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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名普查的成果资料汇编成书，服务于社会，是国家给地名工作部门F达的任务。建

立地名档案，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则是国家政权建设工作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广丰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精神，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遵照《江

西省地名志编辑大纲》编辑出版的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我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

典籍。全书共收录各类地名3，514条，以图、文、表为主要形式，采用词典体例，分别详略，

集中记载全县地名的规范书写形式和标准读音，系统介绍这些地名的来历、含义和沿革，并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与地名有关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等状况。既有利于加强全县

地名的统一管理，又为读者正确使用广丰县地名提供了依据，还可供有关部门作资料参考或

收藏。
’

为便于读者正确使用本书资料，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收录的地名．是广丰县现行法定的标准地名。各部门使用广丰县地名时，应以

此为准，如需变更，必须按管理权限呈报批准。

二、全书以反映普查地名的信息为主，经遴选有所增删。行政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根据级别、规模、地理位置等特征重点收录。

三、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仅示概略范围，不作划界依据。

四、各类地名一般按从北到南，自西至东的地理方位排列先后。加( )的为行政村或

居委会名称，右上角标有·的为片忖或城镇区片名。

五、数字

1、文字概况中的符类数字除注明时间者外，均为1985年底统计数。词条释文中的有关

数字，如居民点的户数、人口等，一般采用当地地名普查时调查的数字。

2、各乡、镇总面积，按省人民政府(1984)119号文件通知使用的全县总面积1377．79

平方公里折算；其林业数字，则采用1982年县汁委、统计局、畜牧水产局、农垦局的联合通

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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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丰 县 概 况

广丰县位于赣东北。东界浙江江山，南接福建浦城、崇安，西毗上饶，北邻玉山。面积

1377．79平方公里。辖3镇28乡，257个村委会，13个居委会，3，644个村(居)民小组。

126，586户，608，668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442人，仅次于南昌县，居全省第二位。汉族。

县人民政府驻永丰镇，西距南昌市276公里，距上饶市27公里。

商周之前属扬州域(据《禹贡》)。春秋战国属吴、越、楚。自汉迄南朝陈为余汗县地。

隋为弋阳县地。唐武德四年(公元6 2 1年)始立永丰镇，以永丰山得名。唐乾元元年(公

元758年)析上饶之永丰镇及衢州须江县西北境，置永丰县，属信州。唐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并入上饶县。宋熙宁七年(1074年)恢复永丰县，属信州。元属信州路。明属江西广信

府。清雍正十年(1732年)因与吉安府之永丰县同名，以属广信府改名广丰县。1914年属豫

章道，1926年废道隶江西省。1932年属第六行政区。1949年5月5日解放，属上饶专(地)

区。

广丰县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唐末黄巢起义军，清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忠王李秀成等先

后率部转战境内，乡民揭竿响应。清顺治问(1644,-,-,1661)农民杨文率九千余众起义，在九

仙山一带安营扎寨，攻关夺隘，威震闽、浙、赣三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组织了统

一的农民武装队伍，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岭底、柴九洋、七铺、桐家畈、十六都、十都、

十一都等地建立过区、乡苏维埃政府。老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2．1％，属全省40个老区重

点县之一．

全县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约占41％，丘陵约占59％。仙霞岭支脉与武夷山脉东段

绵亘境东、南，仅信江、丰溪两岸有少量冲积平畈。南部边缘的铜钹山主峰，海拔1534．65，

是境内最高点，北部的壶峤乡渡船头、西部的鹤山乡谢家洲附近地势最低，海拔均为72米。

河流属信江水系。丰溪为信江一级支流，发源于福建浦城仙霞岭，上游名十五都港，于

南部岭底乡太平关入境，至沙田乡溪东与棠岭港汇台成干流，经五都、杉溪、塘墀，排山、

城北，大石、永丰、河北、洋口、鹤山等乡、镇，至盘石山脚入上饶县境，在上饶市南郊汪

斗



2 广丰县概况

家园汇入信江，境内长88公里，一般宽1 3 0米，最深处5．76米’有大小支流21条，呈叶脉状

分布。

全县有山地1 1 5万亩，森林覆盖率40．4％。森林资源主要分布于岭底、十都、管村一带，

活力木蓄积量约97万立方米。地下资源有煤、磷、石灰石，蝥石、云母、膨润土，珍珠岩、

瓷土、铜，铁、钨、钼、铀等。野生动物有蛇、石鸡、穿山甲、锦鸡、白鹇、野猪、麂、豺，

野山羊、獐、豹、虎、熊等，近年还在铜钹山发现鹰嘴龟。有木本植物6 0 O多种，以松、杉、

油茶、乌桕为主，还有银杏、香榧、山玉兰、木莲、香果，钟萼木，光皮桦、南方红豆杉，

黄山松、罗汉松等，野生植物有猕猴桃，大活血等。丰溪及其支流水力资源的理论蓄能约8．5

万千瓦。

土壤以红壤为主，中性偏酸。次为紫色土，紫褐土、黄壤、石灰土。

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9℃，1月平均气温5．6℃，7月平均气温29．4"0。

极端最高气温40．5℃(1971年7月31日)，极端最低气温一9．1℃(1977年2月4日)．

≥5℃的积温6，225℃，≥10℃的积温5，699℃。无霜期约2 6 0多天(初霜11月25日左右，终

霜8月4日左右)。年降水量1，627毫米，1975年达2，447毫米，1971年仅9 2 4毫米。4～6

月降水约占全年降水量之半。年日照1，882d、时。灾害性天气主要有旱灾、水灾，冰雹、雾

淞、暴风、大雪等。明景泰五年(1454年)春大雪四十余日，平地深数尺，积封山谷，多饿

殍。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至十月不雨。元至正八年(1348年)大水，县治房舍淹没殆尽．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四月大风，雨雹积地盈尺，拔大树，摧房屋，五月又大水。1975年

7月21日‘F溪、排山等20个公社的90多个大队，遭雷雨、大风、冰雹夹击，受灾农田5万余

亩。1967年5月5日沙田公社大石塘一带，遭龙卷风袭击，房屋几乎全毁。

广丰田少人多。南宋以前农民就垦山造田，杨万里为之慨叹： “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
{。

都将岭作田。”建国前多数农户备尝“糠菜半年粮，杯豆当一餐’’之苦。建国后，兴建了中型

水库2座、小型水库134座，可灌溉千亩以上的拦河坝10条、中小水坝142条、机(电)灌站

111处，加上塘、堰，总蓄提水量1．64亿立方米，使全县34万亩耕地(水田29万余亩)的有

效灌溉面积达23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16万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杂粮有红薯、高

粱、绿豆、小麦、大豆等，其中绿豆质量和产量省内名列前茅。1985年粮食总产量3．56亿余

斤，比1949年增长8倍多，基本上解决了缺粮问题。经济作物有烟叶、甘蔗、油菜、茶，

桑、麻等，其中晒烟以横山，关里一带生产的廿四都紫老红著称，现已列为全国出口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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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县概况 3

基地县，1985年全县收获黄、红晒烟346．94万斤。蚕桑产量居全地区首位。家畜家禽有猪、

牛、羊、兔、鸡、鸭，鹅等，其中“铁蹄"黄牛、山羊，三黄ca耳鸡、白银鹅为江西地方良

种。1985年山羊饲养量6．3万余只，为全省之冠。养殖水面2．6万亩，占水面积的23．6％，年

产鲜鱼4万余担。 t-

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22405．42万元，其中农业占69．19％，工业占30．81％。建国前，仅

有小煤窑、土纸、食品加工等几家手工作坊。现有电力、水泥，磷肥、农机、煤炭、莹石、

丝绸、羽绒、印刷、皮革、食品、粮油和饲料加工等工业企业。小水电有较大发展，现已建

成小型水电站25座，装机容量1．5JY余千瓦，1985年发电3，746万度，全县大多数村用上了电

灯。1985年冬，装机容量在9，600千瓦以上的七星电站已破土动工。传统家庭手工业有花炮，

夏布、斗笠、草席，棕棚床等，近年增加了竹编、草编、烟花、木雕等工艺生产，其产品已进

入国际市场。明嘉靖初年，柘阳、十五都开始生产土纸，现生产仍然不衰。还有一支拥有数

万人的，以施工能力强、刻苦耐劳著称的建筑队伍。交通以公路为主，各乡、镇都通公路，

87％的行政村通汽车，上二，广玉公路干线通邻省、县，1985年全县通车里程564．25公里。

浙赣铁路由北部边缘经过，1982年设湖丰车站。水运除军潭水库区内通航机船外，丰溪、信

江在境内各河段仅通竹筏、木排。

境内有以永丰、洋口、五都三镇为中心的集市21处，形成了布局比较合理的商业网络。

1985年末全县商业零售机构2，060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446万元。

建国初，全县有中学1所，小学45所，学生8，272人，教职工309人；医院1所(无病

床)，医务人员6人，血吸虫疫区蔓延N15个乡、镇，有晚期患者7，000余人。现有成人中等

专业学校1所，中学32所(完全中学3所)，小学666所(处)，共有教职工4，692人，在校

学生129，271人，适龄儿童入学率96．7％。有医院、卫生院、防疫站等医疗卫生机构54个，

病床580张，卫生技术人员771人。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随着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开展，全县

人口自然增长率从六十年代24．6‰下降到6．07‰(1985年)。文化方面，新建了县专业剧

团、广播站、电视差转台，剧场、电影院和乡(镇)的文化站，电影队、广播室等，初步建

成县、乡、村三级文化网。1982年确定了23个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五都、鹤山等地出土的石

斧、石碳、石鼎、陶器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引起了考古学家和省文物部门的重视。

位于境东北的灵鹫寺，系全省十四座重点佛教古寺之一，近年已整修开放。境西千年古

刹博山寺有“天下第二丛林"之称，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晚年闲居带湖时，常游于此，写有



首。境西南的战畈，相传系唐末黄巢起义军与官军激战

，南部有白花岩、东岩等胜景。

《灵溪集》七卷。南宋参知政事兼同知抠密院事施师点，

东官讲义》、《史识》等书。明进士吕种任四川按察司副

。明进士吕怀博学多才，著有《巾石类稿》十二卷，《心

元大德年间(1297-v1307)县尹王祯(山东东平人)，在

民植桑种棉，并勤奋写作，完稿巨著《王祯农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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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永丰镇在县境西部，南隔丰溪与大石乡相邻，东、西，北与城北乡接壤。面积1．04平方公

里。5个居委会、66个居民小组，非农业居民4，358户、18，566人。镇人民政府驻中大街51

号。

唐武德四年(公元6 2 1年)置镇，以镇北12．5公里的永丰山得名。乾元元年(公元7 5 8

年)以来均为县治。明嘉靖lq十年(1561年)筑城墙、掘城壕、拓马道。建国前城区面积960

亩(0．64平方公里)，街道最宽处6米，主要街道路面中间嵌青石板，两侧砌鹅卵石。住宅

和店铺均为平房，有庙宇亭阁多处。建国后城墙及旧有主街陆续拆除，扩建成宽敞平坦的新

街。现在的镇区略呈椭圆形，中大街、’南街，西关街，税务巷、西街，东街等8条主街交叉

成不规则的双“十，，字形，环城路与3：--公路相衔接。1983年后，镇区街道和巷弄全为水泥

路面。中大街、西关街是建国后新建成的商业区，街道宽11米，文化、教育、卫生单位多半

在中大街以东。镇西有广丰中学，巷村一带集中了内燃机配件，农机、皮革、食品等工厂和一

些小型镇办企业，工厂分布逐渐向小南门一带延伸。广丰饭店前新辟有大型农贸市场，和同

期建成的灯光球场连成一片，已成闹市区。镇区南l临丰溪，溪中绿洲是天然胜景，将辟为公

园，昔日浮桥已改建成长2 5 2米的石拱大桥。小北门、巷村、南门外聚居了较多的农业人口，

原为冷僻区，现已竖起新的建筑群。唯有镇北居民区建筑物较为陈旧。

镇区经济以工、商业为结体，无农业生产，工业又以轻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为主。建国前

只有零星的个体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商店，现有10余家县属工厂和以服务性手工业为主的10余

家镇办企业，1983年镇(居委会)企业产值达4 1 5万元。近年商业发展迅速，摊点密集，1984

年全城已有商店、药店、饮食店和摊贩等5 0 5家。农历三、六、九为传统墟日。公路与县内

各乡及邻县相通，每天至上饶市班车20多趟，交通方便。

建国前仅有几家私人诊所，现在已发展成具有一定设备的县属人民医院、中医院、防疫

站、血防站、妇幼保健站等，1985年共有病床343张，医务人员321名。1980年以来，年人口

自然增长率都控制在5‰以内，适龄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8％以上。新建的影院、剧院，宽敞、



，擅长写诗，有诗作《灵溪集》行世。元状元笃列图，授南

赓言出任光复后的第一任广信府知事，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

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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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城路Hu6nch百ng L0从西门口环行，

经小南门，南门、东门、小北门、北门，与

上二公路衔接。长约3，480米，宽8～11米。

油路和土路各半。1978年通车。

(鸟林街居民委员会)N160 JInji百Jnm—

fnw引yu石nhui 位于镇北。12卟-居民小组，

752户，2，808人。有鸟林街、府前街、西关

街及12条巷弄。辖区内有中共广丰县委、县

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公安曷、

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机关单位。建国前

夕属永丰镇九、十、十一，十三保。建国初

属新林街政府。1956年为第三居委会。1969

年并入第二居委会。1982年以境内主街改今

名。驻地宫弄6号。

鸟林街N160l Tn JI百位于镇北。旧

街，居民区。与南端的府前街连接，北交环城

路。长2 5 9米，宽7米。混凝土路面。县印

刷厂、百货公司设此。街旁一井清冽不涸，

誉为“丰溪第一泉”。旧有状元坊。早年林

茂鸟多得名。

府前街F百qi6n Ji百位于镇中偏北。

东交中大街，西至太史第、通鸟林街。长约

70米，宽8米。混凝土路面。以处县府前得

名。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没此。

1968年改红卫路，1977年复原名。

西关街XTguen Ji百位于镇西。东连

税务巷，与中大街“十”字相交；西至汽车

站，抵环城路。长4 0 2米，宽11米。混凝土

路面。沿街有新华书店、城关税务所、外贸公

司、城厢粮管所、冰厂、二轻局、工艺厂、

副食品公司、五金交电公司、电影院、乡镇

企业管理局等单位。以113城西门得名。1968

年改名红星路，1977年复原名。习惯称西

关。

庙门塘MiaomOntOng位于镇北。东

起鸟林街中段，至庙门塘沿折北抵环城路。

长248米，宽2．5米。混凝土路面。县福利

院、汽车运输公司设此。1968年改为团结弄，

1977年复原名。

宫 弄Gong LOng位于镇西北。南

达西关街，北至葡萄树底。长1 6 9米，宽2

米。混凝土路面。因旧有西文昌宫得名。

1968年改称红星巷，1977年复原名。鸟林街

居委会驻地。

葡萄树底P0·taoshOdY位于镇北。东接

大井弄，西交宫弄，中通庙门塘。长83米，

宽8米。混凝土路面。昔余氏宗祠内有葡萄

树而得名。

大井弄DaiTng LOng位于镇北。东起

鸟林街“丰溪第一泉”井边，西连葡萄树底。

长42米，宽1．2米。混凝土路面。1968年改为

胜利弄，1977年复原名。

张家弄zhangjl8 LOng位于镇北。东

起鸟林街，西达宫弄，中通葡萄树底。长

155米，宽2米。混凝土路面。1968年改名

胜利弄，1977年恢复原名。

太史第TaIshTd．『位于镇中偏西北。

东接府前街、通鸟林街，西至半爿井。长131

米，宽2．2米。混凝土路面。清嘉庆十六年

(1811年)进士徐谦(官吏部主事)宅于此，

邑侯陈万里书赠“太史第”。

三官弄Sangu石n LOng 位于镇中偏

北。东起中大街(民政局南侧)，西至居民

住宅区。长84米，宽1．2米。混凝土路面。因

弄边旧有三官庙得名。

仁美弄R6nm否l LOng 位于镇中偏

北。南起西关街城关税务所西侧，北至居民住

宅区。长58米，宽1．5米。混凝土路面。以昔

“仁美堂”商号得名。

汪 家Wangjia位于镇中偏北。南

起西关街新华书店西侧，北至居民住宅区。

跃26米，宽2米。大部为混凝土路面。

(横路居民委员会)H6ngl0 Jamlnw6卜

yu6nhu?位于镇西。11个居民小组，810户，

2，917人。辖区内有县武装部、中医院、

萃始小学，财政局、水电局、交通局、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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