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蜜
’羹≥羲遗蜜琴j．岛彭飞《翟
o：A慧暑器。零×三弋写

瀵蜃菩麓凄蓑。臣亍≯畿≤害毫‘蠢惫
三∑A义Y∑蕊强：p．_＼：三；×：>j三∑■

灌1惫零隧鬻蒸蒸辫惠
i馏罐姻滢强强1德馐谭强调喝臻礴疆



江苏省
ElIAN6SUSHENB

灌云县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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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

灌云县地名委员会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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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地名录》是根据《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编印出版的。它集申

j地反映了我县地名普查的成果J系统地介绍了各类地名，是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

编排了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并注上了汉语拼音，介绍了县、镇、公社等概况，搜集了一些

．反映地名历史的文物、图片等。书中还附有公社、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

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地名工作，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国家四化建

设，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

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经过历次政治变革及其它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的十年动乱，

：给地名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通过地名普查，我们把重复的，污辱劳动人民的、滥用革命词

藻的地名，经报批手续，进行了重新命名、更名。对原来全县的二千三百六十三条地名逐条

．进行了核实、调整，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本着“地名要保持稳定’’的原则，把大部分地名确

完下来，继续沿用。同时将各类地名都作了标准化处理，做到含义健康、读音正确，基本上

能够反映我县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从而为今后新闻报道、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

输、民政管理、文教卫生、测绘、国防等提供了比较完整可靠的地名资料。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更好地阅读和使用《灌云县地名录》，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灌云县地名录》的地名编排，以镇、公社、场为单位(按县内平时习惯顺序排

列)，公社、场先录驻地和所在大队(分场)自然村，后各大队(分场)自然村。其它地名

．按类集中编录。对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全部照录，专业部门、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

物，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则摘要收录。

二、书中使用的数字，均系一九AO年底县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注明年限者除外)，人

日数用地名普查时的概数表示，行政区划面积均为约数，海拔为黄海高程。

三．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以地名汉字首字笔划归类，按首字，首笔(、一J，＼)

顺序编排。首字相同的，则以在地名录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四、书中《灌云县地名图》，因受图幅所限，选取的地名只占全县地名总数的百分之五

十左右，全县地名详见各镇、公社，场地名图。地名图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实测，不作划界

依据。 ’



五，地名的汉语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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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部分来历含义比较特殊的地名，在备注栏内均作了简要说明。

七、根据苏办发(1983)11号文件精神，从三月一日起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我县由淮阴

已于一九A-年十二月初脱稿，故书中政区仍保

的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今后各

殊情况需要命名更名时，必须报县地名委员会办

方能生效。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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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山路 李平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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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伊山油库一角 升士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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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伊 山

大伊山位于伊山镇西北．此山东西

长三点五公里．南北宽二公里．有镐街

山．扳墩山等十二个山头。主蜂大山桅

海拔二百二十六点六米．

传说商初大臣伊尹曾臆居东海小岛

(今，伊芦山)，偶见西南方有两座

山，一大一小，后人以伊尹名．称之为

大伊山、小伊山．

此山石质坚硬，多为建筑用石。现

马尾松己成林覆盖山体．过去该山古迹

颇多，现大部分已毁，仅有主峰脚下谈

芩泉尚存．在诸峰环抱的中部地方建有

灌云县烈士陵园一座．
畅锡绂系清代清江人，雏正年闻进士，曾为官兵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伊芦山垒景 是可荣 摄

伊芦山位于伊芦公社境内，有大小十一个山头，帚高蜂二百一十二米(无名)．

石质坚硬．是莨好的建筑衬科，山体普种马尾松．传说商大臣伊尹曾臆居此山，故名

伊莱山，后讹传为伊芦山。西山形象玉如意，当地人倍称如意山，如锡山．方志记载，

亦称中芦，加之东西二芦有“三芦”之说。此山只景秀丽，古迹．神话传说较多。

灌河口垒貌 吴赂顺 摄

黔主镫殷锋
“乾坤流日夜，潮汐去复还”

(选自朐海诗存)

灌河口位于灌云县城东北五十八公里处．河道呈S形，宽约五百井，永罪约七

术，每年十一月至翌年Z-月为结冰期．是灌河的入海口，千吨船只可秉潮入海，是我

县一较大的天然河口，也是避风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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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概况

一 灌云县位于江苏省东北部，东滨黄海，西接沭阳、东海二县，南临新沂河与灌南县交

界，北枕云台山与连云港市锦屏、云台两公社毗邻。地处东经119。13’至119。53’，北纬34。12’

至34。40’之间。南北约四十七公里，东西约七十八公里，总面积约二千零五十平方公里

(包括省属五个农、林、盐场五百余平方公里)。其中岗岭山地面积八十多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一百三十一万七千余亩。总人口八十多万，绝大部分为汉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只占O．087％。

灌云县旧为海州辖地。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设县，析海州直隶州为东海、灌云二

县，县治始设板浦。因南带灌河水，北枕云台山，取二地名首字为县名，与东海、沭阳、赣

榆合称海属四县，属徐海道。一九三三年后为东海行政区辖地。解放战争时期，属苏皖边区

第六行政区。一九四九年后属苏北人民行政公署，一九五三年属江苏省淮阴专署。设县时，

全县政区，初为六市(板浦、大伊、协和、新莞、三新、响水)十四乡(中正、西临、苍

梧、苍梧北、新县．墟沟，郁林，山前、大西、东辛、苇南、苇北、苇左、双港)。一九二

九年以后，并为板浦、大伊山、新安镇、杨家集、响水口、双港、墟沟七个区。一九三五年

因增设连云市，划后云台，新县、老窑(连云港)等地入连云市。一九四O年底，灌云县部

分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五年底全县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县政府驻三星镇(杨家

集)。一九四八年十月第二次解放，县政府驻伊山。

解放初，灌河南岸的响水口划入滨海县，盐河以西的南六塘河以南地区，划归涟水、沭

阳二县。东海县的南岗，陡沟，龙苴、新坝划属灌云。当时全县设置十六个区，一百八十五

个乡(包括六个区属镇)，一千零六个村，有二千九百四十个自然村庄。一九五O年全县为

十一个区，一百六十三个乡，六个区属镇，后增设一个四队区。一九五四年全县并为十一个

区，一百五十个乡，二个县属镇，三个区属镇。一九五六年合区并乡时，全县为八个区，六

十一个乡，二个县属镇，三个区属镇。一九五七年撤区并乡时，为十七乡、四镇(划归灌南

县的八乡镇不在之内)。

一九五八年成立灌南县，以新沂河中泓为界，将新沂河以南的新安镇及苏光、陈集、海

亭、树德、三口、李集、曙红七乡划归灌南县。同年新海连市的灌西盐场、燕尾镇划归灌云

县。一九五八年底又将新坝划给新海连市。人民公社化时，全县为十九个公社，不久并为十

( 1 )

支一



六个公社，一个镇。一九六六年后县内政区曾有几次更动，现辖二十二个公社、五个镇，五

个场圃，共有四百二十五个大队，二十个居委会(另有省属五个农、林、盐场在灌云境内)。

县政府驻伊山镇胜利路西端。

灌云县地势平坦，地面高程西部三至三点五米，局部条岭地五至二十米，东部二至二点

五米，局部在二米以下。县境除北部云台山脉外，中部另有九座孤山，其中大伊山最高，高

程二百二十六点六米，大岛山高程二百一十八米，伊芦山高程二百一十二米，其余都在一百

米左右。南北走向的河流有盐河、叮当河、忆帆河等，东西走向的有新沂河、善后河、东门

河、五图河，车轴河、烧香河等。土壤有淤土，黑土、盐碱土和沙土等。淤土和黑土均属粘

改良，尚未完全

均气温为摄氏零

毫米左右，七至

夏时有冰雹，夏

。每年从十二月

，木材积蓄量为

花岗片麻岩，石

大海，海水资源

，并逐步实现了

淮北盐场的重要

虾养殖场一九八

作物有芝麻、油

九五八年提高了

年总产九十多万

产近五千万斤。

年九不收。百姓

等七条干河和二

建筑配套工程，



基本形成了初级河网化。建电灌站三百余座，计二万五千余马力。机灌站十二座，计九千三

百余马力。打机井三百三十多眼，有效灌溉面积达七十一万余亩。水田占45％，基本上达到

排灌方便，旱涝保收。

县、社工业有较快发展。主要有农业机械，电子原件、化肥、建筑材料、食盐，食品加

工等。解放前只有几家手工作坊。现全县有工厂二百五十多个，大多分布于五镇，年总产值

六千九百多万元(其中集体性质二百二十多个，年产值为三千三百多万元)。

灌云县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有四条省属公路干线从境内通过，计一百二十多公里。向

南可至省城及邻县、市，向北通榆公路与陇海铁路相接，东部的杨燕公路直达黄海之滨的燕

昆港。公路支线二十余条，计二百七十多公里。公共汽车可达各公社、镇。全县货运车队四

个，有客运车四十辆，货运车三百六十多辆(包括单位用车)，小型机动车九十多辆，年货

运量达八十多万吨。盐河，善后河、五图河等为水上主要运输航道，年运输量约三百万吨。

解放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现已增加到三十三所(包括完中十九所)，小学

已发展到四百四十多所，中、小学教职员工七千三百多人，在校中、小学生十五万八千余

人。全县有中、西医院、卫生院二十九所，另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有医护人员一千三

百多人，床位九百多张。县、镇有影剧院、文化馆(站)、‘图书馆、广播站、工人文化官。

公社都有文化站、电影放映队、广播扩大站。

灌云县历史悠久，文化古老。大伊山附近，近年发现，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

(属龙山文化)。相传商初大臣伊尹曾在伊芦山居住。山下伊芦乡是西楚霸王项羽麾下名将

钟离昧的故里。龙苴存有西汉初期的古城遗址。南城始建于南朝初年，经历代多次修建，

“古凤凰城"南门至今犹存。以“凿壁偷光"称誉文坛的西汉著名学者匡衡，相传当年曾居

住过南城，南门外约三十米处尚存有“匡衡井”遗址。云台公社前关乃是三国时期蜀汉刘备

的后妃糜夫人的故里，“糜竺院"和“糜竺井"遗址尚存。东辛公社中正街是清末武状元卞

赛故里。大伊山南麓，修建有肃穆庄严的烈士陵园，纪念碑正面“与日月同光"五个大字系

谢党哉同志亲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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