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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进行充实提高编纂而成的。萧山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

查若干规定》和省，市的工作部署，自1981年3月至1982年7月，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地名普查，基本查清了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并

对一大批不符合要求的地名进行了命名．．更名，整理上报了地名普

查的四项成果，从而为编纂《萧山县地名志》打下了基础。

《萧山县地名志》的出版，不仅能使广大干部群众比较正确地

掌握和运用现行标准地名，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地理特

征、经济状况、历史风貌，分析和寻找出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使

地名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

～现将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凡列入本书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各部门、各行业

在使用地名时，均以此为准。 。

二，本书编排，行政区划和居民点，以公社，镇为单位编排，

并配以社，镇图，其余各类地名均归类编排，各类照片除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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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前外，其余黑白照片均在书后。

三、本书的下限在1980年，个别问题适当往下浮动。故行政区

划仍称公社、大队、生产队，各项数据除注明者外，均系1980锄t
字。楼塔和大同坞、欢潭和新江岭四个公社因系1981年分设，故其

各项数据均采用1981年数。

四、公社、镇地名中所列企事业单位名称，只列所属的主要企

事业单位。其当地的中央、省，市、县属企事业单位，则列在“重

要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专章内。 一

五、 “公社概况’’内的社办企业各项数字，均不包括队办企业。

凡1981年队办企业产值超过soTi元者，则列入在大队地名条目中。

六、本书所引用史料，主要引自各版《萧山县志》和《绍兴府

志》、。《绍兴县志资料》、《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

及有关宗谱等。

七j在围垦地区尚未建立生产大队而仅从内地派遣人员从事生

产的临时居民点，作为“垦种点"处理。

八、沙地区部分生产大队的居民点，因无自然村名称，故暂以

大队名称为地名，作为过渡处理。

“九、人口数依据：县、区、社，镇系统计局数，大队系公安局

年报数，自然村(镇)系地名普查时基层单位上报数(县计委、·县

公安局无资料可查)，故部分公社、大队，自然村之间其数字相加

略有出入。‘
’

十、本书行政区划线未经实测，不能作为划界依据。

萧山县地名办公室
L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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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县概况

萧山县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南岸。隔江与杭州市，余杭县，

海宁县相望，东临绍兴县，南接诸暨县，西连富阳县。县人民政府

驻地城厢镇。地处北纬29。50，至30。237，东经120。47至120。42，。

面积1323平方公里。辖6个区，’3个县属镇，63个公社，780个大

队，12个县属农、林，渔场。1980年有244868户，1056066人(第

三次全国人I：I普查时全县总人口1061145人)，除少数回、满，畲，

蒙等民族(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0个少数民族，127人)外，

均系汉族。

萧山县名，以县西一里萧山(亦名西山、萧然山)得名。

自然条件

萧山县地处浙江南北要冲。据清乾隆《萧山县志》载：“越州西

境，萧为要津，襟江负海”。浦阳江和富春江在萧山境内汇入钱塘

江；浙赣铁路与萧甬铁路、杭温公路与萧金公路均在县境内交会，

且扼钱塘江大桥之南端，故素有杭州“南大门打之称。县境东西宽约

57公里，南北长约60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大致可分为三大

部分：北部是沙地平原，中部是水网平原，南部是丘陵地区。全县

山区面积约630．3％，平原面积约659。1％，水面约占10．6％o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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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丘陵起伏，山脉走向大部是西南一一东北向，高度一般在海拔

400至600米。位于萧山与富阳交界的船坞山，海拔744米，为全县

最高峰。中部水网平原，河湖港汊纵横，航运灌溉便利，水产资源

丰富，是“鱼米之乡"。i北部沙地平原，是近百年来由江水和海潮

相互作用形成的沉积平原，为浙东宁绍平原的组成部分，人工开掘

的河渠纵横交叉，也有零星山丘出露。县内主要江河湖泊有钱塘

江，浦阳江、西小江、南门江、永兴河、萧绍运河、北塘河、·先锋

河、生产湾，湘湖、白马湖、孔湖、里墅湖等。湘湖原为本县最大

湖泊，后因垦种和砖瓦厂取泥等，湖面大为缩小，故今白马湖为全

县最大的湖泊。

萧山属中亚热带北缘的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

均气温为16．16。C，1月平均气温3．6 oC，绝端最低气温为零下

15。C；7月平均气温28．6 0C，绝端最高气温38．8。C。年降雨量

1360．7毫米，四季降雨量不均，春夏之交往往阴雨连绵，为第一个

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27％；8月下旬至9月，为第二个雨季，降

雨量约占全年的22％。有台风、寒潮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影响。无

霜期为224天。年积温5754．8 0C。

自然资源有石英砂矿，湘湖粘土，硬质高岭土、白蟮泥、红腊

石，浮石等，还有铜、锰、磁铁等矿藏发现。

经济状况

萧山县解放前工农业生产落后。解放后，工农业生产有了飞速

的发展，到1980年全县T农业总产值达60441万元，为1950年的10

倍。其中工业产值2350a7万元，占57．9％；农业总产值为2542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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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42．1％o

农业：据1948年平均亩产量统计资料，水稻只有310斤，棉花只

有15斤1两，络麻只有253斤，油菜籽只有44斤。解放后，改善了生产

条件，改进了农业技术，还通过围垦钱塘江涂扩大了耕地面积，使

各项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全县耕地面积有

90．04万亩(包括江涂围垦已实际垦种22万余亩在内)，其中水田

28．26万亩，旱地61．78万亩。粮食种植面积49万亩左右，以水稻

为主，水稻主要分布在城南、临浦两个区。全县粮食1980年总产

63315万斤，亩产1324斤。络麻、棉花是萧山的主要经济作物，重

点分布在城北、瓜沥、义蓬三个区。1980年，络麻种植21．06万

亩，亩产678斤，总产1 42万担，为全国络麻重点产区之一；棉花种

植11万亩，亩产119斤，总产13万担；油菜籽种植19．62万亩，亩

产204斤，总产40万担；其他主要农产品有西瓜、大豆、花生等。木

材、毛竹主要分布在南部山区，1980年木材采伐量为2882立方米，

毛竹采伐量96万支。林副产品有：茶叶(1980年产1．56万担)，

青梅(1980年产30万斤)、杨梅(1980年产8359担)、桃子、板栗、

冬笋、白果等。饲养业有猪、羊，奶牛、鸡、鸭、鹅、蚕茧等，

1980年生猪饲养量为84．6万头，产蚕茧1．4万担。水产有淡水鱼、

珍珠蚌，虾、蟹、鳗等，其中鳗苗为出口产品。著名特产有“浙江

龙井茶"、 “杜家杨梅”、 “萧山鸡”(又名“三黄鸡"、 “九斤

王矽)，驰名中外； “萧山萝b干”是沙地区的传统名产，年产17

万担，载誉国内外。

。水利建设：解放后，南乡的永兴河、浦阳江曾多次截湾取直，

拓宽疏浚，变患为利。东北部的北塘河、先锋河、大治河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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