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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录是地名普查的丰硕成果，是国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单位使用各类地

名的法定依据，也是提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的一项基础工作。。

地名的称说和书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存在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与军事，外交、民政、新闻、

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科研等各项事业有密切关系，因此，逐步实行地名标准化和规

范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赣榆县地名录》是在一九八。年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经由

县人民政府批准，编辑出版的标准地名录。它所收录的地名，都是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

地名，它直接向各行业、各部门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地名资料。《赣榆县地名录》的出版，意

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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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以地名

录地名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根据国务院(1979)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逐级办理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赣榆县地名录》所收录的地名，并非赣榆县全貌，一些未具地名意义的各类地名，没有收

入，县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线，均未作实测，不作划界依据，地名的汉语拼音，是按中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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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的，重要的各专业部门

使用的名称、名胜古迹和其他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均另加注释，海拔为黄海高程；

为了查阅方便，编制有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附后。

《赣榆县地名录》的资料截至198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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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县概况

赣榆县位于江苏省东北端，东滨黄海，北、西分别与山东省的日照、莒南、临沭三县接壤，南

以新沭河为界，同东海县、连云港市相毗邻。总人口数为789000余人，大部分属汉族(回族、蒙

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和藏族等210余人)。现行行政区划为28个公社、1个镇、1个管理处、

1个盐场，1个园艺场，750个大队，898个自然村，3064个生产队。县人民政府驻地青口。

赣榆县历史悠久，物华灵秀。县境内苏青墩、后大塘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早在七√k

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庙台子”商、周至战国文化遗址中，发现铁铧

犁和炭化稻谷等大量文物，证明三千年前，这里的人已用铁制农具从事农作，经济文化就已相

当发达。秦置赣榆县，汉因秦制仍称赣榆县，建安三年废赣榆升利成为郡，晋复名赣榆，南北

朝称东海，隋称怀仁，唐“武德”复名赣榆，后改称东海，五代十国至宋均称怀仁，金、元、明、

清均称赣榆，为纪念抗日牺牲将领符竹庭，一九四五年改称“竹庭县”，一九五。年再次复名赣

榆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隶属山东省，一九五三年一月划归江苏省。

赣榆县富有革命的光荣传统。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赣榆县是苏北最早建立党组

织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赣榆县是滨海地区建立最早、坚持最久的革命根据

地之一。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同志曾住我县黑林公社大树村指导革命工作。夹山公社有抗日山

烈士陵园，陵园内六百余座冢墓，安葬着七百余位烈士忠骨，在有朱德、陈毅、罗荣桓、肖华、

黎玉、陈士榘等首长题词的纪念碑、纪念塔、纪念亭上，铭刻着三千五百九十六位抗日烈士英

名，记载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赣榆县地处沂蒙山南麓，整个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山、丘、坡、平、洼层次分明，紧相连接。

全县总面积为1420余平方公里，其中山区10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18％，有名称的山头约37

处，分布在苏、鲁交界处的班庄、夹山、徐山、黑林、吴山、厉庄、金山、石桥、马站等九个公社，

高程均在海拔50米以上，以大吴山最高，海拔为364．6米，夹谷山次之，海拔为304．9米，地形

坡度在≮}以上，丘陵38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6．93％，较大的岭有61处，丘陵区除分布在
二U

上述几个公社外，还有大岭、欢墩、门河、城头、塔山水库管理处、土城、龙河、九里、柘汪等几个

公社，高程在20一50米之间，坡度为熹一焉}，平原93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65．89％，分布在
‘V oUV

中部和东南部沿海的12个公社，高程在2·5--20米之i'．-J，坡度为磊亍一了蒜万。县境内主要河
流有新沭河、范河、朱稽河、青口河、兴庄河、龙王河和绣针河等，均自西北向东南注入海州湾。

赣榆县属北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2．9℃，最低气温一13℃，最高

气温36．2℃。年均降水量975毫米，集中于七、八月份，全年无霜期约211天。

赣榆县地处海隅，山川包络，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被誉为“享山川之饶，受渔盐之利”的鱼

米之乡。解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

农业方面：全县有耕地873100余亩。一九六九年农业总产值约为4540万元，一九八一年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升到20360余万元，是一九六九年的4．5倍。一九六九年粮食总产约35130万斤，一九八一年上升

到74600余万斤，是一九六九年的2倍多。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治山治水，建成以石梁河、塔

山两灌区为主体的骨干工程，新建沭北运河，修建大、中，小型水库36座，蓄水量达86000万

立方米，建成排灌站335座，排灌动力为84920余马力，疏浚了河道，修建了挡潮堤坝，做到了山、

水、林、田统一规划，洪、涝、旱、碱、渍综合治理。建成旱涝保收田316350余亩，农作物以稻、麦

为主，花生是江苏省主要产区之一。

工业方面：主要工业有机械、化学、建筑、食品、纺织、造纸等部门。主要企业有化肥厂、经

纬编织厂、磷肥厂、陶瓷厂、棉织厂、酒厂、盐化厂、玻璃厂、造船厂、农机厂、酿造厂、印刷厂、标

准件厂和工艺厂等；一九六九年工业年产值约550万元，一九八一年上升到13300余万元，是一

九六九年的24倍多。

赣榆县矿产资源丰富，为发展工业提供有利条件。现已勘探查明的矿产有铜、铁、金，锌、

钻、萤石、蛭石、水晶和蛇纹石等20多种。作为建材的黄沙，遍及沿海五个公社。

赣榆县东临海州湾，渔盐业相当发达。青口盐以质好、产量高著称，年产原盐近4万吨。全

县渔用机动船共214只(4431吨，11977马力)，渔用非机动船396只(624815吨)，年产各类水产品

约14000吨。赣榆县人工养殖对虾，名驰中外。

多种经营有畜牧、林木、蚕桑、茶叶、果品、编织等。全县林木积蓄量已达23万立方米，人平

均0．28立方米，桑园2700亩，年产蚕茧12万斤；茶园3300亩，年产茶叶3万斤；各种果品年产

1240万斤。近年来，芦笋、蘑菇，草梅、啤酒花、青刀豆等土特产的种植均有发展。实行生产责

任制后，户养水貂，有的年收入已超过万元。“土城柳编”以价廉物美行销东南亚十多个国家。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一九四九年，赣榆县还没有中学，全县只有小学130所，教职工171

名I现有中学32所，小学801所，教职工6722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4．6％。电影、广播，图

书、曲艺，从县到公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文化网。一九四九年，全县只有1所医院，医护人员

16名，现在，全县共有医疗机构47个，病床862张，医护人员1220余名，农村队队有卫生室，普

遍实行合作医疗。

赣榆县交通水陆两便。水路，南北90余华里的海岸线上，分布很多大小河口港汉，四通八

达，以“通榆汾”公路、“青十”公路两干线和20多条支线相接，形成千支相连，遍布全县的交通

网。全县拥有客车5辆，各型货运汽车480辆，已实现社社通车。全县有电话机1290余部，队

队通邮，队队通话。

革命纪念地：境内有“抗日山烈士陵园”(《辞海》2041页注“马鞍山有抗日烈士陵园”。马

鞍山今名抗日山)，为苏北鲁南著名革命纪念地之一。

名胜古迹、古遗址：夹谷山有“孔子相鲁公会齐侯”的遗址；秦山岛有秦始皇碑，旧志载：“秦

始皇登此山求神仙，勒石而去”；柘汪东侧有春秋“纪鄣古城”遗址，旧志载：“(清)乾隆初，潮

退，城之西门故址犹可见”；赣马公社城里大队有文峰塔，该塔始建于明万历47年，清光绪28

年重建，挺拔雄奇，为江苏现存十二塔之一；龙河公社的盐仓城、沙河公社的城子、赣马公社

的后大塘、海头公社的马台、城头公社苏青墩等处，先后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丰富，县境内尚有保存完好的春秋、汉代三座古城一土城公社的。土城”、龙河公社的。盐仓
城”和班庄公社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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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和自然村



青 口 镇概况

青口镇位于青口河下游，东与城东公社接壤，北靠赣马公社，南、西分别与宋庄公社、城南

公社相毗邻，总面积为11平方公里，辖8个街道、32个居民组，9个大队、37个生产队，9个

自然村，有耕地4500余亩，总人口数32500余人，大部分是汉族(蒙族、回族、朝鲜族仅25人)。

青口镇是以镇人民政府驻地“青口”命名的。青口的名称来历向有两说。一说，由于地处

海口，又在县城东边，东方属木，木色青，故名青口；一说，青口在历史上“曾属青州府管辖”，

故名，取青州海口之意(以后一说为是者多)。

青口镇历史悠久。它的早期聚落年代已不可考，有文字记载则始于金代。金末“天兴”年间

(公元1231m1234)，移刺粘合率军驻守青口，称“青口帅”，可证在此之前已有青口。明代，青

口是对外贸易、物资集散的重要海口，已是相当兴盛的小镇了。崇祯年间，“荻水汛”把总“苗

天培驻防青口镇”，可证在此之前已建镇治(建镇具体年代已不可考)。清咸丰年间，地方武装

建“和安圩”以御捻军，故改青口镇为“和安圩”，光绪年问复名青口镇，公社化时称“青口公社”，

一九七九年再建镇治，仍称青口镇。

青口镇地处滨海平原，地势平坦，高程平均在3米以上。境内有青口河、沙汪河，均自西向

东入海。气温变化和降水量与县境内其他地区无大差异。土壤以沙土与黄淤土类为主。

青口镇为县人民政府驻地，是我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解放后，工商业、农业、文教卫生

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城建，水利方面成绩显著，曾多次疏浚青口河，建成青口漫水桥闸，加

固整修原有堤坝，新建大面积石护坡，根除了水患。

青口镇以工商业为主。有工具厂、服装厂、皮革制品厂、橡胶厂、造纸厂、五金车辆厂、农机

修配厂以及服务性行业。一九七八年产值为1700多万元。此外，县办的企业，多数分布在青口

镇境内。

郊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县小麦、水稻高产地区之一，年产粮食600万斤。

文教卫生方面s现有2所中学，20所小学，有文化站、露天影场和电影放映队。医院1所，

医护人员43名，病床6张。此外，省重点学校一一赣中和实验小学、县医院、防疫站等医疗单

位以及县文化馆，影剧院也都分布在青口镇境内。

交通方便。“通榆汾公路”从境内通过，青口镇还是“青十公路”、“青抗公路”、“青班公路”、

。青沙公路”和“青罗公路”的起点。

古镇青口在历史上曾有不少名胜古迹，其中尤以佛寺建筑的艺术精湛、规模壮阔著称。城

内有东西两“关帝庙”，前后两“天后官”，有古轮桥畔的“观音堂”，隆嘉巷内的“锡麟院”，有

“正觉庵”，“发祥庵”、“观音庙”和“秦山下院”，城郊有东门外的“大(dal)王庙”、青口河南的

“镇海寺”、北郊的“普济寺”等，前宫的“玉皇阁”为当时城内最高建筑，登临极顶，能东观沧

海，南眺云台，鸟瞰全城。可惜这些文物多毁予战火，如今已荡然无存。

3

]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赣 榆 县

青 口

青 口 镇

工业街居委会

前进街居委会

团结街居委会

工农街居委会

繁荣街居委会

胜利街居委会

解放街居委会

跃进街居委会

华 中 路

华中南路

青 下 路

西 关 路

西关北路

东 关 路

东关北路

东关南路

后 官 路

中 心 路

前 宫 路

幸。 福 路

镇 海 路

Ganyd Xian

QTngk6u

QTngk6u Zh吾n

G6ngy郇百JOw苦ihui"

Qi6njTnJi百JOw否lhuT

TudnJi吾Ji6 J0w吝ihuT

GOngn6ngjie J0w若ihu、

F6nr6ngj晤J0w否=ihuT

Sh吾nglTJie J0w苦．huT

Ji否fSngji8 JOw否'ihul

Yu吾lTnji百Jow芒ihu)

Hu石zh6ng Ld

Hudzh6ng Ndnl0

QTngxia L0

XTguon LO，

XTguan B吾i lo

D6nggu石n L0

DongguOn B若ilo

D6ngguSn N石nId

H6u96ng LO

Zh6ngxTn L0

Q16ngSng L0

Xingf0 Ld

Zh吾nh6I La．

太平桥路Taipi'ngqi60 Lo

新 建 路XTnjiOn LO

文’化

青 年

公 园

环城北

环城南

环城东

环城西

W百nhuO La

QTngni石n LO

G6ngyu6n LO

HuSnch6ng B吾ilO

HuOnch6ng N6n10

Hu石nch百ng D6ngl0

Hu石nch百ng XTIO

驻青口．①

系赣榆县人民政府和青口镇人民政府驻地。②

驻青口．因驻青口而得名．

位于青口镇驻地西北，驻隆嘉巷北部，辖14条路巷。

位于青口镇驻地西北，驻翟家巷中部，辖13条路巷。

位子青口镇驻地西北，驻中心路(华中路西)，辖10条路巷。

位于青口镇驻地西北，驻中心路(华中路东)，辖10条路巷．

位于青口镇驻地东南，驻盐市街北部，辖12条路巷。

位于青口镇驻地东南，驻蒋家巷南部，辖14条路巷。

位于青口镇驻地东，驻前宫路东部，辖12条路巷。

位子青口镇驻地西南，驻青口桥南头西侧。辖8条路巷。

位子青口镇中心，北起化肥厂，南至青口桥。

北真青口桥接华中路，南至环城南路。

位于青口镇中心，西起西关路，经县政府门前，东至环城

东路。

南自青口挢，经原。西关”，北至青下路(农机修造厂门口)。

南自青下路接西关路，北至环城北路。

南自青口攫水桥阿，经原。东关’，北至青下路。

南自青下路接东关路，北至环城北路。

北自青日浸水桥嗣接东关路，南至环城南路。

位于司法局门前，东自东关路，经原。后宫。·西至西关路。

位子部队礼堂门前，东自东圩根．西至西关路．

位于青I：I铁人民政府驻地门前，西起华中路·经原。前宫’，

东至东关路．

即青口河北堤，西起华中路，东至东关路．

位于县陶瓷厂门前，东自东关南路，经原。镇海寺。，西至

县变电所．

位于印刷厂西俺，南起前宫路，经原。太平桥。，北至后富路．

位于广播站西饲，南自青下路，向北经。后陈庄。·至环城

北路．

位于工业局门前，东自华中路，西至西关北路。

自青口园艺场南靖，经匿艺场向北至青下路。

位于青口橡胶厂门前，东自青年路，西至东关路．

位于化肥厂门前，东自环城东路，西至西关北路．

位于县陶瓷厂南，东自环城东路，西至环城西路．

属规划路。

晨规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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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二 道 街

菜 市 街

盐 市 街

牛 市 街

大 场 巷

水 码 巷

贺 家 巷

马 家 巷

汪 家 巷

公 安 巷

隆 嘉 巷

蔡 家 巷

关 庙 巷

天 官 巷

乾 泰 巷

翟 家 巷

崔 家 巷

糠 市 巷

商 会 巷

香 油 巷

小 鱼 市

花 园 巷

正 觉 巷

武营沟巷

小 井 巷

吴 家 巷

席 市 巷

边 家 巷

前 宫 巷

伏 家 巷

青 年 巷

徐 楼 巷

宁 家 巷

庄 园 巷

火 叉 巷

蒋 家 巷

6

芒rdao Ji吾

CaishT Ji百

YSnshT Ji百

NifishT Ji百

Dbchang Xiang

ShuTm5 Xi右ng

HⅫa Xieng

MOJiO Xiang

W0ngji8 Xi@ng

Gsng’On Xiang

L6ngjia Xi6ng

Caijio Xiang

Guanmi60 Xiang

TiOnguOn Xiang

Qi6nt(ai Xiang

Zh6ijio Xiang

CuTJi石Xiang

K石ngshT Xiang

Sh石nghuT XiOng

Xiangy6u Xiang

Xi石oyd ShT

Huayu6n Xieng．

Zh吾ngJu吾XiOng

W已yTn996u Xlang

Xi石ojTng Xiang

Wt3Jia Xiang

XishT XiSng

BiOnji百Xieng

Qi(6ngSng Xiang

F6JiO Xi右ng

QTngni6n Xiang

XSl6u Xiang

NTngjia Xiang

Zhu石ngyuSn Xlang

HuSchO Xiang

Jl石ngjio XiOng

位于青13卫生所门前，东自盐市街，向西穿华中路至糠市

巷。

位于工人文化宫北侧，西起华中路，东至太平桥路．

位子华中路东倒，北起前宫路，南至幸福路。

位于青口河南岸，华中南路西侧，自青I=1河绳向西。

东起西关路，西至青i：1河堤。

东起西关路，西至青口河堤。

位于县招待所西侧，南接后宫路。

位于县招待所西侧，南接后富路。

位于县招待所东侧，南接后宫路。

位于县中队西侧，南接后宫路，与关庙巷相对。

位于县招待所南，北起后宫路，南至中心路。

位于县招待所南．北接后宫路。

与公安巷相对，自后宫路向南。

位于县机关宿舍东侧，南接中心跻。

位于天官巷东饲，南接中心路。

位于粮食局西俺，北起后宫路，南至中心路。

位于华中路西佣，南接中心路。

位子部队札堂西侧，北起中心路，南至西关路。

与乾泰巷相对，北起中心路，南至=道街。

位于商会巷东侧，北起中心路，南至二道街。

位子华中路西徊，北接=道街。

位于赣中宿舍东侧，南接后宫路。

位于华中路东侧，南接中心路。

位于工人文化宫东俺，北起菜市街，南至中心路。

位子印刷厂东侧，南接前宫路。

位于太平桥路东侧，与中心路相交。

位于前宫路南佣，西接盐市街。

位于盐市街东侧，南起幸福路，北至东大鱼市。

位于青口镇驻地南，北起前宫路，南至幸撼路。

位于前宫巷东侧，北起前宫路，南至幸福路。

位于徐楼巷西俺，南起幸福路，北穿东大鱼市。

与太平桥路相对，南起幸福路，北至前宫路。

位于徐楼巷东侧，北接前富路。

位于宁家巷东侧，北接前宫路。

位于第一粮站南，北起前宫路。南至东大鱼市。。

位于第一粮站南，北起前富路，南至东大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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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西旗杆巷

东旗杆巷

东 圩 根

东大鱼市

新 运 巷

钱 家 巷

大桥头巷

南 窑 巷

新庄大队

大 新 庄

小 新 庄

后陈庄大队

后 陈 庄

朱 圩

镇西大队

Xl qTgan Xlang

DOngq．fgOn Xlang

DOngw6i G百n

D6ng Daydshi

XTnyOn Xiang

Qi6nji石Xiang

Daqi60t6u Xiang

N6ny60 Xlang

XTnzhuOng Dadui

DhxTnzhuOng

Xi石ox-nzhuang

H6uch吾nzhuoug Dadui"

H6uch5nzhu石ng

Zhow百i

Zh吾nxT Dadui

河南大队Hgn6n Dadu7

河

东南庄大队

位子蒋家巷东冀，北起前富路，南至幸福路。

位于西旗杆巷东衡，北起前宫路，南至幸福路．

位于东关路西侧，北自前宫路，南至幸福路。

位于幸福路北傅，东起东圩根，西至盐市街。

位于东关路东侧，南与钱家巷相对．

位于东关路东俺，北与新运巷相对。

位于华中南路东俺，北起青口河堤。

位于大桥头巷东侧，北起青口河堤。

驻大新庄。以管辖村庄取名。有耕Jt§,649亩，1579口人．以

种菜为主。

位子青口镇西北部。系新庄大队驻地．

位于青口镇西北部。因较大新庄小而取庄名小新庄。

驻后陈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250亩，663口人，以

农为主，兼种蔬菜．

位子青口镇北部。因庄居本镇北部，借此以陈姓取名。

位于青口镇北部。原有土圩子，借此以朱姓取名。

驻西关路．原名建新大队，一九八一年更为镇西大队。有

耕地260亩，1208口人，以种菜为主。

驻河南，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667亩，2552口人，以

农为主。

南H百nSn 位于青口镇南部。因庄居青13河南岸而得名·

东 南 庄

东关大队

东 关

卢庄大队

卢 庄

青下大队

中心大队

DOngn6nzhudng Dadu? 驻东南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811亩，13581：1人，以

农为主．

DSngn6nzhuOng

Dongguan DaduT

DSngguOn

LSzhuOng Dadu7

Ldzhq8ng

QTngxla Dadui"

ZhSngxTn Dadu．『

位于青口镇东南部。因庄居本镇东南部而得名．
、

驻东关。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46亩，980口人，以农

为主，兼搞工副业。

位于青口镇东部。因庄居青口原东门外而得名．

驻卢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250亩，365口人，以农

为主．

位于青口镇东部。约一百多年前立村，以卢姓取名。

驻后宫路。原名三台大队，一九八一年更为青下大队．有

耕地125亩，528口人，以农为主，兼搞工副业。

驻华中路。沿用原。中心社”的。中心。取名中心大队。有耕

地260亩，872口人，以种菜为主，兼搞工副业。

注，①赣榆县、②青13。名称来历及历史沿革分别见县概况和青13镇概况。



赣马’公，社概况

赣马公社位于县驻地北偏西6公里处。东部和南部分别与海头公社、城东公社、青日镇、

城南公社接壤；西部和北部分别与沙河子园艺场、土城公社、官河公社相毗邻。

赣马公社是我县较大公社之一。总面积50平方公里，辖37个大队，164个生产队，67个自

然村。总人口数为4万余人，全系汉族。以农为主，兼营工副业。

赣马公社以境内赣榆旧城及其附近较大集市马厂二地首字得名。赣榆旧城建于元代。元至

正二十四年，平章王信以土建城，明万历十九年，知县樊兆程在土墙基础上，改建砖城。明、

清至抗日战争前，一直是县治所在地。一九四三年，我滨海部队一举攻克赣榆城，该城遂废。

赣马公社系滨海平原地区。地势西高东低，高程差6米，土质以黄淤土、黑土类为主。水利

条件较好，境内有青日河、沙汪河和兴庄河，塔青干渠、莒青干渠穿越社境内约14500米，其

他干渠、毛渠全面配套，农田基本达到林园化。一九八一年，耕地面积已达38500余亩，年产粮

食约5000万斤，是我县小麦、水稻高产地区之一。社队工副业有砖瓦窑厂，面粉厂、针织厂、

酒厂、水泥制品厂、运输站、拖拉机站等，一九八一年产值为672万元。社队拥有各型机动车

200余辆，90％大队通了电。

文教卫生事业。现有中学1所，教职工51名，小学60所，教职1-_298名，有电影放映队。公

社医院有医护人员41名，病床24张，透视机1部。

。青十公路”纵贯本社，这里又是“赣门公路”的起点。

名胜古迹：旧城东北角的“文峰塔”，是江苏现存十二塔之一，为明代建筑，挺拔雄奇。由

此向北，就是有名的“后大塘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该地历史悠久。

代岭大队有裴天祜墓(裴天祜又名鹤洲，明光禄寺卿，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执友)，邵林大队

有明户部主事邵思忠墓；西关大队有宋参知政事(副宰相)胡松年墓葬遗址；汪庄大队有明工部

主事汪彤程墓。

境内有玉带河。“玉带回环”为“赣榆八景”之一(已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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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赣马公社 Ganm石G6ngsh吾

城里大队 Ch否nglT DadLrr

城 里 Ch(mgll

马厂大队 H右ch右ng DaduT

马 厂 M石ch石ng

马厂南村

半路大队

半 路

竹 园

西关大队

H石ch石ngn石ncon

Banl0 DaduT

Banla

ZhOyu石n

XTguUn DaduT

西 关XTguSn

张园大队 ZhOngyu丘n Dadu7

朱 家 庄

王 林

于

王

张

冯顶

冯 顶

邵三庄大队

Zh0JiOzhuOng

Whn91．『n

YdzhuOng

W6ngjloxiOng

ZhOngyu石n

F百ngdTng Dadul

F6ngdTng

ShaosOnzhuOng DaduT

邵 三，庄 ShOosOnzhuOng

仲 三 庄 Zh6ngs右nzhu石ng

李 三 庄LTsanzhuang

位于县城北但西。因公社驻地是赣榆县旧县城，又附近有

较大集市马厂，故名。公社驻城里。

驻城里。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638亩，29101：1人，以

农为主。 ，

系赣马公社和城里大队驻地。因居旧县城城垣内而得名。

嵌儡林外史》作者吴承恩曾在此住留八年。

驻马厂。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722亩，2848口人，以

农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南。约明朝中期，因旧官兵常在此放马而取

名马厂。

位于公社驻地南。因位于马厂南而得名。

驻半路。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680亩，860口人，以农

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西南。因距马厂半里路而取庄名半路．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因村周围长有竹子而取庄名竹园．

驻西关。原名西关大队，一九五九年改称千巢大队，一九

八一年复名。有耕地383亩，550口人，以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因地处旧县城西门外，故名。西关’，一

九五九年改称。干榘”，一九八一年复名。

驻朱家庄。以所辖村庄取名。有耕地2702亩，2043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北。约五百年前，以朱姓取名朱家庄。

位于公社驻地北。因原有一王姓官吏埋在此处，庄以。王陵。

演变定名。

位于公社驻地北。以于姓定名．

位于公社驻地北。以王姓定名。

位于公杜驻地北。该村原经营菜园，借此以张姓取名．

驻冯顶。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793亩，582口人，以农

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北。庄址地势高，以冯姓取名冯顶。

驻邵三庄。以驻地树庄取名。有耕地816亩，786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北。因庄距旧县城约三里路，借此以邵姓

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西北。

位于公牡驻地西北。

同邵三庄以仲姓取名。

同都三庄以李姓取名．

9

庄巷园

队

家

大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顾庄大队 GSzhu石ng Dadu．『

顾 庄

石 家 村

车 庄

陈三庄大队

陈 三 庄

邵林大队

Gezhu8ng‘

ShlJlOcOn

Ch百zhuUng

Ch否ns石nzhu石ng DSdu．『

Ch吾ns石nzhu石ng

ShSoll．n Dhdu-f

邵 家 林 ShSojialJ『n

北刘庄大队 B引i6zhu石ng Dadu_『

刘 庄

大上堰大队

LiSzhuang

Dhshangyan DaduT

大 上 堰DSshSngySn

中上堰大队 ZhSngshSngySn DaduT

中 上 堰

西上堰大队

西 上 堰

卢上堰大队

卢 上 堰

张村大队

张 村

司坞大队

Zh6ngshangyan

XTshangySn Dadu．『

XTshangySn

LdshSngySn DSdu7

LOshSngySn

Zh石ngcon DSdui

ZhangcOn

STw0 D5duT

司 坞 STwO

南庵大队 N6n’an Dadu．『

jD

驻顾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828亩，713口人，以农

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以顾姓定名。
一

位子公社驻地西。以石姓定名。

位于公社驻地西，以车姓定名。

驻陈三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400亩，477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同邵三庄以陈姓取名。

驻邵家林。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74亩，601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因明户部主事邵思忠墓在此，庄以“邵家

陵”演变定名。．

驻刘庄。原名刘庄大队，一九A,--年更为北刘庄大队。有

耕地364亩，338口人，以农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西。以刘姓取名。

驻大上堰。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764亩，697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传说古时土地按等级分上、中，下堰．

据说此地被封为。上堰。，该村大，故名。

驻中上堰。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04亩，570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名称来历同大上堰，以方位取名。

驻西上堰。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71亩，608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名称来历同大上堰，以方位取名。

驻卢上堰。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80亩，650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名称来历同大上堰，以卢姓取名。

驻张村。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372亩，369E1人，以农

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以张姓定名。

驻司坞。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700亩，740ICl人，以农

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约三百年前立村，因有丝瓜爬至屋顶

而得名。丝屋’，后以司姓演变定名。

驻南庵。原名南庵大队，。文革。时改称胜利大队，一九八

一年复名。有耕：1也387亩，410口人，以农为主．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南 庵 Ndn’an

三 宝 庄

古河套大队

东古河套

西古河套

孙 园

柏南庄大队

柏 南 庄

董 南 庄

S0nb石ozhuOng

GSh百tao Dadui

DonggSh否tao

XTgSh百tao

S0nyu石n

BSin6nzhuOng Dadu7

BSin石nzhuang

DSngn6nzhuong

徐南庄大队 ×6n石nzhu石ng DaduT

徐 南 庄

许 南 庄

五 里 墅

X0n6nzhuong

XSn石nzhuang

W口lTsh0

代岭大队DailTng Dadui

代 岭

杜高巅大队

杜 高 巅

董大园大队

董 大 园

林头大队

林 +头

北汪庄大队

汪 庄

高巅庙大队

DallTng

DOgSodlan DaduT

D09aodldn

D6ngdayuSn Dadu7

D6ngdayu丘n

LTnt6u DaduT

Lint6u

B若iw石ngzhuang Dadu7

Wangzhuang

G00diOnmiao DaduT

高 巅 庙 GaodiOnmlao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此地原有座尼姑庵，又因庄居大上堰

南，故名’。文革”时改称胜利，一九]k--年复名．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传说古时有兰个老人在此得宝，敌名．

驻东古河套。以管辖村庄取名。有耕地1766亩，2500口人．

以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南。有古河绕庄，借此以方位取名．

位于公杜驻地南。以居东古河套方位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西南．以孙，寰两姓演变定名．

驻桕南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988亩，1162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杜驻地南。庄居旧县城南，借此以柏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南。名称来历同柏南庄，以董姓取名．

驻徐南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996亩，2302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南．名称来历同柏南庄，以徐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南．名称来历同柏南庄，以许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南。约清末，青口商人在此建了庄囝，因青

口到此五里路，故名。

驻代蛉。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00亩，550口人，以农

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南。庄后原有岭，借此以代姓取名．

驻桂高巅。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593亩，576口人，以

农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东南。因庄址在高地上，借此以杜姓取名。

驻董大园。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397亩，389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庄后原有大竹圃。借此以董姓取名。

驻林头。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478亩，480口人，以农

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因庄原居树林旁，故名。

驻征庄．原名汪庄大队，一九八一年更名为北征庄大队。有

耕地469亩，203口人，以农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东南．以汪姓定名。

驻高巅庙。原名高巅庙大队，。文革’时改称向阳大队，一

九八一年复名。有耕地472亩，462口人，以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此地原有白云寺，又庄居高地上，遂

借此以高姓取庄名高巅庙，。文革。时改称向阳，一九八一

年复名．

II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备 注

大高巅大队Dagaodlon Dc3du．『

大 高 巅Dagaodian

陈高巅大队 Ch百ngOodion Dadul'

陈 高 巅

小 朱 旭

大朱旭大队

Ch6ngOodlan

XI石ozhoxO

DazhoxO DaduT

大 朱 旭Dazhoxa

邵 庄

湾子大队

王 湾

丁 湾

于 湾

吴 湾

张 湾

祁 湾

尚 湾

焦 湾

大湾子大队

大 湾 子

杨庄大队

杨 庄

左庄大队

左 庄

小 杨 庄

木头沟大队

Shaozhuong

W0nzl DaduT

W6ngwanzl

DTngwonzl

YdwOnzI

Wdw石nzI

Zhangwanzi

QfwanzI

ShOngwOnzl

JlOow石nzl

Dawanzi Dadut

Daw石nzl

Y6ngzhuOng Dadu7

Y6ngzhuOng

Zu6zhuOng Dadul

Zu6zhuOng

×l石oy石ngzhu石ng

MOt6u96u DaduT

木 头 沟 M0t6ugou

12

驻大高巅。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438亩，1376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原是王，周，顾三个。高巅。村，合作化

时兰村台并，定名大高巅。

驻陈高巅。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 529亩，1479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庄居高地上，借此以陈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该村小，随。大朱旭”取名。

驻大朱旭。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2085亩，2726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该村大，又近海，太阳一出即照耀村

庄，以此命名大朱旭。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l；l郦姓定名。

驻王湾子。以管辖村庄取名。有耕地3015亩，2795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庄居河湾处，借此以王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同王湾予以丁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同王湾予以于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同壬湾子以吴姓取名。

位子公社驻地东南。同王湾予以张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同壬湾予以祁姓取名。

位子公社驻地东南。同王湾子以尚姓取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南。同王湾子以焦姓取名。

驻大湾子。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957亩，787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庄居河湾处，又大，故名。

驻杨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325亩，995口人，以农

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东。以杨姓取名。

驻左庄。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830亩，9911：1人，以农

为主。

位子公社驻地东。以左姓定名．

位于公社驻地东。因是由。杨庄”分出，敏名。

驻木头沟。以驻地村庄取名．有耕地1459亩，1244口人，以

农为主。

位于公社驻地东。传说村内沟里出木头盖过庙，以此命材

名木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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