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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地名是表示地理方位和地物的一种文字代号或标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古

往今来，地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是紧密相联、息息相关的o

《高邮县地名录》是以地名普查成果为基础材料，按照国务院(1979]《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江苏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对普查成果进

行充实提高，部分地名作了考证，．对全县四千七百多个地名作了标准化、规范化

处理，经高邮县人民政府批准出版的标准地名录。这是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资料

工具书。

本书主要内容有： “高邮县地名图，，、“高邮县概况”、“高邮县各公社(镇、

场、所)概况及地名图"、“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

“名胜古迹及革命纪念地”，“人工建筑物和自然地理实体”、“图片部分"，

“标准化地名的命名、更名通知"、“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等十个部分。鉴

于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特定的条件和一定的意义，因此，对原有地名在保持

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凡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凡含义不清、名不符实和重名，

无名的，本着“符合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依照法定

程序和手续，作了命名、更名。“高邮县地名图”是参照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

年印制的一比五万军用地图绘制而成的，但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公

社(镇)地名图是以地名普查时的自然村庄为准，仅为地名示意。书中所引用的工

’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数据，均以一九八一年统计部门资料为依据。 ·

， 《高邮县地名录》的出版，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际交往、公安

’户籍、交通邮电、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准确的地名资

{料，是直接为四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同时，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乡土

{教育的参考资料。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和有关部门，在使用地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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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以《高邮县地名录》为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随意更动地名，确需更名

的应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手续，经本县地名委员会审核，高邮县人

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高邮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高邮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县地

名办公室负责主办的。编辑工作组朱维宁、谢静泉、朱延庆、陆建华、夏本炎，

韦博友．．刘永贵、陈克猷、仇雨亭、张荣生、朱熙元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编

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

政协秘书处、县党史办公室、民政局、人事局、文教局、水利局、交通局、档案

局、统计局、邮电局、高邮师范、高邮中学、文化馆和各区社(镇，场．．所)，以

及召建农、乐效正、郑履成、王义昌、赵金龙、左华、张宪、吴士年，顾建和等

许多单位和同志的热情帮助、大力支持，对提高书稿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本书

内封面为陈占元同志精心设计，书中的地名图为李笑天同志绘制，汉语拼音为从

汝一同志加注。江苏省测绘局绘制了县地名图，浙江省印刷发行技工学校印刷厂

承担了本书的印刷工作。在此，谨向这些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邮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政治性、技术性、时间性都比较强的

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经验不多，人手不足，理论和实践水平有限，因而难免存在

疏漏和欠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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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邮 鸭

双黄蛋

鸭蛋个头大，腌制后有松，沙、

油、鲜，细等特点。

高邮鸭为蛋肉

兼用型鸭，具有悠

久的历史，以善产

双黄蛋而驰名中

外。高邮鸭体态均

衡，公鸭胸深躯长，

呈长方形，头颈

上半段毛色为孔雀

绿色，背胸为褐色

芦花毛，母鸭颈细

身长，羽毛紧密，

全身为雀麻毛，

主翼羽带蓝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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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县概况
i 、

’

高邮县位于江苏省中部，地处东经119。257，北纬32。477，东与兴化县接壤，

， 西为高邮湖与金湖县、安徽省天长县为邻，南与江都、邗江、仪征县毗连，北界

÷ 宝应县。面积一千九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九万余，绝大多数是汉族，少数民

族有回族、蒙族、壮族。回族主要分布在湖西菱塘公社。全县辖五个区、三十

一个公社、一个镇、六个场、一个农科所，六百九十六个大队(包括场、站、圃)，

七个街道办事处，三十一个居民委员会。县人民政府驻高邮镇。

高邮县的地理位置是，南近扬予江畔，北负淮河故道，中贯京杭运河，属里

下河平原地区。地势东低西高。运河以西，高邮湖银波万顷，一望无垠，运河以

东，嘉禾万顷，阡陌纵横。全县运东地区面积约一千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地势低洼

平坦，地面平均高度海拔二米左右，比高邮湖常年水位还低二至三米。湖西地区面

高邮县历史悠久，秦设驿站，置邮亭，为南北交通要道，古称秦l邮。汉置高

j’|一· l ¨71’j



邮县，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高邮古城墙始筑于宋开宝四年，绍兴初(公元

1131年)韩世忠命其部下修缮，淳熙乙已年(1185)又建四座门楼：东日“武宁

f1"，楼日“捍海’’，西日“建义门"，楼日“通泗”，南日“望云门"，楼日

“藩江”，北日“制胜门”(以宋解元破敌得名)，楼日“屏淮’’。城墙周长十余

华里，高二丈五尺，宽一丈五尺，四周皆有濠堑，南北二门下有水关，四门均有

吊桥，可谓封建时代的军事屏障。清乾隆甲子年(1744年)，更四城门楼之名：东

日“挹春"I西日．It宁波”，南日“朝阳”；北日“迎恩"。城墙建筑后，县城的

地形地貌的特点是城基独高，四周地低，

游有诗云。 “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

状如覆盂，故有“盂城”之称。宋秦少

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解放后，

城墙已基本拆除，现东南一角仅存城墙一堵，且有城河一条，魁楼一座，古柏一

株，荷塘一口。

中国共产党在高邮地区开展革命活动较早。据史料记载，一九二七年建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一九二九年建立中共高邮县委，一九三九年苏北特委派员

来我县进行抗日宣传，一九网一年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建立抗日

民主政府——高邮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军民进行抗日斗争。一九四五年三垛

河伏击战，歼敌一千余名，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保卫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一九

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军攻克高邮城，日寇驻扎高邮的官兵九百余人，除部

分被击毙，余皆缴械投降。一九四六年秋，蒋军侵犯解放区时，驻高邮的人民子

弟兵主动北撤，全县的各级党政组织也相应地转移到农村生根立足，继续领导人

民群众开展武装游击活动，坚持原地斗争。在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中，高邮人民

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先后有周山、李健、狄奔、郑光跃、袁舜生等两千多名革命

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与日月共存。全县人民为缅怀革命烈

士的丰功伟绩，特先后在人民公园内建造了革命烈士墓、纪念塔，纪念馆。

高邮县素称鱼米之乡，古人亦称为“鱼稻之国’’。全县的农业经济项目主要

有粮、棉、油，鱼、虾，蟹，猪、兔、禽等。解放前，因为灾害频繁，所以粮食

产量低而不稳。解放后，由于逐年兴修水利，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并把一熟制改

为稻、麦两熟制，推广和使用先进农业技术，实行科学种田，因而农业生产面貌

·， 2 。



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全县现有耕地面积一百一十二万亩，己

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六十三万亩。一九八_年粮食总产为十一亿七千万 ．

、，斤，比解放前的三亿斤左右增长近三倍，棉花总产十六万六千多担，．油料总产=

千五百万斤。多种经营除有水产、家禽，树木、花果以外，还有芦苇、菱角、水

藕，茨菇，荸荠、芡实等水生植物。湖荡地区盛产鱼、虾，蟹、蚌等，鱼类尤以

} 鳊、白、鲤、鳜、鲫鱼为佳，养殖面积四万九千多亩，一九八一年水产品总产量 ’

i 五千八百四十吨，其中蟹、鱼、虾畅销国外和港澳地区。我县是省家禽主要产地

} 之一，养鸭、养鹅素有基础；菜兔远销亚欧两洲。高邮麻鸭与北京鸭、绍兴鸭并

l， 列为全国三大名鸭种，高邮双黄鸭蛋驰名中外，此两项已作为著名地方特产在全

} 国享有盛誉。林业生产也有一定的发展，一九八一年造林面积八千亩，四旁植树

i ·四百三十五万株，还利用沟渠田坎种植杞柳。我县界首公社杞柳编织品，已销售
．

￡ 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它著名土特产有：秦邮董糖、界首茶干、三垛方酥、临．

? 泽水晶月饼等，其中秦邮董糖已有二百多年的生产历史，色、形、味与香、甜，

： 酥兼优。界首茶干曾于一九一一年在“西湖博览会”上获奖。

； ‘高邮县解放前只有几家小工厂和手工业作坊。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

} 设的蓬勃开展，工业生产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社队工业，更是从无到

7 有，从少到多。现在，全县有县属工厂七十六个，社队工厂一千二百多个，主要

； 产品是纺织、机械、电子、化工j印刷、建材、食品等。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全

} 县工业生产年产值达二亿二千万元，其中轻纺工业生产产值占工业生产总产值的

l 百分之六十四。在全县工业总产值内，社队工业产值四千四百万元，镇办工业产

÷ 值一千二百五十多万元。近年来，工业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均有创新和提高，尤其．

是八桥农机厂生产的折叠椅，县电机厂生产的十六英时台式电风扇，分别在全省

被评定为优质产品。 一

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运输主要靠内河木

船。解放以后，上述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面貌一新。现在，水陆通行，四通

八达。淮(阴)扬(州)和高(邮)兴(化)盐(城)公路，贯通全境，除湖滨公社以外，

已经实现社社通汽车，陆地通车里程达二百多公里，水运通航里程达五百多锄

．q 7一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