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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科学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它与外交、国防、民政、

公安、新闻、测绘、出版、邮电、交通、文教、科研、城乡规划以及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四

化”建设的需要，为各部门提供一套完整的地名资料，我市于1979午

对全市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监根据国务院国发(1 979)305号《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

《南平市地名录》是我市地名普查工维的主要成果之一。其中汇

集有：南平市概况．南平市政区图．南平市城区图，各类地名1996条

以及命名、更名文件和部分地名命名、更名后的标准地名表等。同

时，在这本地名录中的标准名称均附汉语拼音，这不仅符合我国文字

向拼音化发展的需要，而且起着便于国际交往的作用。

今后，一切行文，邮件，门牌．路标等，需要录用我市有关地名

时，都应以《南平市地名录》中的标准名称为准，如需命名、更名，

应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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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薹：市概。况

南平市位于福建省北部、闽江上游、东经1 1 7。50’——1 1 8。40^、

北纬26。15’——2 6。5 1’之间。东与古田交界，西北与顺昌、西南与沙

县毗邻，东南与闽清、南与尤溪相连，北与建瓯接壤。市人民政府驻

地在南平。全市辖有I 7个公社、1个镇、228个大队、1，G44+_1_／￡队、

24个居委会。全市总面积2，6 52．86平方公里，，总人口392，989人。其

中市区规划面积25．49平方公里，非农业人口1 4 1，796人，绝大多数是

汉族，只有少数畲族。方言比较复杂，在本地使用的有建瓯、南平、

福州三种基本方言。

南平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城区依山临水，．四周峰峦起伏，地形

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铜延平”，“铁邵武”之称，是军事的要地。

自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午)开始建置南平县以来，已有1 7 84年的

历史。据《延平府志》、《南平县志》记载，南平在唐虞、夏商属扬

州，周为七闽之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公元19 5年，汉献

帝派兵入闯平定南疆后，次年设立南平县，是我省历史上最早见于记

载的五个县之_。西晋太康初年改为延平县，宋、齐、梁、陈、隋都

属建安郡；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设延平军，属建州；五代称延

平镇，属闽国；宋为剑浦县，属南剑州；元大德六年(公元1 302年)

复称南平，属延平路；明清两代沿用，属延平府；民国元年撤县只设

府治，称延平府；民国二年起，裁府设县，称南平县，属南平专员公

署管辖。相传古有“莫邪”宝剑在延平津(现延福门码头附近)跃入

水底，与“干将”剑会合，化成双龙。因此，历史上南平又称为“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津p、 “剑津”、 “剑浦”、 “镡州”等。1957年1月设南平市，市

县分治。19 59年南平县拼入南平市，为南平专员公署所在地，现属建

阳地区管辖。

南平历史久负盛名，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转战南平

一带；南宋德佑元年(公元1 27 5午)著名的爱国将领、右丞相文天．祥

曾在此设都督府，率兵抗击元军南侵，因抗敌有功，被封为信国公。

郭沫若同志于1962年秋，在《咏南平》诗中写道： “廛市因山成，南

平势不平。山围八面绿，水绕二江青。信国曾开府，黄巢此筑营。昔

传双剑合，今见万家荣。”南平在历史上文风颇盛，．宋朝杨时、罗从

彦、李侗、朱熹四大名儒曾在南平讲学，至今在樟湖公社苍峡石壁上

还留有唐朝王维的一句名诗： “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石

刻，相传是朱熹所书。明嘉靖3 2年，j每瑞曾在延平府任县学教谕，

历时四年半，他研究了延干府各县驿传问题以后，著有《驿传议》，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主张。

南平地形属东南丘凌，境内多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有26

座，最高峰为金凤山1，3 87．2米，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一

般年份是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19．3。C，7月平均气

温28．4。C， 1月平均气温了．6。c。俗话说： “睛明则九冬亦暖，淫雨

则盛夏生凉。。”绝对最高温度4 1。C，最低温度_6．3。C。无霜期280天

至300天，平均年降雨量1，6 00毫米左右，适宜发展农、林、牧生产。

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有建j奚、西溪以及由此汇合而成的闽江。此外，

还有7 1条支流纵横密布境内。地下矿藏资源已经探勘发现的有铜、

铁、钨、石英砂、白莹石、重晶、瓷土、铌钽等，都很有开采价值。

农业生产：全市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耕地面积1．2 1亩。粮食作

物以水稻为主，大豆、地瓜次之。1980年粮食总产量达2 2，3 1 5．8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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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亩产7s8斤，每个农业人口粮食拥有量8 8 8斤。南平地处闽

北山区，农田多为梯田，洋i田只占三分之一。解放以来，农村修建

大小水利工程设施5，50 i处，其中：i 0万方以上水库30座，有效灌溉面

积2”．67万亩。现全市有军涝保收函积1 8．2 4万亩，占水田面积60％；

兴建农村水电站186处，总装机容量12，ucf"04千瓦。经济作物主要有：

柑桔、茶叶、油茶、油桐、生滦、西瓜、花生、油菜、药材等。社

队企业单位有86 ld、，社队鱼一业总收入s，2"．6万元，占农业总收入

4 4．28％。

林业生产：森林资：：i极力丰富，是全翟著名告|7林区之一，索有

“绿色金库”之私。全市林业用地3，1 5 4，1 8 8亩，其中有林地2．60万

亩，绿化率82．6％，荆：木蓄积量73 5；7M 3，木材可伐量445万M3，毛

竹蓄积量3，o o o力‘根，盛产杉、按、毛竹等，还有名贵的黄杨、楠、樟、

榉、花梨等稀有林木。王台公社溪后大队“安警下”一片50亩速生杉

木丰产林，每亩蓄积量j～．9M 8，单位产量居全国首位，闻名中外。

木材产量居全省第二位，j衫木产量居全吉首位。笋干、香菇、土纸、

松脂、油茶、椽片、乌桕等林副产品也很出名，其中“后坪笋干”、

“石城土纸”远销东南亚各地。
、

畜牧业生产：以养搿为主。1 5 8 0年底，全市毛；髫存栏1 1 4，9 08头。

近几年，午、芊、鱼的养殖也有所发展。

工业方面：南平工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全市只有火柴、碳黑、

碾米等七家私营小工厂。经解放3 o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建成一

个{可具规模的工业城市，现有南平造纸厂、南平纺织厂、南平水泥

厂、南平电机厂，南r哥市化工厂、南平市ji三-似．L2_饥厂等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单位2 4 1个，职工总数7 1，944人，1980年工业

总产值3 7，83 0．j’0,n一元。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现拥有造纸、轻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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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电子、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皮塑、建筑材料等。主要产品

有新闻纸、手扶拖拉机、汽车配件、化学肥j斗、水轮发电机组、水

泥、碳黑、烧碱、针纺织品等。其中乙炔碳黑、五羊牌水泥、苜莉青

酒、南平吊扇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

，南平是闽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以来，一直是我省沿海通往内

地的咽喉，也是粮食、木材、毛竹等的主要集散地。解放后，大兴交

通，鹰(潭)厦(门)、外(洋)福(州)两条铁路和南(平)顺(昌)、南(平)

古(田)、瓯(建瓯)朋(1=／)、南(平)樟(湖)四条公路干线均通过境内，

， 与四通八达的乡间林区公路和森林铁路(700多公里)相连接，构成

了畅通无阻的交通网。还有水路“三溪一江”纵横于境内，下可直抵

闽江口岸，上可出闽通往全国各地。

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现有高等学校2所、中等专业学校

4所、普通中学40所、小学692所，在校学生93，27 1人，教职员工6，522

人。人民卫生事业不断改善，现有卫生机构165个，病床1，543张，

卫生工作人员1，8 1 o人。

南平的主要风景区有九峰山、溪源凤山、茫荡山、三千八百坎，

是旅游和避暑的胜地；古迹有宋“南剑州重建州学记”碑、茶洋宋窑

遗址、双石塔、石佛山和苍峡石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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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及居民点名称



类 别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驻 地 别名(曾用名) 备 注

市 南 平 市N6nPl n g Shi 南 平

城市 南 平N6n pT n g 延平(剑津、龙
沣、剑浦、宛平、
南剑州、镡州、
镛州)

公社 延平公社 丫石n pT ng G6n g s h§ 中山路 (东方 红)

居委会 东教居委会，D6n g j laO Jo w吾I hu? 东教路 (东 升)

居委会 自强居委会 ZT q 6n g Jg w吾I hut 自强岭 (要 武)

居委会 文宣居委会W百nxuan Ja w否i hui 梅峰路 (文 革)

居委会 东溪居委会Don gxT JQ w苦i huT 马站村 (卫 东)

居委会 东山居委会D6n gs han JⅡw若i hui 狮子岭 (东 风)

居委会 中和居委会 Zh6n gh6 Jo wa I hu? 中山路 (战 斗)

居委会 中山居委会 Zh6n gs h6n Jd w否l hui 中山路 (五 一 四)

居委会 华光居委会Hu6 guon g J石w爸i hu? 解放路 (解 放)

居委会 黄金山居委会Hu6ng j Tns han 解放路 (反 帝)
J0 w苦i huT

居委会 中华居委会Zh6n ghu6 Ja w吾I huT 建设巷 (忠勇、建设)

居委会 三元居委会 SOn yu6n Jo w否i hu? 进步路 (进 步)

居委会 前进居委会 Qi6n j Tn Jo w百I huT 前进巷

居委会 胜利居委会 Sh§n g I i J0 w舀I hui 胜利街

居委会 鼓楼居委会 G百l 6u Jd w吾I huT 鼓楼街 (立 新)

居委会 延福曙委会 Y6nfd JⅡw吾i huT 中山路 (I旬 阳)

居委会 紫芝居委会ZTzhT jn w否i hui 人民路 (人 民)

居委会 进贤居委会 J TnX i6n Jo w吾i huT 巾山路 (先 锋)

居委会 昼锦居委会 Zh6u nn J凸w否i hul 四贤街 (四 新)

居委会 新建居委会XTn j an jo w百I hut 新建三路

居委会 水南居委会 S huYn6n JⅡw百I hu[ 横排路 (前 卫)

居委会 后谷居委会H6ug已J口w百I hu? 后 谷 (跃 进)

5



类 别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驻 地 别名(曾用名) 备 注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路

6

东 教 路DOn g jIao Ld

工 业 路GOngy吾L5

／L 一 路BayT LO

金 山 路JTns h石n Ld

梅 峰 路H百ff百ng Ld

东 溪 路DongxT LO

超 骧 路C h石o×i石n g L5

东 山 路D6n g shdn LO

新 华 路XTn hu6 L0

中 山 路ZhOngs№n Le

解 放 路J I否fang L0

进 步 路JinbO Le

三 元 路SOnyu6n LO

文 体 路W舀nt T LO

朝 阳 路C h60 y6n g Ld

府 后 路F西h6u LO

府 前 路Fn q 16n Ld

人 民 路R否nmi n Ld

马 坑 路H6kiSn g L0

新建一路XTn J I c3n卜一Ld

新建二路XTn J It3n 2～Ld

教场坊、(大庆路)

解放路、三元路
(中华路)

黄金山、吕祖庙、
(人 民村)

卫武仓坊、普庵
堂、梅峰坊、(文
革路)

梅【Ij寺、(红星巷)

东山头、梅山寺、
小教场、(红星街)

(民 主巷)

路

路路路路路

路路

路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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