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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江都县地名录》是我县第一部地名工具书。它是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地

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发的((关f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江苏省

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管理工作暂行规定》作了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后，按照《江苏省

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编写，并经县政府批准出版的标准地名录。

本录编入的全都资料均进行过三次以上反复校正，最后县政府又发出(1982)144号文件，

指定各社、镇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再次审核后才定稿的。录取的主要内容包括江都县地

名图，公社以上行政区划概况，标准地名，重要地名来历、含义及其沿革，重要企事业单位

简介，地名知识；地名更名，命名通知及对照表，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等。对原有地名处

理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地名的稳定，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非改不可和无名、重名的地名，

本着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戈Ⅱ，好找好记的精神，在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作了更名、命名。

江都县地名图是以地名为主要内容进行绘制的，未经实测，故不能作为划界依据。由于

受版面和密度限制，图中标出的不是地名的全部。

《江都县地名录>)以较为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我县4034条地名的规范书写和标准读

音，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国际交往、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人民

群众的日常生活等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料。今后各行政、事业、企业等单位使用地名或以地

名命名单位，车站、码头以及商品商标等，都应与地名中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各级行政区划、

村庄，城镇的路、街、巷，重要的人工建筑等，需命名，更名时，都必须报经县地名委员会

办公室审核，办理逐级批准手续后方能生效。

《江都县地名录》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均由县民政局负责实施，赵雪琴，陈国兴等同志

具体领导，余以才，毛恒样、刘俊等同志参加编辑。聘请戴月同志撰写、修改我县重要地名

的历史掌故、来历和沿革，钱树彬同志校订汉语拼音。县志办公室，财税局、文教局、卫生

局，水利局、图书馆等单位都先后给予了支持和帮助，苏州市印刷厂承担印制工作，对此，

深表谢意。 ．’

编纂这样一本地名录，’实属面广量大，且要求又高，限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虽竭尽其

力，缺点错误仍在所难免，请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多加指正。

本录资料截止1981年底。

讧都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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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都县概况

江都县位于淮河下游，是淮河入江的尾间。南I临长江，隔水与扬中县相望I西滨邵伯湖，

与邗江为邻，北倚高邮，兴化，东与泰县，泰兴接壤。总面积一千三百三十二平方公里，人

口一百余万，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二，回族等少数民族仅占百分之零点零

八。辖四十=个公社，六个国营场园，一个县届镇，六百一十二个大队，自然村庄三千一百

五十七个。县人民政府驻地(东经一百一十九度三十三分，北纬三十二度=十五分)江都

镇。

江都县是一古地名，以远统长江为一都会而得名。始于秦汉之际，是淮河以南、长江北

岸一大名邑。汉置江都县，三国时废，晋朝复建江都县，隋朝把扬州州治从江南迁来江都县。

唐，宋仍为扬州州治，明、清为扬州府治。国民党统治时，废府存江都县。解放后，江都县与

扬州市分治，县城迁往仙女庙(今江都镇)。一九五六年又划出县之西境建邗江县。

江都县为江淮冲积平原，地势平坦，中部较高，南北两侧较低。以通扬运河为界，全县

可划分为两大片，北片为里下河地区，地势较低洼，地面高程一点八至三点五米，南片为通

扬高沙地区，地面高程四点五至六点五米。南境沿长江一带为圩区，地面高程二米二至四米。

主要河流有新，老通扬运河，芒稻河，盐邵河，山阳河，红旗河等。全境年平均温度十四点

九度。一月平均温度一点四度，七月平均温度二十七点九度。年平均降水量九百九十九点九

毫米，集中于六至九月。年平均无霜期二百一十七天。里下河土壤和沿江圩区主要为粘土，

通南高沙地区主要为沙土。

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面积一百余万亩，水田占耕地百分之八十三。解放后，国家在

这里大兴水利，建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电力排灌站“江都抽水站”。这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把长江和淮河流域联接起来，在干旱时把长江水送进苏北里下河地区，遇到洪涝又将里下河

的洪水排入长江。同时，对全县的江港运堤进行了全面的加固，新开和疏浚了引排河道，新建

了机电排灌站，机电排灌面积达到七十四万零一百多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四点

六。农业机械化事业有了较大发展，机耕面积达到九十一万三千多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

八十六左右。脱粒、粮棉油饲料加工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已建成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农田近六十七万多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里下河地区由原来的一年一熟己改

为一年三熟制。全县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其它有三麦，棉花，油料等。一九七三年开始，全

县粮食亩产已超过“纲要"指标，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九亿零八十九万多斤，比一九六六年

增加三亿六千八百万斤，上升百分之六十九。单产六百二十斤，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二百四十

二斤，皮棉总产为九万一千担，比一九六六年增加六万七千多担。单产一百三十五斤，比一

九六六年增加六十九斤，连续两年在全地区名列前茅I油料总产为二千零五万斤，比一九六

六年翻了两番。林、牧、副、渔生产有了较大增长。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达三千一百万元，比

●九六六年增长了一点四倍。生猪、蚕茧量上升较快。林业也有较大发展。

工业发展较快，尤其是社队工业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发展迅速。一九八一年全县县属

·1。



四亿七千八百万元，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三倍多。主要部门有化学、机械、食品、纺

织，缝纫，皮革等工业，新建和扩建缫丝，电表、自来水、水泥、化肥，砖瓦等厂，仅轻纺

工业品种增加到二十多个。特产有漆器、骨扇、金属工艺品、皮毛制品等，畅销国内外。全

县现有社(镇)队办厂一千五百多个，共二千多个专业，生产八千多个花色品种。全县六百

多个大队，队队有工厂。社(镇)队工业职工人数达九万人左右。工业总产值达三亿九百多

万元。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有的已跨进全国，全省先进行列，有的还进入国际市场。

交通运输变化也很大。全县现有干支线公路二十八条，长达二百七十五公里，建筑公路

桥九十八座。开办了农村公共汽车事业，全县四十三个公社、镇，场通了汽车。发展了联合

运输，与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转站办理了联运业务，各公社建立了运输站。

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发展，全县现有中，小学六百七十九所，在校学生达十一万七千多人，

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幼儿教育，职校、电大，函授、扫盲等业余教育也不断发展。

农村四级科研网已初步形成。全县现有全民和集体等各种卫生机构一百一十多个，卫生技

术人员二千多名，病床一千五百多张，每个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基本上改变了农村缺医

少药的状况。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县城内设有电影院、影剧院、大会堂和工人文化官，

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各区有影剧场，社社有放映队，文化站，广播站，新建了一座五

十瓦彩色电视发射差转台。

江都县是我省具有较长革命历史的地区之一。一九四O年夏，新四军挺进纵队，从苏南

渡江，攻克被日伪占领的大桥镇，进驻塘头，郭村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军在郭村保

卫战中，击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攻，建立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在多

次粉碎蒋军对我解放区的进攻中，有著名的郭村保卫战。

小纪公社的真武大殿，是明朝重建的古建筑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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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录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公社概况)



江都镇概况

江都镇是江都县政府驻地。地处县境最西南，西距扬州市十五公里，是江都县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它的范围东至化肥厂以东，与砖桥公社相连，南至江都水利枢纽工程，与正

谊公社毗邻，西隔金湾河、邵仙河与邗江县湾头，太安公社相望，北与双沟公社接壤。总面积

十一点七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三千三百多亩。全镇由镇区和郊区两部分组成。镇区划为七个

居民委员会，辖四十九条路、街、巷，八个居民区，郊区划为七个大队(其中有两个蔬菜大

队和一个渔业大队)和一个直属队，下辖五十八个生产队(其中三十四个蔬菜生产队和三个

渔业生产队)，三十四个自然村。全镇人口四万四千多人(其中镇区三万多人，郊区一万三千

多人)，主要是汉族，其他民族有回族六百二十多人，满族二人，朝鲜族一人。经济以工业

为主，农业为辅，而农业又以种植蔬菜为主。江都镇水陆交通发达，通扬运河由西向东贯穿

全镇，芒稻河由南向北纵贯镇区西首，它的北端邵仙河与邵伯湖，高邮湖相通，南端是举世

闻名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淮扬、江海等几条苏北公路大动脉纵横镇区的东西，南北。江都

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江都镇原名仙女庙。关于仙女庙的来历说法甚多，据((后汉郡国志》和段成式的《酉阳

杂俎》记载证实，仙女庙的来历充满神话色彩和它的悠久历史(见本书江都镇的前身——仙

女庙一文)。解放后，江都县与扬州市分治，县政府迁驻仙女庙，便改仙女庙为仙女镇。一

九六五年又改仙女镇为江都镇沿用至今。

三十多年来，江都镇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镇区建设日新月异，郊区田园方整，镇

区高楼林立。新建街道有工农路，人民路，引江路、东方红路、解放路，大会堂路等，这些

街道都铺上了柏油。百货大楼、主要商店，影剧院，大会堂、体育场、工人文化官，党政机

关办公大楼分别建在新型街道两旁，点缀镇区，使江都镇的面貌焕然一新。

解放前，江都镇无工业可言，现在除国营工厂和县办工厂以外，镇办工厂有自行车车把

厂、金属工艺厂、染化厂，石油化工厂、服装厂、橡胶厂等。职工四千八百多人。金属工艺

产品远销国外，其它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产值二千三百多万元。

解放前，全镇只有一所小学，现设中学四所，小学八所，教职工二百七十多人，在籍学

生五千三百多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百。设县，镇医院各一所，均分科治疗，病床位

三百多张，医工二百五十名。郊区各大队都有合作医疗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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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县 江都县

城镇 江都镇

路 东方红路

· ．4 。

3iangdd XiAn

Jiangdft Zh妇 仙女庙

DohgfAnohong La

东方红东路DohofAnflhong Dongln

人民路

工农路

引江路

解放路

大会堂路

仙女路

利民南路

利民北路

R6nmin L血

Gongn onfl Ln

Ylhjiang Ln

Ji色fAn9 L血

DAhttitang Ln

Xiahnll Ln

L|rain Nanlix

LlmIn BeiId

三元桥南路 Sgnyuhnqiho NAnIn

三元桥北路 SanyuaDqiao Beild

人民菜场

龙川街

沿河街

青年巷

新生巷

Renmincaichang

L6nflchuRn lie

Yanh6 Jie

Qingnign Xi&ng

Xinshenfl XiAng

沿河北路

大寨路

东风路

沿河南路

青年路

驻江都镇。

驻工农路。

东起淮扬公路西至七

闸桥。

东起大庆商店西至淮

扬公路。

南起淮扬公路北至解

放路。

东起淮扬公路西至人

民路。

南起淮扬公路北至东

方红路。

东起军民巷西至人民

路。

东起引江路西至人民

路。

东起刘家小桥西至米

厂。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利

民桥。

南起利民桥北至淮扬

公路。

南起有线电厂北至三

元桥。

南起三元桥北至淮扬

公路。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解

放路。

东起三元桥南路西至

坝头口。

东接三元桥南路西至

坝头口。

东起人民路西至县中

队。

南起玉带河北至东方

红路。

∥

廖

矿

廖

坩

桫

∥

∥

∥

∥

一

一备H

护尊岔

打



巷 小南滩

∥ 佛照楼

一 坝头口

∥ 义学巷

拜 团结巷

，， 荷花池

∥ 勤俭巷

一 东风巷

伊 跃进巷

一 凌家巷

一 同春巷

一 西梅家巷

，， 孙家巷

∥ 东梅家巷

，， 詹家巷

∥ 双星巷

一 过街楼

，， 三板桥巷

∥ 繁荣巷

XiA。nantan 一反修路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胜

利浴室。

F6zhAol 6u

Bat6ukou

YIxue Xiang

Tu矗njie Xiang

H6huscht

Qlnjian Xi&n9

Dongfeng Xiltn9

Yuejln Xiang

Llngji￡t Xiang

Tonffchnn XiAng

Ximeiiia Xiang

SanjiR Xiang

Dongmeijia Xiitn9

反修路

反修路

义学街

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

刘家院子

育新巷

卫东巷

新生巷

友谊巷

Zhanjia Xiang 四新巷

Shuangxing Xiano 工农兵巷

Guojiel6u

Sanb百nqi丘o Xiang

FAnrong Xi：*ug

工农兵巷

交通巷

抬木头巷

南起胜利浴室北至龙

川街。

龙川街西头北。

北起东方红路。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解

放路。

南起幸福桥北至党

校。

东起同春巷西至佛照

楼。

东起过街楼西至佛照

楼。

东起过街楼西至佛照

楼。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东起坝头口西至荷花

池。

东起坝头口西至党

校。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沿河

街。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沿

河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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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 6 ·

利民巷

大场巷

捞米巷

立新巷

糖坊巷

菜东巷

天聚巷

龙泉巷

一人巷

安全巷

军民巷

Llmln Xiang

Dachang Xiang

IAoml Xiatng

Llxin Xiang

TAngling Xiang

CAidong Xiang

Tianjn Xiang

L0ngqu／tn Xiang

章台巷

方家大场

大坟滩巷

红旗巷

Yirsn Xiang

Anquan Xiang

JQnmln XJAng 反帝路

三摆渡巷 Sanbaido Xiang

三元庵巷$anyu／m7an XiAng

繁荣新村 Fanrong Xincfin

建设新村 Jiansh色Xincnn

工人新村

高阳新村

人民新村

工农新村

三闸街

万福新村

G0ngren

GaoyAng

Renmln

Xincfm

Xincfin

Xincfin

Gongn ong XincQn

Sanzhaji e

Wanfo Xincfln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解

放路。

南起解放路北至沿河

街。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南起人民菜场北至解

放路。

南起龙川街北至沿河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南起解放路北至龙川

街。

菜东巷东侧北至解放

路。

南起东方红路北至沿

河街。

江都县五金公司西。

老仪表厂西侧。

东起工商局西至蔬菜

公司后侧。

人民影剧院南淮扬公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江桥大队

许家庄

王家庄

盛家井

新建队

薛庄

七闸大队

小丁家庄

丁家庄

后丁家庄

新民庄

七闸

林园

小家子

三姓庄

蒋家庄

田坝大队

毛家庄

田坝

新村

新朱庄

老朱庄

唐庄

江闸

西吴庄

蒋家庄

蔬菜大队

螺蛳庄

Jiangqiao Dadul

Xfljiazhuang

Wangjiazhuiing

Shengjiajlng

Xinjiandu!

Xu邑zhuang 薛家嘴子

Qizha Dadui

Xiaodingjiazhuang

Dingjiazhuang

Houdingjiazhuanfl

Xinmlnzhuang

Qizha

Ltnyu／m

Xiaojiazi

Sanxlngzhuan9

Jiangjiazhuan9

Tianba Dadui

Maojiazhuan9

TiAnbA

孔庄大队 Kongzhuan9 Dadut

孔庄 K6ngzhuan9

小樊庄Xifiofanzhuang

黄家庄 Huangjiazhuang

管家套 Guanjiatao

镇北大队 Zhenbei Dadul

周庄 Zhouzhua,n9

龙桥Lonoqijio

以“江家桥刀桥名命名。

以七闸自然村命名。

此庄原有三个姓氏，故得名。

以田坝自然村命名。驻毛家庄。

因此村位于江都闸附近。

因此村位于砖桥公社吴庄西。

以其生产性质命名。驻螺蛳庄。

螺蛳庵 原村是一片荒地，水汪多，河里螺

蛳多，建村故取此名。

以孔庄命名。驻孔庄。

孔家庄

三周大队 因大队位于江都镇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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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备 注

友谊

光明

江都渔业大队

季家队

季家桥里

Y6uyl

Guangmin9

Jiangdf,Yfty6dadui 渔业大队 以其生产性质命名。

Jljiadul 镇直属队

Jijiaqiaoli



大桥公社概况

大桥公社位于江都县城东南十五公里，以其驻地大桥镇得名。大桥公社组建于一九五八

年，当时所辖范围是江都县运河以南的大半地区。一九六二年撤销公社改为县直属镇。一九

七三年四月又与杨墅公社合并复建大桥公社至今。公社东邻昌松、嘶马两公社，南连中闸公

社，西、北接花荡公社。辖九个生产大队，一个良种场，六十个生产队，一个自然镇(四个

居委会)，二十五个自然村。总人口有一万九千九百多人，其中市镇人口四千八百六十多人，

绝大部分是汉族，回族约四十多人。

公社总面积十三平方公里。东西全长七点五公里，南北宽二点五公里，呈长方形。地势

基本平坦，海拔平均五米。耕地面积九干四百多亩，南部多沙土，北部多粘土，主种稻、麦，

大豆，花生，山芋，萝卜等农作物，属杂谷区。

大桥镇是水陆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江平公路由西北向东南穿越全境，著名的白

塔河由南向北贯穿镇中心。陆路汽车和水上轮船来往频繁。水利建设的重大工程有一九六七

年兴建自塔河上大桥节制闸一座，一九七四年开拓的大石桥河长达三点八公里。现有机械动

力三千九百多马力。

经济原以农业为主，近几年来由于社队工业发展速度较快，改变了原来的经济成份。农

业方面，一九八一年粮食平均亩产量达一千多斤，比解放初期增长了四倍，总产量为八百一

十多万斤。工业总产值一千零四十多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学校有县办完中一所，镇办初中一所，小学一所；卫生事业；有中心卫生院一所，公社

卫生院和县办精神病院各一所，各大队还设有合作医疗站。

大桥地区是革命根据地之一。一九四O年夏，陈毅同志率新四军挺进苏北，首先挺进大

桥，惠浴宇同志曾在大桥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大桥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

作过应有的贡献。

∞9。



汉语拼音 ， 曾用名 备 注

周家巷

顾塘大队

丁家巷

顾家塘

西卞岔

三义大队

一10 I-

Daqiao Qd

D&qiao Gongsh色

Zhe口妒ng Dadui 胜利大队

TMpingzhuang

XuRnjiachang

Shat6uxiang

Y&ot6uxiang

Xi ntAng Dadut

Qtxingzhuang

Tangjiazhuang

Gongnong DAdui

Xi色jiami矗o

T 6ngxing Dadui

Zh&ojiazhuang

T6ngiiRxiAng

Xinglbngzhuang

Caixin Dadui

Caijiaxiang

Xinzhu_ftng

Yanji臣xiang

Y矗ngshd Dadui

Yangshdxia口g

Zhoujiaxi&ng

Gfitang Dadui 联合大队

DingjiAxiAng

G讧jiatang

Xibia,nchA

SAnyi DAdul

因区公所设大桥镇而得名。驻大桥

镇。

以大桥镇而取名。驻大桥镇。



标准名

卞

董

朱

马场

马

大

良种

马

袁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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