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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社会交往的工具。地名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民族团结和外事交

往的大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不断的变化。为了

进一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四化建设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全面

开展地名普查，认真搞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对于军事、邮电、交

通、发展旅游事业，都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根据国务院[I 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参照历史，查阅资料，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把可以继续使用

的地名确定下来，把重名的社、队名称通过协商后上报审批改正过

来，把无名的作了命名，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整理汇编出

《大田县地名录》，在这本《地名录》中，编有县、社概况、县政区

图、城区图、各公社地名图、县、公社、大队、自然村名，主要人工建

筑、自然实体、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名称等。

汇编出版这本《地名录》，是我县解放以来具有政治意义和历史

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将由此结束。

凡被列入《大田县地名》的地名，都是法定的地名，各行各业在使用

地名时，都应以这本《地名录》上的地名为准，不得随意更改。今后

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地名，必须呈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大田县地名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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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田 县 概 况

大田县在福建省中部，戴云山西侧，位于东经1 1 7度29分一l 1 8度

02分，北纬25度29分--2 6度09分之间。东与德化、南与永春接壤，西

南和漳平毗邻，西同永安衔接，．北靠三明、沙县、东北与尤溪交界。

全县土地面积2294平方公里，县辖18个公社、2个农场、3个林场和

2个伐木场。共有254个大队，2041个生产队，总人口26万人(其中非

农业人口18064人)，分布在l 107个自然村，除畲族l 64人外，均系汉

族。语言以大田方言为主，部份社队为闽南、客家等方言。县人民政

府设在城内西侧。

大田县，简称岩城。根据记载，早在周前就有人到均溪两岸定

居，以耕耘为生，时属七19地。汉代置南平县，大田属下辖之地。直

到明朝嘉靖十四年(即公元一五三五年)，延平府通判以Ⅳ山隘险

阻，民多聚盗”为理由向朝庭上本，割尤溪、永安、漳平、德化四个

县的边缘地带合置一县，获准后置县。县府设在凤山南麓的大田村，

取名大田县。属延平府，到清朝雍正十二年改属永春州。民国元年(一

九一一年)废州制时，大田转归厦门道。一九二四年改道制为专署，

大田划给永安专署管辖。纵观历史，大田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明代封建王朝的景太和正德年间，就有一四四八年的邓茂七和一

五三三年的郑新起义，二次轰动颇大的农民革命。。近有我国民主革命

年代，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一九三四年朱德同志曾率领工

农红军第四军的一部分出击闽中，途经大田攻克县城，打击豪绅，救



济贫民，留下了深刻的革命影响。一九三七年，由林鸿图

来革命种子，同林大蕃同志在大田农村宣传革命真理，

组织游击队并建立中共闽中特委，在35个村庄建立了革

持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直至一九

日迎接大田解放。解放后德化县的屏山、吴山、济阳三个地方划入大

田。一九五O年二月四日成立各级政权，．属永安专区，一九五六年六

月永安专区撤销改属晋江专区，一九六三年七月以后划归三明专区。-

大田的自然状况大体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属于丘陵地带，山峦

蜿蜒，高峰峻立，沟涧密布，丘陵地占总面积88％，地势南部高向东

北倾斜，千米以上山峰有九十五座，主要有南部的大仙峰，海拔1 553

米，是全县最高的山峰，东部的高峰山，海拔1282米，中部的石鼓

崎，海拔1 218米，北部的大帽山，海拔1 263米，西部的象山，海拔1 4

32米。河流大致可分南、北、西南三条河系，南部的均溪是全县最大

的河流，它和北部文江溪都流入尤溪县的七里潭后汇于闽江，．西南部

的桃源溪和上京溪均流入漳平县的长潭而汇于九龙江。全境气候属中

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四季常青，常年平均气温

摄氏1 8．9度，历史最高气温摄氏38．7度，最低气温摄氏～6．3度，常年

无霜期在280～320天之间，常年日照181 6小时，常年降雨量为1553毫

米。土壤成份是土母质，大部份为酸性黄壤，适宜于发展农林业。

大田的国民经济，解放后发展较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

达6477万元，比解放初期增长7．5倍，财政收入为解放初的44倍。

大田是农业县，现有耕地面积24万亩，其中水田占80％，农地占

20％，粮食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其次为地瓜、小麦、马铃薯等，，一

九七九年粮食总产达19328万斤，亩产805斤，总产比初解放增长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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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i入平均口粮566斤，经济作物主要有大豆、花生、茶叶、苎麻等，’

其中茶叶年产3000担，林业方面，现有森林面积l 96万亩，比解放初增

长6倍，一九七九年木材生产杉、松、杂木达45466立方米，比解放初

增长4．5倍，经济林木及土特产有毛竹、．油桐、松脂、山苍籽、油茶，

棕片、红菇、香菇、笋干、板栗等等。近年来还发展果树，有桃、

李、梨、柑桔、西瓜等水果，年产3393担，畜牧业方面，现有牛8700

头，羊2万头，猪8万头，家禽家兔约38万头，南部象山西侧有万亩草

原，发展畜牧业大有前途。随着农业生产和建设发展的需要，农业机

械和水利电力建设也有较快的发展。全县现有农业机械总动力I 3200

马力，水库1 I座，蓄水量达984万立方米，发电量为31 00万度，机灌

电灌有效面积12万亩以上，旱涝保收田达九万多亩，社队电站130

处，装机容量合计六千多千瓦，已有90％的大队，l 648个生产队用上

电，年用电量达400万度。

大田地下矿藏丰富，有煤、铁、铜、钨、硫磺、瓷土、石灰石、

泥炭土等三十多种，现已开采的有煤、铁．硫磺、石灰石等，年产量

均居三明地区的首位。总储量约占全区的50％。年产原煤40万吨以上

的省上京矿务局就在大田境内。
’

’，在工业方面，解放前仅有三个年产值合计七千多元的私营小企

业。解放后白手起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发展了一批全民所

有制的厂矿企业，到一九八O年已有102个工业企业，年总产值达251 6，

万元，社队办企业，近几年己发展到444个，年总产值一千万元，促

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交通运输，大田解放前仅有一条永

德大公路经过境内，交通工具几乎没有，货运靠肩挑，外出用步行。

现有全县通车里程716公里，林区、简易公路四通八达，为解放前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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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站，文化站、电影队。还有农村业余剧团34个，活跃农村文化生
、．一

、店。，

大田的名胜古迹，历史上有田阳八景之称，著名的有赤岩寺建于明
“

代嘉靖年问，背山面水风景优美，有。济南惨案一的抗日烈士蔡公

时，于一九二O年亲笔在寺壁上题。赤松引禅意，岩影空人心”的对

联。可惜已于一九五三年焚毁。现仅存有俗称。东溪虹影”的镇东桥，

其余如宗圣岩，孔庙，城隍庙、天子墓．会元墓等均已毁坏。大田部

份地区是地下游击区，为纪念革命烈士．解放后为六十八名烈士建造

一座烈士陵园，树立一碑，碑上有朱德同志的题字。为革命事业而牺
’

‘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大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

德，艰苦奋斗，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光荣传统，为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和美好的山区而努力l



大田县概况一览表
大队致 生产队致

公社名称 公社驻地 (包括农林 自然村数 人口数 说 明
场工区) (包括路巷)

均 溪 红星大队 29 234 153 37688

广 平 广平大队 1● 127 ●9 25413

奇 韬 奇韬大队 11 60 21 10261

建 设 建设大队 1．1 12- 25 16196

文 江 文江大队 20 122 7I 15070

梅 山 梅山大队 25 195 84 18895

太 华 群团大队 24 158 71 2317‘

前 坪 前坪大队 12 55 2t 4922

湖 美 湖上大队 18 123 56 10687

桃 源 桃源大队 12 1‘O 5J‘ 16697

上 京 上京大队 16 162 5t 16525

早 兴 早兴大队 7 56 29 5237
，

武 陵 武陵大队 12 92 39 8512

石 牌 石牌大队 17 126 89 14156

屏 山 屏山大队 15 l●2 103 12997

济 阳 ．济阳大队 12 117 57 8118

谢 洋 谢洋大队 1● 85 62 6245

吴 山 吴山大队 11 88 44 7332

东风农场 泼 水 3 22 12 2686

大石农场 大 石 2 12 3 578

桃源林场 桃 源 8 429

黄城林场 赐福亭 5 199

梅林林场 中 洋 6 124

赤头坂伐木场 赤头坂 166
●

大吉伐木场 大 吉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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