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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是国家行政管理和人们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地名的标准化不仅关系到国家的

政治，经济、交通、科学，文化和国防建设，而且关系到人民的日常生活。由于以往对地名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十年动乱中，任意乱改地名，造成地名长期不同程度的混乱。因

此编印一部标准的地名录，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市从

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遵照国务院颁发的“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第二次全国地名工

作会议审定的“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试行)"等文件的指示，进行一次地名普查，广泛

地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把凡可以继续使用的大部分地名先确定下来，把以前被乱改

的地名给予恢复，凡需要更名、取销．归属和新命名的，都适当地作了不同的处理。并经过

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研究审核，然后编成这本《龙岩市地名录》。本书计汇集了地名2230

条，其中公社，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大队(场)、自然村，路巷等1336条，人工建筑和企事

业单位名称42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37条，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32条。

为了便于更详细地了解我市各地的概貌和特点，在本地名录里还编印文字概况51篇，市

和公社的地名图17幅，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照片17帧。

《龙岩市地名录》是我市几年来地名普查的成果，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为了符

合地名标准化的要求和便于国际交往，凡编入本地名录中的地名，都注上汉语拼音，是具有

法定意义的，但只限于地名的使用，不能作为任何权属的依据：各部门和个人在使用地名

时，不要任意更改。如确须更名和新命名者，都必须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望共同维护

本市地名的严肃性，让地名工作更好地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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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岩 市 概 况

龙岩市在福建省西南部，九龙江上游，位于北纬24度45分——25度35分，东经116度43分‘

．．一11 7r度20分之间。东连漳平，西接E杭，北邻连城，永安，东南与南靖交界，西南与永定

毗连。全市土地面积2676．95平方公里。 ． }

龙岩为福建省龙岩地区行政公署驻地。市辖四个街道办事处，十五个公社，四个农场，

一个茶场。计895个自然村，划为251个生产大队，2071个生产队。共有74725户，其中非农业：

户21471户，35624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6548人。本市系侨区，海外侨胞，华裔约4．6万人。，、

全市人民均为汉族，讲龙岩话(属闽南语系)。靠近永定，上杭、连城等县边境的人民，则。

兼会讲该邻县的方言。

龙岩历史悠久，公元282年(晋太康三年)初名苦草镇，属新罗县。宋，齐、梁、陈、隋诸代

仍为苦草镇(梁天监中置龙溪县后，改属龙溪县)。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初设县，名

新罗县(龙岩东城下井巷尚存有明万历年问立的“新罗第一泉”石碑一块，这是记载“新罗”地。

名的最古文物)，隶属汀州。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以城东翠屏山麓名胜龙岩洞(因岩洞

中石乳状若龙纹取名)取名为龙岩县。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设龙岩直隶州，辖漳平，宁洋。

两县。1913年废州制恢复为龙岩县，隶属汀漳道。1931年后隶属旧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龙岩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着光荣的革命史。1926年

龙岩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3月白土(东肖)一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

暴动。1929年5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三打龙岩城，三战三克，解放龙岩县

城。同年6月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9月成立龙岩县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o 1930年

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举行，成立闽西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930年5月：

初，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党的建军路线，决定以闽西各县红军独立团为基础，在‘

龙岩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后成为中央主力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组成部分)。红军．

长征后，龙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

了联合抗日，将红军游击队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来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

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闽西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进行残酷摧残，

龙岩人民在闽西特委，龙岩县委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全县建立了188个革命基点村，和

一大批游击队活动地区。全市有东肖等十三个公社(街道办)和几个公社的部分地区，基本

上保持着苏维埃时期的土地制度，红旗始终不倒。1949年9月1日龙岩解放。

本市平面图，东西窄，南北长，呈棱形。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面环山。境内丘陵

起伏，重峦叠蟑，属戴云山支脉的博平岭山脉。北有岩顶山，海拔1807米，左出为采眉山，二

中伸为黄连盂山，海拔1747．9米，东北有廖天山，海拔1660米，双髻山独立于西，为龙岩，

上杭两县的交界山I上方山偏于南，南北走向，郎车仑山脉偏出于东，为龙岩，漳平两县

的界山，其西有凉伞峰，北有龙宫山。全市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40余座。山区面积占全

市的大部。河流有龙川(雁石溪)与藿溪(万安溪)。在黄连盂与朗车仑两山系之间的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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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其主要水源有小池溪，小溪，丰溪(奖邦溪，白土溪)等。龙川千流全长70余公里，大

小支流22条，流经11个公社。沿岸河谷盆地，土地肥沃，灌溉方便，人口稠密，为本市主要

农业区。在廖天山与黄连盂两山系之间的为藿溪，其主要支流有满竹溪，麻林溪．小溪、樟

坑涧等。藿溪干流全长35公里，沿岸山多林茂，为我市主要林业区。龙川，藿溪到苏坂公社

的合溪汇合，称为九龙江，流入漳平县。

此外，大池公社有九曲溪，适中公社有适中溪．象山溪，但都流出境外，不与龙川或藿

溪汇合口

龙岩地处闽西丘陵地带，属低纬亚热带地区，有海洋气候调节，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雨量丰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多年年平均气温摄氏19．9度，极端最高气温摄氏38．1度，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摄氏27．1度，极端最低气温摄氏零下5．6度，最冷月(一月)平均气

温摄氏11．2度，低温期短，无霜期长，无霜期约十一个月。多年年平均降水量1692．3毫米。

我市土壤t山地土壤以红壤为主，有少数黄壤．紫色土和山地革甸土等，耕地土壤有水

稻土，红壤和黄壤三个土类，下分六个亚类，15个土属，47个土种。水稻土中以黄泥田土属

占多数，计有95357亩，占总耕地28％。全市属于中，低产的稻田土壤如黄泥田、潮沙田、冷

浸田．烂泥田和青泥田等约占总耕地的70％，生产潜力很大。

龙岩矿藏资源丰富，是福建主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地下矿藏有煤．铁、钨．锰．钴，

铅．石英．云母．白垩，耐火土和石灰石等，以煤，铁．石灰石蕴藏量最多。初步探明无烟

煤有四亿吨，铁五亿吨，钨三千多吨，锰三千多吨。煤炭地，市都有较大规模的开采，十四

个公社和四个街道办事处，都有小煤窑开采。铁矿国家已有开采。石灰岩分布很广，城郊，

适中，小池，岩山，曹溪，雁石，西陂，万安、红坊等地蕴藏量都很丰富，国家和集体有部
、

分开采。

本市工业底子薄，解放前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小煤窑，石灰窑，砖瓦窑，’生产方法落

后，没有一个正规厂矿。解放后工业生产建设蓬勃发展，省，地，市在本市境内的工业有：

钢铁．煤炭，建材．化工．化肥，机械，国防和轻工(纺织，卷烟、酿酒、造纸，食品)等。

现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全民和集体合营工业企业176个。1981年工业总产值23765万多

元(按八O年不变价计算)。龙岩酒厂生产的沉缸酒先后两次获得轻工业部和国家经济委员

会金质奖章，为全国名酒之一，远销国内外。龙岩烟厂的古田牌香烟载誉全省。

农业生产为本市经济的主要部分。耕地面积26万多亩，其中水田25万多亩。主要农作物

为水稻，其次为甘薯，再次为小麦，油菜、花生．烤烟．大豆，甘蔗、蔬菜，马铃薯，莲藕

等。198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二亿一千多万斤，农业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总产值

7525．70万元(按八一年现行价计算)，其中农业生产总产值4048．06万元(占农业经济产值

的53．8％)。全市山林土地面积305．23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6％)，其中有林地面积

246．32万亩(用材林179．58万亩，防护林z．73万亩、竹林28．36万亩、经济林3．13万亩、杂木

林32．52万亩)，灌木林12．17万亩，荒山荒地46．74万亩，其中可封山育林者22．14万亩。

1981年林业总产值1030．34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13．7％)。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养牛，近来

养鸡．鸭．兔，羊有较大发展。1981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791．11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

lO．5％)。副业生产主要有开采煤炭，烧制砖瓦和土陶瓷器，烧石灰，造土纸，伐木，采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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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采矿石、制作竹木器等，还有组织建筑力量搞基建，加工厂加工粮油作物。1981年全市

副业总产值1641．22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21．8呖)。本市河川不大，鱼塘养殖不多，

1981年渔业生产总产值14．97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0．2％)。近两年来挖鱼塘养鱼日益增

多，渔业生产有新发展。

全市现有水利工程三千七百多处，灌溉面积25万多亩。黄冈水库、墟坑水库为我市现有

的最大水库。1976年建成的黄冈水库是龙岩地区农田水利的重点工程，总容量2880万立方

米，有效保灌面积5．56万亩，实际灌溉面积4．46万亩，灌溉受益范围包括龙岩、永定两市县

的八个公社。全市有大小水电站174个。苏坂水电站和正在动工兴建的九曲岭水电站，为本

市境内最大的水电站。

龙岩是闽西公路交通的枢纽，解放后在原有漳(漳州)龙、龙连(连城)汀(长汀)两、

大公路干线基础上，重修和新建了几条公路干线，部分路段已铺上了柏油路面。现龙岩通外

地有四条公路干线：东北有龙漳(漳平)公路，东南有漳龙公路，西北有龙连汀公路，西南

有龙永(永定)公路。市区与各公社都有公路相通。全市有181个生产大队修通了公路或简

易公路。市内公路与四大干线互相连接，组成了本市公路交通运输网。铁路交通方面，1962

年修通了龙岩至漳平的漳龙铁路，可与全国铁路线相连接。龙岩至永定坎市的龙坎铁路也于

1973年修成通车。根据铁路网规划，，龙岩将是漳龙，龙梅广，新赣龙三条线的交汇点，将来

还要有更大的发展。

龙岩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快。文化事业：市区有文化馆，有线广播站，电影公司，图书馆

各一个，影剧院四所，专业剧团有市山歌剧团，木偶剧团和地区汉剧团等。各公社有文化站

和有线广播站。在农村的电影队有27队，集镇电影院4所。地，市属厂矿企业等单位的电影

队有32队。人民文化生活丰富多采。教育事业；解放初期只有6所普通中学，2所中等专业

学校，162所小学，1所幼儿园，37所业余学校。现有小学502所，小学生46469人，教职工

2781人，幼儿园222所，在园幼JLl2912人，教养员529人，普通中学33所，还有17所小学附设

初中班，中学生计22495人，教职工1944人。有龙岩师范，龙岩农校，龙岩卫校、龙岩财经学

校，福建煤校，龙岩工业学校等6所中等专业学校，计有学生2666人，教职工647人。还有1

所大专师范，学生492人，教职工184人。卫生事业：原来全市只有两所医院。现有市医院1

所，床位175个，医务人员134人，皮肤病医院，卫生防疫站各1所，工作人员41人，公社卫

生院计16所，共设床位321个，医务人员255人，农村各生产大队有合作医疗站。市区内还有

地区第一．二医院，卫生防疫站，精神病防治院和驻军部队医院。苏邦，红炭山、坑柄等矿

区设有矿山医院。人民就医十分方便。

龙岩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有素负盛名的东宝春云，紫金晴雪，登高独秀．虎岭松涛，

双井流泉，龙川晓月、九侯叠嶂，奇迈岚光等“龙岩八景’’，和龙碹洞、寿字岩、龙池书院，

龙门塔(或称魁星阁)等名胜古迹十余处。它们风光旖旎，各具特色，有的经过加工修整，

焕发新姿，吸引了不少游人。

龙岩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朱德同志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的革命老根据地。市里有毛泽东同志旧居、红四军司令部1日

址，后田暴动指挥部旧址等革命纪念地十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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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人民，过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今后在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必将勇往直前，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局面作出新贡献，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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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点名称

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包括市区四个街道办事处和十五个公社的

所有居民委员会，路．．巷、居民点，生产大队、自然村、片村、圩场

及社、队办农林场等名称1336条(是以市区街道办事处，公社为单位

进行编排的)，概况文19篇。



东城街道概况
、

东城街道辖区在本市区的东部，东连铁山公社，西与中城街道接壤，南至东宝山与铁山

公社分界，北与西陂公社毗连。1981年成立龙岩市后，因其地处市区之东，故名东城街遭。

辖7个居委会，74个居民小组，8个生产大队，30个生产队：有大小街道路巷28条，自然村

4个。计4694户，其中农业户1447户，19812人，其中农业人口，6439人。龙岩地区和我市

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都在本辖区内。

东城，前清时为龙岩城区的州前坊和平寨坊。解放前为旧新罗镇管辖区域的一部分。解

放后为龙岩市的东民街和附城区的社兴、东新村，1951年为附城区的东民街、社兴，东新乡，

1953年为城关镇的东街，社兴、东新居民委员会；1958年至1960年先后为城关，城郊人民公

社管辖的东街、社兴，东新居委会和生产大队，1961年至1964年东新大队又分出成立一个东宫

下大队；1965年至1968年东宫下大队又并入东新大队，均属城关公社管辖，1969年至1979年为

城关公社革委会管辖的东街、社兴，东新生产大队，1979年冬，撤销城关公社革委会，改设

城关镇人民政府时，为该镇的东街，城东居委会和东街，’社兴，东新生产大队，1981年冬，

龙岩县改设市后，撤销城关镇人民政府，成立东城街道办事处。

在辖区境内单位林立，人口稠密，有大小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近百个，、是本市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地区。街道和生产大队办的集体所有制的工、副业企业，有煤矿，活性炭

厂．瓷厂．羽毛厂，养鸡场，建筑队以及机砖．刺绣．五金修配，工艺美术、洗染等三十余

个。

该街道有耕地2185亩。其中水田1957亩，旱地228亩，种植粮食面积占82％，种蔬菜面

积占18％。1981年粮食总产25290担，还有花生、烤烟、水果等经济作物。土地总面积23995

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14113亩(有林地面积8546亩，宜林地面积5244亩，无林地323亩)，

非林地面积9882亩。牛坑枇杷味美，汁多，皮薄，闻名龙岩城乡。 ’

辖区地势平坦，解放前在辖区龙川右边，建有飞机场，这片土地现已建龙岩火车站和开

垦种植。龙岩通往永定县坎市的龙岩火车北站，也设在辖区内。火车站每天有定期开往福

JM．漳平客运列车。火车北站目前以煤运为主，附设几个车厢客运。将来龙梅广和新赣龙铁

路修通后，该站铁道运输将有很大发展。

辖区内有中学中专各一所，学生1039人，教师职工163人；小学四所，学生2528人，教师

职工135人。有电影院影剧院各一所。地区第二医院设在辖区内，许多单位设有门诊室，各大

队有医疗站，人民就医方便。

名胜有明朝万历年闻知县吴守忠题字的“新罗第一泉"。

西城街道概况

西城街道位于市区的西部，故名。驻地西安路。东连中城街道，东南以丰溪为界，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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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棚望，西北与西陂公社接壤，南与曹溪公社毗连。全辖区有六个自然村，有大小街道路巷

七条。分设三个居民委员会，47个居民小组，2个生产大队，38个生产队。有3545户，其中

农业户1664户，14513人，其中农业人口7049人。

前清时西城辖区为龙岩城的西坊和马坑社的苏溪村。解放前为旧西墩乡和曹莲乡的一部

分地区。解放后划为西安、苏溪村(乡)，归西陈区管辖。1953年区乡体制改变时，西安、

苏溪又划归附城区，1956年隶属城关镇管辖的西安、苏溪两个居委会。1958年城关镇改名城

关公社，本辖区为该社的西安，苏溪居委会和西安、苏溪生产大队。1959年本辖区为城郊公

社管辖。1961年至1968年又改由城关公社领导。经过几次改变，直至1979年撤销城关公社，

改设城关镇人民政府时，本辖区又划为该镇的西安、苏溪大队和城西居委会的一部分。1981

年冬龙岩改设市后成立西城街道办事处。

西城隔龙川与中城相对，是龙岩市的西郊，也是龙岩市区蔬菜基地之一。全辖区有耕地

1780亩(其中水田1740亩，旱地40亩)，以种植蔬菜为主，占耕地面积59叻，种植粮食面积

只占41叻。1981年粮食总产16519担，蔬菜产值达21万多元。本辖区除南面一座莲花山外，

其余是一片平原。土地总面积3967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396亩(有林地面积276亩，宜林地

面积120亩)，非林地面积3571亩。

西城辖区有龙岩汽车分公司、龙岩烟厂，水泵厂、省第三建筑公司、市食品厂．电机

厂，印届4厂．交通局，林业局、市立医院等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二十多个。街道居委会和生

产大队办的企事业有煤矿，建筑队，旅社，加工厂，修配厂等十余个。

’。西城交通方便。龙岩通往闽西，闽南各县(市)和广东省大埔，梅县、蕉岭以及江西省

瑞金县等的客运、货运汽车站，就设在西安路。每日来往车辆络绎不断。这里是龙岩地区汽

车交通运输的中心。

辖区有小学二所，在校学生1373人，教师55人。幼儿园四所，在园幼JL560人，教师19人。

虽然区内没有中学，但市华侨中学、城关中学只有一水之隔，学生就学条件很好。有市立医

院一所，各大队还有医疗站，人民就医十分方便。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现正在丰溪西岸兴

建新岩电影院，市青少年文化宫，将来建成之后，它与南城的工人文化宫遥遥相对，人民的

文化娱乐生活就更加丰富多采。

苏溪大队的罗庚井，与对岸的八卦井，是一对孪生兄弟，泉水清冽可口，自来水公司正

利用它供应市民食用。旧县志把这两口清泉，合称之“罗经井’’，原是城郊一胜，如今它们

仍然是龙岩的有名胜地。

南城街道概况

南城街遭位于市区的南部。东与东城街道交界，南至翠屏山，西与苏溪大队毗邻，北临

龙川与中城街道相望。全区有六个tl然村，有溪南路，大同巷，小溪坂等八条主要街道路巷

和居民点。现有3563户，其中农业户981户，共有人口16762人，其中农业人1：：13961人。

，。前清时南城为龙岩县的溪南坊。解放前属旧新罗镇管辖。解放后为附城区的溪南，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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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乡)。1956年改为溪南，大同居民委员会，隶属城关镇管辖。1958年成立城关人民公社

时，又改为溪南，后门前，隔后等生产大队和溪南、大同居委会，1960年后合并为溪南，大同

居委会和溪南，大同生产大队。1969年至1979年，划为溪南，大同两个生产大队，属城关公

社革委会管辖。1979年冬，撤销城关公社改设城关镇人民政府时，该管辖区又分为溪南，后

盂、新陂，后门前，隔后等生产大队。1981年冬龙岩改设市后，便成立南城街道办事处，管

辖登高，小溪，新岩，翠屏，大同、清泉等六个居民委员会和溪南、后盂，后门前．新陂，

隔后等五个生产大队，共有七十七个居民小组，十九个生产队。

南城矿藏资源丰富，煤和石灰石蕴藏量尤多。国家和集体都有开采。

辖区有耕地1535亩，其中水田1502亩，种植粮食与蔬莱。以粮食作物为主，约占80呖，

蔬菜只占20％。1981年粮食总产量18687担。土地总面积17411亩，其中林业用地面积9763亩

(有林地6256亩，灌木林401亩，宜林地3106亩)，非林地7648亩。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南城已成为龙岩市的工业区之一。国营工业有纺织、酿酒、建材，

煤炭、森工等二十多个企事业单位，集体办的有煤矿，活性炭厂，石灰厂、氯化钙厂．机砖

厂、建筑、轻工机修和旅社等许多行业。辖区交通方便。新建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很多，

呈现繁荣的城市景象。

该街道解放前只有一所中专，两所小学。现在已发展到有初中三所，专业中学两所，小

学六所。现有中学生1766人，中学教师职工362人，小学生1756人，小学教师81人，还有幼

儿园10所，在园幼JL660人，幼儿教师32人。文化生活方面有市工人文化宫和厂矿电影队。

卫生保健则有驻军医院和厂矿单位的卫生医疗室以及各生产大队办的医疗站，人民就医十分

方便。 。

南城，有山有水，风景秀丽。向为龙岩八景之一的“登高独秀"的登高山，现正在建设

供人游览的“登高山公园"。隔后村的八卦井，泉水清冽，长年不竭，被用于酿造全国名酒

之一的“龙岩沉缸酒"。龙岩名称由来的龙岩洞，在后盂村东面，以往是人民游览的胜地，

为建设需要，已将岩洞的石灰岩开采，不复存在，现在虽为历史陈迹，然其名称将与龙岩这

个地名载于史籍。

中城街道概况

中城街道位于龙岩市区的中部，故名中城。东南西三面与东城，南城，西城街道相连，

北与西陂公社毗邻。区内主要街路巷22条。设立7个居民委员会，133个居民小组。2个生

产大队，7个生产队。

前清时中城为龙岩城区的所内坊，武安坊。解放前为旧新罗镇管辖区域的一部分。解放

后为龙岩市的西民街，中民街。1951年为附城区的西民，中民街。1953年成立城关镇后，为

镇辖的中街，西街居委会。1958年镇改称城关公社时，本辖区改为公社属下的西街．中街居

委会和西街．中街生产大队。1959年该辖区划归城郊公社管辖。1961年至1968年又改由城关

公社领导。体制经过几次改变，到1979年撤销城关公社，改设城关镇人民政府时，辖区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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