动力6．8万

匹马力、水泵4500多台，全县基本实现自流灌溉和机电灌溉。收获机械6800多台，大、中、小

型拖拉机4500多台。林业种植以县社林场、圩、渠堤及家前屋后隙地为主，副业以养猪、养鱼，

柴蒲编织为主。渔业生产比较发达，养鱼面积从1952年的204亩发展到80000余亩，总产量

· 2 。



1958年仅46吨，到1982年激增至1300多吨，约为1958年的30倍。近年来蚕桑事业也有所

发展，鱼、虾、蟹、荷藕、芡实、茨菇、菱角、禽类、蒲包、柴帘等为宝应土特产。宝应“鹅毛雪片’’藕

粉久负盛名，清代曾列为贡品。此外如皮蛋、冻鹅、蒲茎、羽毛、黄狼皮，水貂皮、猪肠衣、猪鬃、

、虾籽、蟹等为宝应的主要外贸出口品。
‘ 解放前，宝应县几乎无工业可言，仅有几家半手工的油坊和米厂。解放初始有4个油米

厂，1个印刷厂，1949年工业总产值仅382万元，此后规模不断发展，产值也逐步上升，到

1982年已高达1．8亿元，比1949年增长46倍。现全县工业以机械、化工．．轻工等为主，企业

单位共804个，其中有柴油机厂，车辆厂、染料厂、造纸厂、化肥厂等规模较大的13个工厂设于

县城。此外，每个公社还有数量不等的社，队办工业。

解放前，宝应仅有一条土路面的淮六公路(现淮扬公路)，经过县境42公里，解放后将路面、

加宽并逐步由砖石路面改建为渣油路面，又增建了泾(河)安(丰)、宝(应)射(阳)、沿(河)广(洋

湖)、汜(水)柳(堡)等7条县内公路，现境内公路共长179．6公里，比1949年增加3．2倍。全．

县25个公社、镇，已有19个通车，大大地改变了过去里下河水网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解放

后又结合水利工程新开和拓宽疏浚航道24条，计长404公里，现通航的航道有京杭运河、宝射

河等43条，在境内共长581公里，比1949年增加3．3倍；同时修建了宝应、中港、南运西等3·

座船闸，沟通了境内主要河道上的宝(应)阜(宁)、宝(应)沙(沟)、宝(应)水(泗)、宝(应)金(湖)

等客运班船；连接兴化、盐城、建湖、淮阴、镇江等客运航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全县

1982年水陆货运量93万吨，为1949年的25倍；客运量200万人次，为1949年的32倍。·

宝应县文教卫生事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1949年全县仅有初中1所，学生227人，

教职工20人；小学127所，学生8031人，教职工289人。1982年已发展到中学98所，学生4

万余人，教职工2530多人；小学668所，学生11万5千余人，教职工4830人。1978年在县城

兴建了一座电视转播台，各公社都可收看电视，收听有线广播。县城有电影院、剧院5座，县淮

剧团1个，还有52个农村电影队，经常到农村巡回放映。1949年全县仅有医院1所，医务人

员15人，病床15张。现有县医院1所，地段医院3所，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1-个，瘢疯

医院1所，每个公社设有卫生院，全县卫生机构共69个，医务人员1500余人，病床达s6s张。

宝应县的古迹有：八宝亭、孔庙和戚家汪。古遗址有：九里一千墩汉墓群(属省级文物保

护)、通海桥、东海侯墓、泰山殿、挡军楼、金牛墩等，解放后为纪念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烈

士，于县城东侧和曹甸东首，分别建有革命烈士墓、纪念馆及曹甸烈士纪念碑，并由陈毅同志亲

笔题词，供人们瞻仰凭吊，让诸先烈英名永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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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镇 ：概 况

城镇是县属镇，位于宝应县中部偏西，大运河畔。南与沿河、东北和城郊公社毗连，西邻山．

阳、中港两公社。面积6．07平方公里，居民58400余人，绝大部分是汉族，有少数回民，满族4

人，水族1人。全镇现辖大新桥、城南、东风、城东、城北、城西六个街道办事处和东郊、铁桥、北

港三个蔬菜大队。镇政府驻县南街。

据《宝应县志》记载，宝应隋名安宜，隶属扬州。唐上元三年获“定国宝”于此，更名宝应至

今。宋嘉定年间始建城，后因金兵犯境停建，元至正十年城池竣成。二十六年，明太祖定楚地，

拆去宝应城砖移至淮安北门，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内犯，循城址筑土城未竞，三十六年五月七日

倭犯死千余人，公私房屋悉毁，巡抚都御史王浩，即旧址敛三分之一先建四城门筑土城，后海防

兵备副使刘景绍采用分段包工法完成砖城。五个城门均于1953年拆除。境内有八宝亭、孔

庙、戚家汪等古迹和泰山殿、通海桥、东海侯墓等古遗址。

宝应城镇系扬州至淮阴之间运河航道的中途站，淮扬、宝射公路的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

城镇主干大街有：叶挺路、南城根路、工农路、安宜东路、安宜南路和南、北、中大街。叶挺

路西段为政治中心，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驻此；中段为商业区；东段为文化区。

安宜东路、安宜南路、南城根路和工农路均是解放后开拓的。安宜东路尤宽广，两侧新建楼房，

路上车来人往，十分繁荣。

解放前，城镇几乎无工业；解放后好几年内除少数县办厂外，镇上没有自己的工厂。镇办

工业始于1958年，发展速度比较快。全镇现有镇办厂15个，街道办厂16个，1982年工业总

产值达1700万元，成为宝应县重点工业区之一。三个蔬菜大队原以生产粮食为主，为满足城

镇人民生活需要，现均以生产蔬菜为主，正常年景生产蔬菜1200万斤，年产值45万元。

解放以后，城镇的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现有镇文化站1个，中学4所(包括县中)，小

学n所(包括县属小学)，中、小学生9800余人，教职工560余名；卫生院1所。另外，县文化

馆、图书馆、大众电影院、影剧院、人民剧场、淮剧团影剧场、县广播站、电视转播台和县人民医

院均设境内。 ，

宝应城镇为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933年，中共江苏省委苏北地下联络总站就设在镇中鱼

市口，联络站以开设运河商店为掩护，进行地下革命工作。1939年成立地下工委。1945年宝

应城镇第一次解放，1948年12月9日再次获得解放。为纪念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安

宜东路北侧建有雄伟庄严的烈士墓和轩敞肃穆的烈士纪念馆。

小巧秀丽的宝应公园位于安宜南路和安宜东路交汇处戚家汪旧址上。园中有榭、有桥、有

幽径、有小溪，到处花卉争奇，四时松竹扶疏。一片清澈的荷塘横陈于园与马路之间，路边数百

尺灰白色栏杆傍水而立。人们或路旁伫足，倚栏远眺，欣赏静园秀色；或园中徜徉，隔水瞩目，

指点车水马龙，都十分有趣o

．7·



类别标准名称

县 宝应县

镇 城 镇

街办 大新桥

街办 城 西

路 叶挺路

路 安宜东路

路 南城根路

路 安宜南路

路 新 民路

路 下河边

路 运河一路

路 工农路

路 贾家沟

路 安宜北路

路 车站北路

车站南路

陵 园 路

陵园西路

花城路

城 镇 地

汉语拼音 备

Bdo,ving Xian 公元762年(即唐肃宗上元三年)设置·

Ch6ngzh夺n 因县城所在地而名u

Da×-n9q；ao

Ch4ngxi

Ch∈ngnan

DSngfeng

Ch∈ngd6ng

Ch6ngb芒i

忙fang L0

L0sSng L0

Y夺tfng L0

Anyf DSnglL0

N&nch6n996n L0

Anyf N6．nlO

XTnmm LO

Xjah∈bjan

YOnh∈LO

GSngn6ng L0

JISjid96u

Anyf B芒ilO

Ch吾zhan B芒ilO

Ch否zhan Nanl0

Lfngyuan L0

Lfngyuan Xfh)

Huach6ng L0

驻北大街豇号。

驻县南街21号。

攀交通二巷41号。

驻保卫巷9号。

驻东门大街65号。

驻百岁坊10号。

注

安宜北路——磨子口·

旧时为纪念孙中山，称中山路，日军占领时改高蔡路，1948
年改叶挺路，“文革”时改虹卫路。1981年恢复叶挺路。淮

扬公路一新西门o曾用名：前进路。安宜南路——淮扬公路。

小南门街——安宜南路。

曾用名：大马路。叶瞧路——运河堤。

霄用名：二马路。

曾用名：三马路。

曾用名：高家嘴、邵家庄。

宝中——纱厂。

叉名：淮扬公路。淮扬公路临城北段。

叉名：准扬公路。淮扬岔路临域南段。

烈士墓——安宜东蓐

财税局东面向ab的路。

消防队——天葬场o

·8· 城 镇

南风东北路路放松城东城城解卢办办办办筹筹锄锄锄锄路路

路路路路



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挡军楼

北大街

中大街

南大街

牌楼 日

：lia r1外大街

铁桥 口

县南街

军 民街

朱家巷

东门大街

鱼市 口，

五条街

城隍庙街

小南门街

南门外大街

南FJ#F后街

泰山殿

芦松一巷

芦松二巷

窑河边

范家塘

东郊巷

临城东巷

临城西巷

北巷 口

立新巷

乔家’巷

注

Dangjgnl6u 1古98寿1导薏熏篆謦筷，遂称挡军揍。“文革”时改朝阳坡·
B崮Daji芭 北门口——大新桥。

ZhSng Da．ji6 大新桥——小新桥。

Nan Daji6 小新桥一南门口。
Pail6uk6u 关茎露囊喜，接，称牌接口。“文革”时改工农街。1981年
B#．im∈nwdi Dajie 铗桥口——北大街。

Ti芒qi6,oK6u 北大街——安宜北路。

XicannQn Ji8 此街因位于县政府之南而得名o

JOnmfn Ji蚕 叶挺路——五条街o

Zh6jia Xiang
叶挺路——小新桥。

D6ngm危．n oaji邑 五条街——淮扬公路。 ’

Y6shik6u 军襞莹繁岩妻鱼市场，称兰市口。“文革”时改四新街．1981
W五tiO．o J淹 童市口、军民街、东门大街、城隍庙街、张仙庙桥交汇处。

C聪nghuangmiao J淹 五条街——安宜南路。，

Xidonanm∈n Ji荟 状元桥——南城根路o

Nanm∈nwai Dajig 南城根路——运河堤。

Nanm∈nwai H6uji6 罗巷口——大码头o

Taishandian “文革’’时改新民街。1981年恢复原名o

L6shSng I-Xia．ng 芦松路北，向西第一支巷。

L(ishSng 2-Xia．ng
芦松路北，’向西第二支巷。

Yaoh6bian 苑家塘北——体育场后沿o

Fanji&t(mg 井巷口东——小河边。

D6ngjia．o Xiang
四新街——电机厂北墙o

Nfngch6ng D6ngxiang 城镇物资站东面的巷子。

Nfngch∈ng Xixi6ng 城镇恐，站西面的巷子·
B茸xiangk6u

～

Li'xfn Xlang‘’

Qiaojia Xiang
牌楼口——百岁坊·

城 镇 一9一

路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街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



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巷 百岁 坊

巷 磨子 口

东灯笼巷

西灯笼巷

驿丞巷

井巷 口

官 巷

古董巷

不见天井巷

大察院巷

小察院巷

东城根

包家巷

西 街

雅堂巷

大石头街

小石头街

东槐树巷

西槐树巷

巷 水巷口

巷 老西门

注

B￡iisuifang 古有一过百岁老人居此，曾立坊纪念，故名。

M6zik6u 芦松路——北门外大街．

D6ngd邑ngl6ng Xian9

Xid百ngl6ng Xia．ng

Yich6ng Xiang

Jingxia．ngk6u

Guan Xia．ng

G石d6ng Xiang

BOjiantianjing Xiang

Dachayuan Xiang

X．dochayuan Xia．ng

D6ngch6ngg吾ng、

Baojia．Xiang

Ⅺ胯

YSt(1ng Xiang

D&shft6u忙

Xiaoshit6u忙

D6nghu(1ish5 Xiang

Xfhua．shO Xiang

Shulxlangk6u

LaoxTm∈n

Xu6don Xiang

Uf0 Xiang

Aimin Xia．ng

J16jia Xiang ，

Wangjia Xiang

Ailia．n Xlcang

原名登垄巷。由此巷登上城牝高垄，今谐称灯笼巷·且此巷
在北几外大街东，故名。

明嘉靖年问，安平的驿丞衙门曾设于此，故名·

原名古东官巷，后人演称古董巷。

清代以朱天官宅后门通此巷而得名。

原名古东官巷，后人演称古董巷．

因巷内马娃楼下有口不见天井而取名·

t用名：为农巷。

目此巷靠河边很潮湿而名。

运河堤——仓桥。

清代曾有一孛娃府台居此。敞名·

t用名：逢纸厂巷。

巷 发 财 巷 Facai×fang 皴喜夏墚2嚣芝’因救藏两杀富济贫死田，而得大量金
·肋· 城 镇 ·

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

巷巷巷巷巷巷墩府民家家莲学李爱贾王爱巷巷巷巷巷巷



类别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回龙巷

核桃树巷

L申家巷

隅园巷

福寿院巷

姜家巷

东风巷

罗巷口

崔菜园

保卫巷

堂子巷

卢家巷

光明巷

小祁家巷

大祁家巷

上游巷

雄鸡巷

新建巷

东进巷

一人巷

东三元巷．

乔家园门

西三元巷

都天庙巷

水龙巷

东五子堂巷

斜桥东巷

同松巷

Hufl6ng Xiang

H∈taoshO Xiang

Sh吾njja Xiang

Y6yuan Xiang

F6shOsyuan XiO．ng

Jia．ngjig．Xi&ng

D6ngf暑n9 Xic3ng

Lu6xiangk6u

Cukaiyua．n‘

Baow苟XiO．ng

TS．ngzl Xlang
?

L6jiO．Xiang

Guangmfng Xiang

Xi60qfji5 Xicang

Daqfjia Xiang

Shangy6u Xiang

Xi6ng．ii Xiang

Xfnjian Xiang

D16ngjin Xiang

YTr∈n Xiang

D6ngsSnyuan XiO．ng

QJaojiayuanmen

Xfsanyuan Xiang

Dgtianmiao Xiang

Shufl6ng Xiang

D6ngw百zTtang Xia．ng

X16qia．o D6ngxlang

T6ngsh6ng Xiang

注

传说宋代赵匡J屯路过宝应，捉灵鸡宰食，鸡飞进后叉回笼而
得名．后误将“蕙”写成“龙”字。

田时此赴抚箩者辊多。遂名箩巷口．后诿作罗巷口。

传蓖唐建澡堂于此巷内，有“唐建第一采’懈坊一块，鼍名。

因此巷地形似雄鸡而得名。

诧巷歌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故名。

明代有御史乔可聘于此建东西目n，故名．

因此巷内原有救水龙而取石·

同耠药店南面的一条巷子。

城 镇 ·j工·

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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