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曩耋囊群墨萼薹童塞蒌薹蓦薹薹誊霉垂冀萎臻
豢羹鬻篓萋囊蚕鬟要鋈溪鬻*蜒蔫*蕞{≈麓i*；÷**翌拦i警|蕊盎
篓塞蠡璧囊曩羹曼至篓彝篡喜毒蒌奎帚；薯誊警毒邕羹

鬻



≯．⋯‰ 痧冬多‰●眵秘二。9’-谨鼍，啊酽‘，一礤竭■

一～。雾矗 ∥；．一穗％∥～__
JIANGSUSHENG

GAOCHUNXIAN DIMINGLU

寓淳∥1l，予 员会斋斋

墨参，

；÷。，t

}}

。葫#t#"《

．#女fgp

一／



圆

／

用小指题给



吾台 吉
丽 青

·r地名，是识别不同地域和各种地理实体以及人们活动场所的符号，

是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随着历史变

迁，社会变革，地名也不断变更和繁多起来，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有的重名，有的一地数名，有的一名多写，有的名实不副，有的用字生

僻，还有少数地名带有侮辱劳动人民的含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

期，有的地方大搞地名“一片红"，更增加了地名的混乱。

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与军事、外交、民政、新闻、

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科研等各项事业均有密切的关系。因

此，逐渐实行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淳县地名录》是在1981年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和省政

府有关文件的精神，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编辑出版的。它是我县历史上

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典籍，也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

书。它所收录的地名，都经过标准化、规范化的处理。它为党政机关和各

行各业提供完整的、准确的地名资料，亦可供大专院校、图书馆、档案

馆及文史资料部门收藏和参考。 ，

《高淳县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

已告结束。今后各行业、各部门使用地名，应一律以本录为准，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不得任意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根据国务院

1979年《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批准后方能

生效。



编。辑凡例

一、本书收录了我县境内的镇，公社、大队、自然镇和自然村等类地

名，并按照规定选录了其他地名。

二，本书用字以国务院公布使用的简化汉字为准。汉语拼音按中国

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总局颁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

法》拼写。

三，县地名图的行政区划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公社至县城的

距离，是指公社驻地至淳溪镇的直线距离。

四、本书所用数据，除人口数是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和个别注明。

年限者外，均系1982年底的统计数。

五，因本书收集汇编的地名资料截止于1982年底，当时我县尚未进

行政社分设体制改革工作，所以行政区划仍沿用公社，大队名称。今后

按批准的乡，村民委员会名称使用(见本书附录《高淳县1984年农村

体改行政区划名称变更一览表》)。

六，各类地名的来历，’更替及含义，一般只作一次解释。

七，因我县文物普查工作尚未结束，本录只选择主要的名胜古迹觚

以简介。

八，为便于查阅，书后附有《地名汉字首字笔画索引》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高淳县概况

高淳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地处北纬31。13，"--'31。26'，东经118。417

"--'119。12，。东、北与溧阳、溧水两县接壤，西、南与安徽省的当涂、

宣城、郎溪三县毗连。总面积770．7平方公里。总人口391，622人，除

蒙族8人，回族65人、满族7人、土家族和东乡族各1人外，其余均为

汉族。全县辖18个公社，1个县属镇，4个农、林，茶场，335个大队，

2，719个生产队，8个居委会，18个自然镇，1，031个自然村。县人民政

府驻淳溪镇o

高淳县建置于明代。旧志载：明孝宗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析溧水

县西南境七乡另置高淳县，县治设在高淳镇(后改名淳溪镇)，县以高淳

镇得名。清属江宁府，民国初属金陵道，后属江南行署。解放后属镇江

专区，1958年镇江专区易名常州专区，高淳县亦属常州专区。1959年恢

复镇江专区，高淳县仍属之。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划属南京市管

辖。

高淳县境东西长，南北窄，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属丘陵地区(茅山，

黄山余脉)，地面高程为海拔6—30米。西部属水网圩区(水阳江、青弋

江流域)，地面高程为海拔5．5—7．5米。县境内水域辽阔，河道纵横，

南有固城湖，北有石臼湖。

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常年平均气温15．6。C，一月份均温2．4。0，

七月份均温27．1。C。年降雨量】，125毫米，无霜期240天左右。属北亚热

带一中亚热带季风过渡气候区。
全县耕地面积48万余亩。丘陵地区土壤以下蜀系黄土母质为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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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类型有黄棕壤、黄红壤、紫色土等；圩区土壤为新生代沉积物母质，

主要土壤有灰沙土、泥骨土、青泥土等。

高淳自然资源丰富。有花山的煤、石灰石，秀山的陶土，大山的铜、

铅、水晶石和分布在各地的冶金熔剂等。石臼湖和固城湖盛产鱼虾，

1982年鱼产量达2，500多吨；人工培育珍珠也有一定的基础。农业以水

稻、三麦、山芋、油菜为主，其次有豆类和蔬菜。经济作物有棉花、果

树，茶叶，桑树、油桐、菱角、荷藕、茨菇、荸荠等。

高淳县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解放以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全县人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圩区重点加强了圩堤建设，

因圩制宜，实行联圩并圩，先后将163个圩埠联并成81个圩(其中万亩以

上的9个，千亩以上和以下的各36个)。临江、临湖、临河等防洪圩堤，

从428公里缩短至1]238公里，并对所有圩堤进行了加高培宽。顶风迎浪的

圩堤，大部分已用块石护坡，增强了防洪抗洪能力。1977年至1979年，

在东坝以东兴建了淳东、淳南两座抽水站，共装机17台，功率为5，042

马力，灌溉面积达17万亩，基本上解决了丘陵地区的抗旱问题。目前，

全县拥有固定机电排灌站336座，组装机电功率42，662马力，加上流动

排灌机电动力，共达65，345马力。所有这些设施，改善了全县的农业生

产条件，加之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耕作制度的改革和优良品种的选

用，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全县粮食总产量1949年为7，592万

斤，1982年为51，600万斤，增长5．8倍。

全县工业有机械、建材、食品、陶瓷、电子，造船、化工、纺织、

服装，‘‘鞋帽、工艺美术、家具、编织、缫丝、酿酒、印刷、农机等行业。

1982年全县有工矿企业单位275个，职工总数21，500人；工业总产值

12，011万元，其中社队工业产值3，909万元。1"和丢"截止阀、电弧检测

炉、116树脂、$195机油泵和X195机油泵等产品，已跻身于国内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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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产品之列；玉泉瓷、羽毛扇、红地砖、珍珠产品等远销国内外。

解放以来，城镇建设发展较快。原集镇不断改建扩大，新集镇相继

．出现，楼房鳞次栉比，商业网点遍及各地，货源充足，购销两旺，市场

繁荣。

县内水陆交通条件较好。官溪河横贯西境，东经固城湖入胥河可通

．太湖，西经运粮河入水阳江，可扬帆长江。宁郎公路，北可通南京、镇

：江、常州、无锡；南可达安徽的宣城、郎溪、广德等地。全县23个社、

‘镇、场，已有22个通公共汽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得到发展。1949年全

县只有县立和私立中学各1所，农村小学寥寥可数，没有文化娱乐场

。所，医疗单位很少，设备简陋。现在已发展到电大班1个，教师进修学

校1所，中学32所，小学477所，在校学生59，000余人，中小学教职员工

=2，871人(其中专职教师2，457人)；影剧院17座(其中简易影剧院8座)，

电影放映队29个；剧团1个，图书馆、文化馆各1个，公社文化中心站

19个；县医院1所，中心卫生院6所，卫生院(所)52所，病床960余张，

=医务人员900余人；并兴建了县体育场1个，少年业余体育学校1所。

县内名胜古迹，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固城(楚王城)遗址，东汉时建

立的校官碑，南宋重建的保圣寺塔，明嘉靖年间所筑的下坝坝头，清代

重修的玉泉寺，修建的襟湖桥(俗称新桥)，民初重修的具有江南水乡

特色的正仪街(现名中山大街)，民国六年重修的东坝戏楼和1947年重

修的沧溪戏楼，还有相传为晋时许旌阳手植的古柏(俗称倒栽柏树)。

革命纪念地，有位于淳溪镇南的吴家祠堂。

高淳县山青水秀，环境优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称“鱼米之

乡"。目前，全县人民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正在为实现“翻番"

目标，建设繁荣富庶的新高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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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镇、社、场概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淳溪镇概况

淳溪镇位于高淳县境中部偏西。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呈不规则四

边形。东与双塔公社接壤，南临固城沏，西隔官溪河与沧溪公社相望，

．北与薛城公社毗邻。全镇有7个居委会，2个农业大队，1个渔业大队，

1个蔬菜场，23个生产队，10个自然村；总人口19，790人，其中蒙族7

人，回族18人，满族2人，东乡族1人o

该镇历史悠久。据旧志载，宋置高淳镇。以地势较高，且临淳溪河

得名。明弘治四年，高淳县治设此，后高淳镇更名为淳溪镇。镇一直是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解放前，淳溪镇街道狭窄，市面萧条。解放后，市镇面貌逐步改

观。先将镇内一条主要街道——中山大街翻修拓宽，浇灌成混凝土路

面(为保存古迹，其中有一段路面未予变动)。继将通贤街拓宽改路，也

浇灌成混凝土路面，并延伸到官溪河沿，与中山大街交叉成十字形。

还新辟了宝塔路，环城路，南漪路，镇北路，太安路等。现连同原有的

街巷，已有大小路、街、巷40余条。镇东南为新兴工业区，镇中心为商

业区。镇内楼房耸立，店铺栉比，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解放前，镇上只有几家私人手工作坊，设备简陋，生

产落后。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与大力扶持下，现已有机械、造

船、五金、电子、染织、化工、塑料，建筑材料、油米加工、食品加工、

光学仪器、油泵生产等工业。1982年工业总产值为5，671万余元(其中镇

．办工业440万余元)。$195机油泵和电弧检测炉，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名列

前茅；淳溪阀门厂生产的1"和丢"截止阀畅销全国，在1983年由商



业部召开的阀门质量测试评比会议中分别获第二名和第一名。 。一-

该镇自然条件优越，倚山面水，北高南低，既有岗峦之秀，又有

河湖之媚。境内有耕地面积1，892亩，其中蔬菜面积249亩。1982年粮食

总产量为107万余斤；蔬菜上市量为270余万斤。水产丰富，常年水产品．

上市量达500吨。

水陆交通方便。水路有官溪河和固城湖通行船只；陆地有公路通往

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城市以及县内各公社。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迅速。现有中学2所，小学6所，在校学生4，590·

人；镇境内有县属医院l所，镇属卫生院1所，各生产大队都有卫生

室；镇内还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锡剧团、影剧院、体育场等

文化单位和体育设施。

名胜古迹有中山大街、襟湖桥。革命纪念地有吴家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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褛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县 高淳县 GSoch已n×ian 驻地淳溪镇·

淳溪镇 ChOnxT Zh吾n 镇政府驻张家巷39号。

县府路XiSnfb Ld 位于县政府大院旁边，故名。曾名人民路、

胜利街。

太安路TSi’石n L0 以太安圩得名。

宝塔路 B五ot5 La 位于宝塔旁，故名。

南漪路 N6nyT La 又名狮子山路。

镇北路 Zh爸nb善i La 位于淳溪镇北，故名。曾名镇北街。

环城路Hu6nch6ng Lo 1962撇，因路环绕县城，故名。
通贤路T8ngxi6n La 此路原通学宫，故名．曾名通贤街、红旗街。

中山大街 ZhSngshan Daji百

崇仁街 Ch6ngr6n Ji百

原名正仪街。三十年代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

名中山大街。曾名东方红大街·

街旁原有夫子庙得名。习称同仁街。曾名工
农街。

河滨街H(≥bTn JI吾 此街处在官溪河边，故名。

褒贬街 BOobiSn Ji否

江南圣地 Ji石ngn6九sh蚤ngd、

迎薰f-j Yingxanm否n

徐家巷 ×Ⅻ石XiSng

此街113时茶馆较多，人们常聚此评论世事，

故名。曾名解放街，习称半边街。

相传，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到过此地，故名·
曾名县署前街。

巷口原有一城门，名“迎薰门”。巷以城f1

名。曾名跃进巷。习称南薰门。

以姓氏名。曾名跃进一巷。

傅家巷 F凸jia XiSng 以姓氏名。曾名跃进二巷。

陈家巷 ch6nji8 XiSng 以姓氏名。曾名跃进三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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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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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鲜鱼巷Xiany6 Xiang 这里曾是鲜鱼集散地，故名。曾名跃进四巷。

联盟巷Li6nm6ng XiSng 取工农联盟之意名。

小 巷XiSo Xiang 此巷既短又窄，故名。曾名胜利一巷。

王家巷 W6ngji石Xiang 以姓氏名。曾名胜利二巷。

井 巷 JTng Xi6ng 此巷有口古井，故名。曾名胜利三巷。

烧饼巷 ShC、obTng XiSng 以巷内原有烧饼店得名。

张家巷 ZhSngji6 XiSng 以姓氏名。曾名保健一巷。

张家横巷 Zhangjia H6ngxiang 以姓氏和方位得名。曾名保健二巷。

张家后巷 Zhangjia H6uxi6ng 以姓氏和方位得名。曾名保健三巷。

当铺巷D6ngp5 Xiang 清李鸿章后裔曾在此开设过当铺，故名。瞥

名翻身巷。

仓 巷 C5ng XiSng 此巷原有粮仓，放名。曾名丰收巷。

水 巷 Shut Xi6ng 此处低洼，遇雨易积水，故名。

火 巷Hu5 Xi6ng 此处原是居民集中点，为救火方便，特辟此
巷，故名。曾名红旗巷。

轿子巷 Jiaozi Xiang 旧时此处有轿子出租，故名。

公馆巷 G6nggu石n XJSng 传说清初此处设有公馆，招待来往官员，故
名。

蒋家巷 Ji石ngjia XiSng’ 以姓氏各。曾名前进一巷。

祠堂巷 Cit6ng XiSng 因傍陈家褐堂，故名。

文储坊 W6nchE Fang

巷 官 巷 Guan XiSng

相传清朝时，巷内有一“文储坊”，故名。

曾名丰收巷。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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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_一—————————————————————————————一

巷

巷

大通桥 Dat石ngqi已。 巷口有大通桥，故名。
．

渡船口 DOchu6nk6u 因处渡船口，故名。

—}民区 青龙门 QTn916ngm@n 因此地曾有城门“青龙门"得名。

居民区 小fQ"沿 ×i石。h6yan 因旁有小河，故名。

居民区 春东村 ChQnd6ngcon

居民区 陈家山 Ch@njiSshSn

7 ．居民区

j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居民区

张家南山

张家北山

镇北村

镇北二村

七家村

陆家圩

太安村

牛头山

狮子山

Zh石ngjian6nsh石n

ZhangjiSbi§ishSn

Zh爸nb否icon

Zh每nb蓟2 COn

QTjiacan

LBjiaw@i

T6i’8ncon

Ni6t6ushSn

ShTzishSn

居民区 学山村Xu@sh石ncon

糕饿淼嚣黎鲁熊条粪≥豸养殖场，继而建为居民区，命备为吞尔嗣。习

称家鱼塘。

因旁有陈家山，故名。曾名向阳山。

位于张家山南，故名。曾名建设山。

位子张家山北，故名。曾名建设山。

位于淳溪镇北，故名。又名镇北一村。

淳溪镇北新建的第二个居民区，故名·

此处原只有七户人家，故名。曾名新建村·

位于陆家圩内，故名。

位于太安圩内，故名。曾名太安新村。

以牛头山名。

以狮子山名·

位于学山旁，故名。

居委会 淳东居委会Ch6nd6ng JBwSihui 位于小河沿20号。

居委会 淳中居委会Ch6nzh石ng JOwi；ihuT位于中山大街137号。

居委会 淳西居委会Ch6nx-JQwi；ihui 位于中山大街159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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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居委会 河滨居委会H6bTn JQw否ihuT 位于徐家巷lO号。

居委会 镇北居委会Zh吾nb爸l Jow否ihuT 位于镇北村82号。

居委会 南漪居委会N6nyT JGw爸ihui" 以南漪路名。位于牛头山50一1号。

居委会 栗园居委会L?yuan JGw(e JhuT 以栗园村名。位于栗园村55号。

大 队 淳溪大队 Ch6nxT D右duT 以淳溪镇名。驻地王村。

自然村 王 村 W6ngcQn 以姓氏名。又名王夏村。

自然村 下埂村XiOg善ngcQn 因处于太安圩下埂，故名。曾名河埂村。

大队 西舍大队XTsh每DSdu．i" 该大队所属的六个村庄位于保圣寺塔西边。
故名。驻地徐家村。

自然村 徐家村 X6jj百con 以姓氏名。

自然村 倪家村 N叫石con 以姓氏名。

自然村 孙家村 S6njiecEn 以姓氏名。

自然村 李 家LTji石 以姓氏名。

自然村 张家村 Zh石n gji石con 以姓氏名。

自然村 商唐村 Shengt6ngcon 以商、唐两姓得名。

渔业大队淳溪渔业大队Ch6nxT Y已y爸dadui

蔬菜场 淳溪蔬菜场ChGnxT shocaich舀ng 驻地栗囝村。

自然村 栗园村LTyu6nc。n 从前此地有栗树园，故名。

自然村 小甘村Xi,509ancun 以姓氏名。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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