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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悟县地名志》，是我县建县以来一本具有政治性，

政策性、科学性的常备地名工具书。《地名志》的编辑出

版，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它以简明的形式，为

我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关部门提供了完整的地名资料。它

是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的重要档案，与各方面的工作和人

民生活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大悟县地名志》是在取得全县地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

汇编的，基本上保持了我县地名的历史面貌。其内容是以

图、表(地名录)、文、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并使其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表现直观，使用方便。我县地名

普查从1 9 8 0年6月上旬开始至1 9 8 1年8月结束。在

历时1 5个月的时间中，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委、县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省地名委员会和地区地名办公室的具

体指导下，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各类地名逐个

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国务院[1 9 7 9]3 0 5号文

件精神，对于名实不符、含义不妥、重名等问题，拟定了调

整方案，报请地区行政公署和县人民政府批准，重新命名和

更名，基本上傲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确，书写规范，

在规定范围内不重名。本书不但为我们提供了地名标准名称

及其含义、历史沿革，而且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全县的历史、

地理及经济状况，有助于分折，探索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因此，《大

悟县地名志》既是地名普查的结晶，亦是我县文化教育事业

的一项基本建设。

《(大悟县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编辑问世的(文件附后)，所以，它有其法定

的意义。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要以本书为准。今后更改地

名、地名命名也必须按照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的

规定，按有关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方能生效。

本书图中所标行政区划界限，均由水利局1：25000地

名图转绘，未经过实地调绘，仅作参考，不作划界依据；各行

政区划名称均系l 9 8 1年5月底以前的名称，管理区一级

机构，未纳入行政区划名称范筹；有关各项数字均以1979

年底年报数为据(各自然村人数均按四舍五入的办法录用)。



尼

一、’本书共收录全县各类地名4 8 5 8条。是按一定体

系和地名分类以及各类地名录取的项目(标准名称、汉语拼

音、人口，备注、概况等项内容)，采用比较直观的形式进

行编排的。同时，将图、照片穿插在有关位置，使各项内容

的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律，便于查阅和使用。‘
’

二、本书各类地名编排顺序：
’

-’

(一)分类：
’

一．

1，行政区划及居民点的名称，包括社(镇)。办企事业

单位名称，

2，县及县以上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和各专业部门使用的

站(台)，场(厂)等名称， i-

3，县以内的重要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等名称，

4，县以内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二)排列l 一
、’

各类地名隶属关系的顺序排列。1类地名采用条目式，

先排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大队，然后按照公社地名图，对其它

大队、自然村，从左至右，从上到下进行编排，对2、3、

4类地名按其性质集中编排，其形式采用字典式。公

社、自然镇和大队名称，用黑体字排印，其它各类地名均用不

．同型号的宋体字排印。

l



(三)为了分辨各条地名的类别，除行政区殳I及居民点

，在其它各类地名的前面标有t]”符号，如。 [水库]、

渡槽]，表示其地名类别。

(四)为排版合理、直辨，书中按公社所属大队集中在

公社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名称前面用表格反映，各自然村的

名含义除以姓氏命名，如·严家垮，傅家垮、刘家墙以

，其它都采用标注序数的形式作了简要解释，如①，②，

⋯⋯0 。

．

CE)本书所录用地名均有二般的概况和历史沿革情况

记载，并逐一填写了地名卡片。因受篇幅的限制，书中只

县，公社，集镇、重要的人工建筑，革命纪念地及自然地

实体等名称写了概况。如需了解其它地名详情，可查阅地

卡片。本书所录用的地名均已标注在1：5万标准地名图

城关镇政区图上，并分公社(镇)绘制成图。 ·

(六)书中地名的汉语拼音，一律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国家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写。 ．

(七)书中所用高程，系采用i 9 5 6年黄海高程系。

(八)我县是革命的老苏区。本书收集有各个革命时期

我力量分布图l 2幅，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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