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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长汀县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布的甜关于地名

命名、更名暂行规定”和中国地名委员会《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

(试行)》，开展地名普查后，通过内业整理编辑出版的， 它是地名

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

《长汀县地名录》主要内容有：县政区图、 城区图；县、社概

况；公社(镇)大队(街)和自然村名称；行政、企事业单位和专业
场站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人工建筑名称； 革命纪念地和名胜古

迹名称等．反映了我县地理历史、风貌，有一定参考价值．

这本《地名录》共收录地名三千五百四十三条，其中： 行政区划

二百九十二条，自然村二千一百零一条， 自然地理实体四百一十九

条，人工建筑七百三十一条，县、社、场概况二十五篇，地图二张，
照片十二张以及地名的历史沿革、区划演变、地名考证，名称更改等．

在开展地名普查，编写《长汀县地名录》过程中， 我们对一些不

健康的地方名称，根据“照顾习惯、符合历史、体现文明，好找好记”
的原则，作了命名、更名工作，体现了地名标准化的要求， 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总之，出版《长汀县地名录》既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符合

时代精神，今后使用地名时，可以此为准，凡需更改地方名称者， 应

按国务院[7 9)3 0 5号文件规定， 报请县人民政府办理审批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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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汀县城风貌(望江接) 袁松树掘

固三 毛主席、末总司夸首次入闺旧居

一 辛耕别墅 袁松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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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概况

长汀，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地处闽、赣两省边境。东经115。58’一
1 16。43’；北纬25。1 1’一26。51’．东临连城。南毗上杭。西南与武平接

壤．北接宁化．东北和清流相邻。西和西北同江西瑞金、石城县交界。

东西距六十公里、南北距八十六公里，周围三百二十公里。

地形：东北部高、西南部低。 地势由西北向中南倾斜。县城地区
海拔三百零六公尺，最高山峰是汀(长汀)连(连城)交界的石壁山

高达一千四百五十九公尺；闽、 赣边境石城，宁化和长汀三县分界处

鸡公山东高度一千三百八十九公尺。 本县境内北部大悲山高一千二百四

十三公尺．

全境三千三百六十六平方公里(县志载： 三千九百三十四点九平

方公里)．山地丘陵占大多数． 汀江由北向南、纵贯县境，直通上

杭．沿河两岸有峡长的河谷平原，较大平地有附城、河田，濯田三处。

气候：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十五度至十九度．
县城及附城一带为十八度左右。 平均无霜期二百六十一天(最长无霜

期三百零九天。 最短无霜期二百二十二天)。 平均地温三十点四

度。

年平均降水量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毫米。

结冰期一般从十二月上旬开始到二月中旬结束。 (多的年份达四

十三天，少的年份二天)。’(据查： 馆前汀东河，近百年封冻一次，

河冰上人行车马可走)。

降雪：降雪一般在十二月至二月 (集中期在小寒、大寒节气)．

据查：六十多年前， 一次雨雪持续四十多天。 一九四一年童坊积雪深

一尺半左右．一九二0年前后，古城积雪一尺萝厚。 一九三七年春节
大雪， 濯田积雪一尺多厚． --jk九一年农历十二月初三大雪平地厚三

尺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雪最厚达九公厘。



土壤：以红壤、黄壤、沙质三种， (汀江两岸有冲积土。馆前一
带为紫色土)。河田地带因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 土壤含沙量
多．

全县一千九百零四个自然村(其中： 基点村三十四个)， 总户数

六万二千九百八十户， 总人口三十六万三千九百一十六人， (其中：

农业人口三十二万四千七百四十八人)． 汉族(注：馆前黄湖有少数
畲族)，讲客家话。 ． 。。

一

行政区划演变：全县现有十五个公社，一个城镇， 八个农、’林、

茶场，设有二百四十二个大队，二千三百五十四个生产队．
汀州府志载：晋代设新罗县，属晋安郡。唐设置长汀县，属汀州

治。宋代称临汀郡后置汀州。元代为 “汀州路”． 明清时期更为汀州

府辖汀(长汀)、宁(宁化)、清(清流)、归(归化)、连(连城)、

杭(上杭)、武(武平)、永(永定)八县．

清代，长汀置里十个，坊十三， 村六百一十个， 民国称长汀县，

辖四个区，三十一个乡(镇)、三百二十三个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设长汀县人民政府(后改称长汀县人民委

员会， 一九六八年叫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现仍称长汀县人民政府)．

辖十五个区，一百二十四个乡(镇) (其中： 四堡、 宣和已划连城

县；南阳(原三平区已划上杭县)一九五八年撒区并乡， 全县建立三

十二个大乡(镇)． 公社化开始由原大乡(镇)合并成立十四个人民

公社；一九六一年体制变化全县设六个。工委’ (即： 中共大同、河

田、濯田、涂坊，新桥、四都工作委员会)辖三十二个公社，四百一

十五个大队．一九六五年后， 撤销工委，由三十二个小社并为十六个

公社，一个城镇，二百三十八个大队，五条街居民委员会．

名称由来含义及历史沿革。长汀，又名汀州(还有临汀，白石、

鄞江诸称)。历史悠久．古代叫“白石村一。 原聚居少数民族．考古

发掘：在汀江中上游．上至附城东山下， 下至河田三州沿河两岸，发

现一百零九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在三、 四千年以前， 这里就有百

越族人居住， 后来与北来的华夏族混合而加入汉族。公元二百八十四

年晋在此设新罗县。唐代(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七百三十六年)开

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领长汀、黄连(宁化)．什罗(龙岩)。三县，
2



后州治。新罗。，县治。长汀村·． 唐天宝元年改什罗为龙岩、黄连

为宁化．公元七百六十九年(唐大历四年)州治从新罗迁。长汀村一
(即今上杭旧县河口九洲)。后北迁-白石村”(现今长汀城)故有

长汀之称。 (另说：长汀以境内长汀溪为名， 或谓天下水皆东流，唯

汀独南、南丁位也，以水合丁为汀，故名。长汀一)。
南宋朱熹来过汀州讲学， 民族英雄文天祥募兵汀州，抗击元兵；

太平军抗清，战斗在汀州。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辛亥革
命武昌首义、 汀州同盟会员刘家驹等人组织发动成立。汀州光复革命

组织独立自治会”，领导民军光复汀州， 民军一时胜利失防，被清军

包围，光复革命五q-二位烈士壮烈牺牲。 现存。烈士墓碑”(碑刻烈

士名单)。

长汀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
早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 叶挺同志率起义军第十一军从江西会昌

来汀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来长汀。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指挥红四军在长岭寨(又名胜华山)。 一举歼灭国

民党旅长郭凤鸣一个整旅三千余人， 在汀州南寨广场召开万人群众大

会，庆祝红军首次入闽战斗胜利．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 进行了

红军整编、 组织地方武装，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一一

长汀县革命委员会、 第一个县委一一中共长汀县委、第一支工农武装

一一长汀县赤卫队。

从此，长汀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开展武装斗争、 随着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 中央苏区在汀州设立长汀

(县址：河田)、兆征(县址：城关)、汀东(县址：馆前)等三个

县。一九三O年七月红军由长汀城出发， 北上攻打湖南长沙，《蝶恋

花，从汀州向长沙》， 就是毛主席在长汀写下的当年红军进军长沙的

诗篇．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迁四都。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 闽西起义部队和闽粤赣边纵队长汀独立

七团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汀城，成立长汀县人民政府．
汀州，历史以来是州、郡、路、府的所在地，是历代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赣南、闽西物资集散地，



工商业比较繁荣， 成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中心。 有。红色小

上海”之称。当年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 福

建省军区和中央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 中华纸业工司、 中华贸易公司

福建省工司、中华苏维埃银行福建省分行、中华织布厂、红军被服厂、
红军印刷厂、 福建省军区兵工厂、 红军斗笠厂及中央苏区第一个红军
医院等单位，均设在长汀．

解放前，产粮不能自给，民间肩贩从江西瑞金、石城、宁化一带

肩挑运入。土产有濯田、河田出产的蔗糖、 铁砂， 曾办民间榨糖厂和

炼铁铸锅厂．铁长、庵杰、四都楼子坝、 古城、附城天井山等地盛产
竹、木、土纸，尤其是。汀产玉扣纸。远销南洋、新加坡、日本各国。

解放后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指引下，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逐步提高经济自主，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福利，逐步缩小城乡
差别．增强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业： 现有耕地面积三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六亩， 其中水田二十

九万四千九百四十八亩，主要种植水稻、甘薯、大豆、 小麦，还有甘
蔗、蔬菜、花生、芋薯、 马铃薯等。一九八O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二万

五千一百二十九点九九万斤， 年平均亩产九百二十二斤． 农业总产值

五千六百四十四点六二万元(其中农业产值三千一百二十六点三六万
元， 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三九)， 全年农业总纯收入一千九百四十四点

六二万元，社员每人平均收入六十三点三一元。

林业： 面积四百六十三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亩， 其中林地面积二百

七十八万五千九百一十八亩r用材林二百一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九亩，

防护林一十八万七千七百三十二亩，竹林四十四万一千二百九十三亩，

经济林二万八千六百三十二亩，萦木、灌木林二万四千五百六十五亩、
荒山荒地八十六万零一百九十八亩． 一九八O年林业总产值三百二十

三点七三万元(占农业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五点七四)。
付业生产，主要有造纸、烧石灰，烧砖瓦、土陶瓷、采松脂、制

竹、 木器等。‘一九八O年全年付业总收入一千五百三十六点二八万元

(占农业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二十七点二二)’．
一

养鱼：主要有池塘，水库养鱼， 全年渔业产值五点七万元(占百
分之零点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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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社卫生院十六所)．合作医疗站二百一十五个，一麻风院一所，

防疫站一个。
’。‘

．汀州城，在革命历史上是一座古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辛亥
革命光复过汀州． 南昌起义部队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的革命地址一一辛耕别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故居)、

。福音医院” (为红军医治伤员的医院)、 Ⅳ云骧阁” (苏区长汀县

革命委员会旧址)、 “朝斗岩一 (中共福建省委反四次围剿会议旧

地)⋯⋯等，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瞻仰学习的革命胜地。‘

汀州八景，闻名各地，城内水东桥(原名济川桥)，太平桥横跨
汀江．雄伟壮观， “龙岩潭”清澈碧绿，水月相映，天水一色， 使青

山绿水的古老山城增加绚丽多彩．

八景是：龙山白云(卧龙山)t

朝斗烟霞(朝斗岩)
云骧风月(云骧阁)

霹雳丹灶(霹雳岩) (现设中医院)

苍玉古洞(苍玉洞)

宝珠睛岚(宝珠峰)
． 通济瀑泉(通济岩) ，

一拜相青山(已毁)

另有。东庄雪梅”‘(离城东五里的下东庄岭，有民田百倾，种梅，

梅花开时，望之如雪，久废)、西岭松涛 (西门罗汉岭)、 龙门龙神

庙(已毁)、 “河田温泉”等都是长汀古迹．现在全县人民在党的领

导下，同心同德，积极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附：历代汀州建制

．秦：闽中郡
’

，东汉：会稽郡
’‘

三国吴：建安郡
。

，．晋：晋安郡(新罗县)

唐：汀州(天宝元年改临汀郡)．
五代。汀州属闽，后属南唐．

两宋：汀州属汀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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