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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一，本书由扬中县地名委员会负责，以1981年4月以来全县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按

《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汇编而成，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出版。

二、本书主要内容有地名图，概况、标准名称、照片和附件等九个部分，根据有关文

件，以1968年版、1969年版地形图为依据，本着。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保持稳定，尽量不

改"的原则，调整了错字错位的210条，删去了有名无实的111条，增加1450条，共普查2323

条地名．命名自然村名22条，更改原大队(83年改为行政村)名称52条，还对全县地名正字

正音，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收录各类标准名称2284条，地名图18幅，地名照片与图片

37幅。这是我县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县地名时，

应以本书所载标准名称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三，我县还有一些地名和不具有地名意义的各专业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名称未编入本书。

1 t 50000的“扬中县地名图"系参照地名普查的实际情况编绘而成t各乡地名图1 t 30000，

图例以三茅镇为准，三茅镇区图为1·10000，图例与县地名图一致。地名图界未经实测，仅

供参考，不作划界依据。

四、本书引用资料截止期分别为。地名条数止于1982年5月，人口数据按1982年7月全

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编资料，其余各类数据均系县统计局1983年底资料，以概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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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县概况

扬干县位于江苏省中南部的长江中，由雷公嘴，太平洲、小泡沙(部分)、中心沙四个

沙洲组成，其中太平洲最大。西、南与丹徒、丹阳、武进三县依水相邻，东、北与泰兴、江

都、邗江三县隔江相望。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处约10公里：最狭处只有8公里，总面积约

228．7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三茅镇，东经119。497，北纬32。147，公路线距镇江53公

里。全县辖11个乡，1个镇，1个县属国营良种繁育场，8个乡办农场，175个村，2315个

村民小组，1849个自然村(包括10个集镇)，共有74106户，26088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5802人)，除回、壮、蒙、满族27人外，均为汉族。人烟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141人。

据1930年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1979年版的《辞海》及明、清、民国年间的泰兴、

江都、丹徒、丹阳，武进县志和有关史料记载：扬中县全境为长江泥沙冲积而成，明始露出

水面，曾名为新洲(沙)(注)，相继由30余小洲组成，洲地逐渐相连扩大，大江南北邻县逃荒避难

之人相继移居，围垦耕种，自然港口较多，利于船只避风浪保平安，日久天长，人们遂称最大

洲地为太平洲。全境为五县[镇江府的丹徒县，丹阳县，通州府的泰兴县，扬州府的江都县

(邗江县)I常州府的武进县】分属之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置太平厅(--十二

年派员充任)，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改厅为县。民国三年一月，因安徽、浙江、山西，

四川四省都有太平县，为避同名之嫌，改称扬中县，取地处扬子江中之意。1914年6月，划属

江苏金陵道．废道后，直属江苏省政府。1938年2月，日寇侵犯，国民党县政府人员逃散，

全县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1939年3月，新四军二次挺进扬中，组成国共合作政府。1940年

11月，日、伪大肆侵犯，全县沦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四月成立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

属江南行政委员会的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丹北地区)，1944年12月属苏中第五行政专员公

署，直至北撤。解放战争期问，国民党设县政权。1949年4月22日解放以来，除1956年2月至

11月属扬州专区，1958年至1959年属常州专区外，均属镇江地区，1983年8月1日起改属镇

江市管辖．

扬中县属长江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吴淞零上3．8米到5．5米，一般圩田

4—5米。北亚带，透风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5℃，一月份平均气温2．7℃，七月份平均

气温27．7℃，年平均降水量1066．2毫米，大多数集中在6—9月份，无霜期227天左右，多为

东南风。全县主要为长江冲积物微碱性的沙土，圩田中枢多为夹沙土类，圩田上枢多为黄沙

土类，圩田低枢多为小粉土类。土田透水性较强。承期长江水位一般高于田面，易受洪、台，

涝、渍及坍江等灾害的威胁。由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兼之河港纵

横，水源丰富，有利于水稻、元麦、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料、芦、柳，竹、

蚕桑等经济作物的栽培和生长，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内河养殖，外

江捕捞业也兴旺发达，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现有耕地总面积(包括社员自留地在内)168502亩，其中水田153865亩，高田14637亩，平

均每个农业人口占有集体耕种面积0．63亩。解放以来，大力修筑江港堤防，治理坍江岸，修建农

田排灌系统，发展机电排灌和农业机械，大大增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江堤全长122．71公



里，主要通江水闸13座

业排灌动力设备529台

机械总动力94766马力

植保，交通运输等基爿

产1729斤，油料总产2：

6000多亩，柳滩7350亩!

全年农副业总产值1919

农业生产凭逆代表大篁

解放乱，县内工业

快。现主要有农具、期

工、食品酿造、五金帆

白{；手工业。全民和集体

柳器、竹器、玉雕、塑

地区。尤其是柳器，从

口额达400万元，占全名

1957年前，县境内鬯

至栏杆桥)琵条砂石公

由国家投资，牦原弯多

设有扬中至上海、蘸京

汽车通达其余各乡。境

码头，长航上海至高港身

量49万吨，货运周转量j

过去，财贸金融事业

商品零售崖额7667万元，

入115．96万元。计曩基j

解放后，文教卫生{

所，在校生36292人。近每

扩大站)13个，电影队：

处。是全国农村文化艺，

医疗保健所16个，卫生E

单位设有医疗保健所(鸡

著。人口净增率千分之驾

扬中县是长江下游猷

文蔚等同志领导的茅山赶

革命烈士纪念塔1座，嚣

县内原有达贤庙、才

注-在三绝乡境内发现

洲之附太平而别为一洲者，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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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乡，镇地名图、概况)

／／人U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