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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

切。《罗源县地名录》是我县主要地名资料的汇编，是四个现代化建

设中不可少的基础资料之一，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档案。
。

根据国务院国发(1 9 7 9)3 0 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我县于一九八O年七月，组织力量，开

始《罗源县地名录》的编纂工作。经过地名普查，整理核实，进一步

深入荤众广泛征求意见，核查史料；走访现场，多方考证，反复修

改，最后定稿，历时二年多·

《罗源县地名录》力求内容丰富，新颖，准确，精练。全书共搜

辑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人工建筑名称，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名称等计l 7 7 3条，刊

登地名概况2 2篇，编绘《罗源县政区图》，《罗源县城区图》和各

公社地名图共十三幅，还附录了我县地名轶闻掌故和乡土风情资料，

配有风光名胜照片，及地名命名，更名有关文件和报告，使我县的地

理历史状况，基本得到反映。．

《罗源县地名录》适应时代需要，富有实用价值，对所编辑的地

名资料，都进行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处理，具有法定意义。从而结束

了长期存在的称呼，书写，读音等混乱现象，为发掘地理资源，促进

经济建设，发展生产，为国防建设，对外贸易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

为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探亲访友和旅游活动提供方便。每条地名都注

]



上汉语拼音，为方便国际交往，创造了有利条件。 ，

《罗朔涸粤瞄缸斋汹§出版知交噬噬雹嶝．地名握准位。佥厦!查堡一一
各业使用地名时，应以此为准，不应随意更改。如属特殊原因确须更改

地名者，必须根据国务院有关地名命名，更名的规定，履行法定审批
手续，方为有效，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同时，还要注意地名汉字书

写的规范化。生造字和别字不宜再用，诸如“罗源

“罗沅"， “鉴江”写作“干"、或“鳢江’’，，“霍

“水鼓”写作“水古"， ，肯(萧)厝里，，写作。“

象，应予避免，力求做到地名书写的准确与统·。

"写作“罗沥，，或

口，，写作“戈口，，；

苔厝里刀．等混乱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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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大队)，应德，石鳖，飞竹，甘厝一带活动，点燃了革命火种，

建立党组织，组建游击队，成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1934

年7月，党中央派遣寻淮洲，粟裕等同志，率领红军第七军团北上抗

日，8月，路经罗源，配合地方革命武装，解放了罗源城，革命趋向

高潮，全县先后成立了后鳖，小善、，中房，巽北(属透堡区)等3个

半区和八井，水尾，岭头、飞竹，j祭上等17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府，‘

同时，成立了罗源县苏维埃政府。

．在红军北上抗日时，大部分党员，战士随新四军北上，留下部分

病伤员和地方干部，在我县隐蔽下来，进行地下斗争。1945年至1949

年初，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先后在罗源发展党地下组织，

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1 949年8月l 4日，

解放全罗源。

罗源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多山，属鹫拳山脉东南延伸部分。西部

为火山岩中低山地，最高举为牛拇山，海拔1，251米；中部系花岗岩中

低山地，东部是花岗岩高丘陵，多逼近海岸。东北的鉴江半岛和连江县

黄岐半岛相环抱，构成了口小腹大的罗源湾。海岸具有湿地、泥滩的回

升侵蚀峡湾型高丘陵岩岸。两岸泥滩适合养殖贝类和藻类。湾内岛屿有

巽屿等1 9个，其中松山岛最大‘，长期筑堤围屯，已与陆地相连。河谷平原

以起步溪盆谷地为最大，它和城关，小获小平原，组成主要农耕区。

‘河流短小，呈山地性河流特点。罗源溪发源于蒋山，绕城南而东

流，故又称南门溪，溪流接海潮，可通轮船，是本县唯一的海运河

道。霍口溪源于古田县东溪大队的猪拇险山，纵贯西部，入连江县境

为敖江上游，在本县境内水力可供发电16万千瓦·

’罗源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夏长冬短，高温妥雨，日照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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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形的影响，常年多东南风，平均风力二级。年平均气温为19。C，

一月平均气温9．6。c，七月平均气温28．6。c，平均全年积温6，955．5。C，

无霜期295天，降雨日数1 72天，降水量1，649．5毫米。“三寒”、夏早

和台风是灾害性天气。

据初步探测，本县铁砂分布颇广，藏量较多；‘臼泉冈、八井，岭

尾店的高岭土储量l，000万吨，品位很高，巳有少量开掘；叶腊石的

储量约250万吨，分布在飞竹公社的鼓山和鉴江公社的程家洋。

罗源经济以农业为主。耕地面积175，373亩，占全县总面积的

1 l％．其中水田1 38，052亩。现有水利设施可灌溉l o万亩，其中1 0万立方

米以上的水库12座，总库容750万立I方米。1979年农业总产值2，411．94

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60．7％。各部门此重。农业占69％，林

业6％，牧业8％，副业6％，渔业l 1％。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廿

薯攻之。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七境堂绿茶矽誉满京．．津。此外，

还有油菜籽，烟叶，麻类：席草，莱莉花、蘑菇等·果产以柿，李，

梨，柑桔等产量颇多。森林面积1l o万亩，毛竹年产1 4万根，还有油

荼，油桐、棕片等林产品。社员饲养猪，羊，鸡、鸭、免，收入可观，‘

又有力地支援工业建设。久负威名的碧里公社的“下廪羊"，．畲远销

福州，港、澳等地，近几年发展更加迅速。水产捕养拜举，鱼类有黄

鱼，带鱼和各种杂鱼。养殖有牡蛎，海带，紫菜，贻贝等。鉴江：松

山两公社还试验成功了对虾的养殖。1982年7月中句，县水产局试验

泥蚶人工育苗获得成功，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县水产业，念好。山海经一

闯出一条新路。

本县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耍工业有：电力、农械，水泥，造船，

盒品，制盐，造纸，酿酒，卷烟，印刷，鞋革，竹编等。1979年全县



有工厂企业90个，其中属于全民所有制的19个，集体所有制的71个：。

全县现有水力发电站74座，发电能力7,354千瓦，其中县办的百丈水电

站3个车间发电量占全县的70％强。鉴江盐场年产原盐1万多吨。1979

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l；561．72万元，其中食品工业的产值占39％。

纵贯县境东部的福(州)分(水关)公路罗源段长33公里，于

1954年建成通车，它是本县对外联系的交通干线：县内于1980年初实

现了社社通公路，全长262公里，以县城为中心，．车辆相通l 1个公社

(镇)和90个大队。海运囱五里航行福州，温州，上海等地，船舶吨

位745吨(未包括水产部门和农村社队的)。邮电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1979年的报刊发行量达191万多份，百分之五十的大队都架设了电话

线路。． 。
’．

’

，解放前，本县教育事业极为落后。1979年，就有普通中学l 3所

138班，小学423所1，l 84个班，教职工2，01 1人，中学生5，527人j小

学生27，796人。公社和街道还办了l 8所幼儿园33个班，学生1，226人。

文化事业有所发展，现有电影院、放映队．．文化馆(站)，广播站，

闽剧团等，初步满足了城乡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全县医疗机构，解

放前只有两所，1 979年增加到24所，床位从30张增加到389张，农村合

作医疗站有163个，全县专职的卫生技术人员421人；赤脚医生397人，

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医疗保健系统。’ ．j

本县的革命烈士陵园于1958年建于城南莲花山腰，与游览区圣水

寺毗连，用地3亩，周围砌以石墙，正中建陵墓，安放烈士遗骨，六

角亭建于墓前，雄伟壮观，供人瞻仰。墓园内广种花木，四季常青。

， 主要的名胜古迹有；城中心的万寿塔和中房的陈太尉宫，已有千

年的历史，是研究唐代建筑艺术的蓝本。莲花山上的圣水寺和栖云洞内



辉绿岩(俗称青石)石刻的十八罗汉和观音像，西兰的墓葬和囱塔走

马岭的才翁题字石，长寿桥、南陈桥等，都是宋代的建筑和雕刻艺术

的珍品。至于元代的廪头玉香炉，明代的吕洞巽举塔．．清代的碧里匹

岩寺等十余处，现已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莲花山上的“莲举月

色"，圣水寺的“圣水泉声"，县城的“三川春涨"，五里渡的“五

里潮平"，匹岩寺的“匹岩飞雪’’，仙茅山的“茅顶留云"，紫霄岩

的“紫霄盖树”，金粟寺的“金粟盘榕"等八处，一向被誉为“罗川

八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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