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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由人类的社会活动产生的。随着地球形态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作为

代表某一地域的名称(即地名)也在兴灭、更替和演变。为了更好地使用和管理地名，国家

从一九七九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地名普查。我县从一九八。年十二月起用9个多月时间，

以公社(镇，场)为单位对全县地名进行了普查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共查地名2209条，

其中行政区划334条，自然镇6条，自然村1587条，专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37条，人工建筑物

139条，自然地理实体106条。更改公社名1条，生产大队名87条。新命自然村名341条。撰

写文字概况33篇。

《金湖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成果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调核、整理、充实、提

高后编辑出版的，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理、历史典籍。它采取以录为主、录志结

合的形式。对所录标准地名加注汉语拼音和简要阐明其来历含义，公社(镇、场)级以上行政

区划和重要地名附有文字概况，编绘有县，公社(镇、场)的地名图(渔业公社因其辖地分

散，没单独绘制，在银集、白马湖公社，复兴圩、宝应湖农场图上分别反映’县属粮棉原种

场，稻麦原种场、林场、果园均在黎城公社图上反映)和富有地名特色及出土文物的照片

等I录末编有国务院、省，县的有关文件和地名汉字首字笔画检索表。

本录所录地名较全，准确可靠，是行政管理、新闻报导，公安户籍、邮电通讯、交通运

输，军事，测绘等部门及社会各方面使用地名的法定依据。

为了方便使用本地名录，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本录编排以镇，公社、场为序，其驻地和所辖生产大队等、自然村依次分列于后，

=、因全县气候基本一致，故只在县概况中予以反映，各公社(镇，场)就不再赘述，

三，本录中所引用数字除注明年限者外均为一九八一年底县统计局统计数字的概数，有

关资料亦截止一九八一年底，地面真高，海拔等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基准面，

四、县、公社(镇、场)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限只作示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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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录中有些地名历史源远，演变复杂，文字较多，备注栏难以说清，故采用小注法

以飨读者。 ．

本地名录所录名称均按上级有关文件经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社会各方面使用地名都应

以此为准。以后凡命，更地名都须按国务院有关规定，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生

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更改地名。

(内封面照片为黎城镇俯视景之一角。姜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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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湖县概况

金湖县位于江苏省中部偏西，地处淮河下游。西与盱眙、西北与洪泽，西南与安徽省天

长县接壤，东北与宝应县毗邻，北滨白马湖，东南临高邮湖。在东径118。53，～119。22，、北

纬32。477—33。131间，广44．2公里，袤47．3公里，总面积1340余平方公里。辖1个镇、18个公社

(其中1个渔业公社)，4个场圃，另有2个省属农场和2个部队农场，共6个居民委员会、275

个生产大队、38个社办蚕桑场、林场、农科站等，6个自然镇，1484个自然村，77500多户，

32万余人，除60多名回、壮、蒙古、土家，黎、满、傣、畲族外均汉族。县人民政府驻黎

城镇，距有府南京105公里。

金湖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八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人类进入阶

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之间互相争战，王朝屡易，地域归属常更。禹划九州，隶扬州之域，

春秋属楚；秦属东海郡，汉置平安县(县治平安城，在今县境东部)，属广陵郡，三国属

魏，南齐建元二年(公元四八。年)于石鳖(故城石鳖，三国魏邓艾筑，在黎城镇北)

立阳平郡，北周置石鳖县，隋文帝以平安城置安宜县，并石鳖县入安宜县，属江都郡，

唐淮南道楚、扬二州分削其地；宋分隶楚州、高邮军，元属高邮府，明、清隶扬州府，国

民党统治时期是宝应县第三、第七区和高邮县第八区的辖地；一九四。年新四军开辟根据

地后，在境内三河以北地区(包括原淮安县部分)设立淮宝县，在三河以南地区(一度包

括原高邮县、天长县部分)先后设立高邮县暨宝应湖西办事处、天高县、高宝县’--JL四

八年十二月宝应解放，一九五O年五月属淮宝县的北湖、吕梁，黎城三区划归宝应县，一

九五一年黎城区改名为金沟区，一九五六年一月撤销北湖区，其所辖划归几良、金沟二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吕良、金沟二区合并为黎城区}一九四九年撤销高宝县，所属之金沟睾、

闵塔、南湖三区划归高邮县，同年五月三个区合并为金沟，南湖两个区；一九五。年九

月金沟区改为闵塔区；一九五四年撤销南湖区，其所辖划归闵塔区，一九五七年合并区乡后

为两区十三乡：黎城区(属宝应县)，下辖官塘，黎城、金沟，银集、唐港，滨湖，晶良，

新街八个乡，闵塔区(属高邮县)，下辖金南、卞塘、闵桥、塔集、横桥五个乡，一九五八

年四月宝应县撒区并乡，’同月高邮县闵塔区划归宝应县，一九五八年宝应县在该地区相继设

立“湖西工委”并“湖西办事处"，统一领导黎城、官塘、金沟，卞塘、吕良、新街、滨湖，

闵桥、塔集、银集、唐港十一个乡和宝应湖农场、县劳改农场(运西农场之前身)的党政各

务，一九五八年九月以乡建社，成立九个人民公社(其中宝应湖人民公社由滨湖、唐港、银

集三乡并宝应湖农场合建而成)，是时公社分并无端，一九六。年四月该地区11个人民公社

并两个国营农场约20万人由宝应县析出置县。因境内湖面宽广，鱼、虾、蟹、飞禽，芦苇、

菱、藕、蒲草等水产、水生资源丰茂，好似取之不尽的金银宝物，故取名为金湖县。建县初

隶属扬州专区，一九六六年划归六合专区，一九七一年六合专区撤销，隶属淮阴地区至今。

全县地势两高东低。三河以南，利东河以西地区为缓坡丘陵区，约占全县陆地面积的

27％，地面真高起伏在8—35．4米之间，北、东、南三面是湖荡相问的沿湖圩区，约占陆地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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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73％，地面真高在4．5—8．5米之间。境内河流纵横，湖泊众多。河流主要有三河、老

三河，利农河、大汕河，淮河入江水道等，湖泊有宝应湖、白马湖，高邮湖等。水面计63万

多亩，约占总面积的31％，是颇负荚名的苏北水乡。耕地52万多亩，约}L．总面积的26％。土

壤以粘土、重粘土为主，约占60％，砂土、自砂土约占20％，黑粘土约占20％。

金湖地貌本非今样。宋以前淮水既不入内，又无他水流经，三国魏邓艾为屯田积谷特置

白水塘以蓄水、汉之平安县治在今水域中等，都说明当时此地区是一片陆地。自宋太平兴国

八年(公元九八三年)黄水南徙夺淮后(一说宋熙宁年间)，二水合流，交于清口(今淮

阴县境内)，由于黄水多沙，久之沙停河浅，淮水难以由清i=l以下之故道入海，遂横溢四

流，项势东下，此地区便成了淮水的注潴之地。注而河成，潴则湖就。到明、清时金湖东境

之大部已沦为湖荡。史有“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串珠，三十六湖水所潴，尤其大者

为五湖。"的诗句。到一九七O年境内三河大坝并淮河入江水道建成后，淮水被南折入湖注

江，地貌又起了变化，东境湖荡水面丹趋缩小，陆地面积不断扩大，很多滩洼之地已相继被

移居群众垦植为田。

金湖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温暖多雨。年平均气温14．6。C，

最冷月为一月，月平均气温为0．8。C；最热月为七月，月平均气温为27．3℃；全年大于O℃的

积温平均为5330．2℃；平均无霜期217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136．3小时。年平均降水蹙993．7

毫米；七月平均降水为265．9毫米，一月为21．7毫米。灾害性天气主要有暴雨、冰雹、寒潮和

龙卷风等。暴雨主要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日降水大于或等于50毫米，年平均3．4次，大

于或等于100毫米，年平均0．5次；冰雹主要发生在六月上旬前后，一九六四年以来的十八年

间，在六月发生过8次；寒潮(24／b时降温10。C，最低降至5。C以下)平均每年2—3次；龙卷

风近几年常有发生。

金湖县自然资源丰富。沿湖荡湾盛产芦苇、蒿草、蒲草、菱、藕等。芦苇产量每年都在

3000万斤以上，是上等的造纸、编织和建房原料；蒿草，蒲草每年产数百万斤。湖、河、港，

汉中盛产鱼、虾、蟹，鱼种繁多不下数十种，虾有米虾、大虾等，螃蟹体大，肉肥、味美。

地下蕴藏有天然气、石油，较浅地层中的天然气已开发供金湖、洪泽二县生产化肥用，现又

进行更深地层的钻探。

金湖县以农业为主，工、副、渔全面发展。建县前，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粮食总产

徘徊在1亿斤左右；工业薄弱，仅有粮食加工和小型机械维修，年产值500万元左右}交通不

便，境内没有一条公路；文化卫生落后，学龄儿童入学率低，群众缺医少药。建县后在上级

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各项事业都有了迅速发展。

建县后，大搞农fH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先后开挖了大、中、小沟及各种渠道17700多

条，兴建配套的涵、闸、桥、机电站等1600多座，平整土地26万多商，完成土方1亿6千多万

方，实现了水利河网化，条田方整化。一九七。年淮河入江水道建成后，迸一步改善了排灌

条件，实行洪、涝分治，捉i葛了抗灾能力。耕地已实现机电或自流灌溉。农业生产使用机电

总动力已达到17万4千多马力。其中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700多台，排灌机械3500多台，配套

的犁、耙、水泵、脱粒机、插秧机等机械1万1千多部。县，社、队三级农业科技情报网已经

形成。县办有稻麦、粮棉原种场和农科所，以研究、培育、繁殖农作物优良品种，各公社办

有农科站，生产大队配有农科员，对推行科学种⋯起到了移{极td：JtJ。对农作物的病虫害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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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及时测报、防治。全县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兼种玉米、大豆等。～九八一年全县水稻

栽插面积39万多亩，麦类播种面积28万多亩，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播种8万多亩；产粮5亿

1千多万斤，产棉340多万斤，产油料430多万斤’粮食总产是建县初的5倍多，亩产粮1200多

斤，每个农业人口产粮近2000斤，向国家提供商品粮2亿多斤，商品率达40％。农业产值1亿

零7百多万元，占农、副，工总产值的45％。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实行工分

制，逐日累计，年终决分，一九八一年全县农村人均分配为163元。

工业已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体系。有就地取材的缫丝、纺织、造纸、粮油加

工工业，有面向群众的制药，建材、化工、无线电工业，有面向工农业的机械制造维修、造

船工业等。县办厂50多个，社、镇办厂100多个。年产值8800多万元，占农、副、工总产值

的37％，是建县时的17．6倍。其中化肥厂、油米厂、制药厂等年产值均在500万元以上。化

肥厂自-3L七六年起以县内地下蕴藏的天然气为原料后，成本大I嘧度下降，产量不断提高，

年产合成氨已由建厂时的3000吨上升到9000多吨，而且每年可节省标准煤碳1万多fIiff。金湖

县制药厂生产的蜜环片、白衙止咳片等药品除畅销国内各省、市外，一九八。年已进入国际

市场。县办厂主要集中在县城，社办厂主要设于各公社所在地。

副业生产以猪，禽，蛋为主，素有“禽、蛋之乡"的称号。一九七八年禽蛋收购量按人

平居全国第二位，受到国家商业部和合作总社的嘉奖。一九八一年全县饲养生猪29万多头、

家禽200多万只，缴售国家蛋品630多万斤，副业总产值3900多万元，约占农、工、副总产值

的16％。渔业生产近几年实行捕养结合的方针，产量逐年提高。现有养殖水面3万1千多亩。

一九八一年全县产鱼、虾、蟹800多万斤，除本县自销外，还外调支援其他省、市及香港等

地120多万斤。桑蚕业，最近几年注重发展桑地和提高科学饲养水平，生产能力逐年上升，

年收购蚕茧4400多担。

财贸业兴旺，商业销售网点星罗棋布，年社会商品零售额800多万元。农村群众储蓄年末

余额人平25元多。

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建县后新筑公路9条，通车里程150多公里。县内除唐港公社将要通

车外，其他社都已通客车，县外可直达淮阴、盱眙、扬州、南京等地。大道、机耕道密如蛛

网，队队可通拖拉机。航道150多公里，横贯县境的三河上通洪泽湖，下经金宝河通京杭运

河，可与上下数省相连，是全县水上运输大动脉。全县拥有各种客，货运输汽车200多辆，

客、货，拖轮70多艘，货驳200多条，机帆船数百条。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有了蓬勃发展。解放前全县只有几所小学，建县时只有1所6个班的黎

城中学，现有中学40多所，小学300多所，在校生7万多名，其中中学生约占32％，学龄儿童入

学率为97％，中、小学教师3000多人。同时还加强了幼儿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工作，有幼儿

班园100多个。文化娱乐设施初具规模，县城有文化馆、广播站、图书馆、工人文化宫、体育

场、乒乓馆各1个，影剧院2个，电视差转台1座；各公社都办有文化站、广播放大站、电影

队，大多数公社都建有兼营影、剧的大会堂，全县有淮剧团1个，电影队43个。卫生事业有

了发展，已形成了县、社、队三级医疗网。县城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所、药检所、医药

公司、人民医院等，各公社都设有卫生院，各生产大队都办有合作医疗室；县属各厂、场都

设有门诊部，所。全县有病床700多张，医务人员1000多名，赤脚医生500多名。全县人口出

生率为12．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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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琮、石壁，战国时楚国的金币“郢爱，，，汉时的陶鸡

舍、陶瓶、陶瓿，铜镜等。官塘公社境内的磨脐墩是西周聚落遗址，有文物出土。

4

宰金沟镇位于当时的宝应，高邮二县交界处，金沟所冠以的区名二县都用过，但内含是

不同的。自一九五。年九月高邮县的金沟区改名为闵塔区后，此名称一直被宝应县所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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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录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包括概况和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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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镇概况
黎城镇位处金湖县中部偏西。是金湖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东邻金沟公社，西，南连黎城

公社，北濒三河。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辖6个居委会，1个蔬菜大队，1个半菜半农大队，89

个居民小组，12个生产队，34-自然村，5800多户，23000多人，除40多名回、蒙古，壮，土

家，满，畲等少数民族外均属汉族。镇政府设人民路15号。

黎城镇由宋高黎王城演变而名。高黎王城系北宋治平(公元一O六四——一O六七年)

年间高黎王筑，高一丈，周迥一里四十武。《宝应名胜纪略》云：高黎王城在县西南八

十里，其城至今尤存。中有居民数百户，楼屋稠密，列肆通商，俗呼黎城镇。日月流

逝，世道变迁，近千年来黎城镇历尽沧桑，饱偿了兵乱，水患，匪窃之苦。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前夕，黎城镇有居民200多户，近千人，有铁铺、油坊，面坊，槽坊，茶食店，卷烟社、

店铺等近百家。一九五九年，金湖建县前夕全镇居民150多户，南北向小街1条，长约300米，

民房300多间，多为草房。黎城镇清时设过巡检司，国民党统治时是宝应县第七区区公所所

在地，解放后是黎城区区公所、湖西工委所在地，一九六O年金湖县成立后，县人民政府设

于此，一九六二年设置镇人民政府，使濒予衰败的千年古城得到了新生和发展。

市政建设初具规模。全镇22条路，街，巷，主次干道总长12公里多。主要街道有建设

路、人民路，健康路，路宽道直，为黑色路面，路下设有排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建成区

面积2．6平方公里，约占行政区划面积的60％，是建县时的26倍，居住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

米，是建县时的40多倍。

交通事业发展较快。陆路有长途班车抵达南京，扬州，淮阴，盱眙等地，县内农村公共

汽车可达各社，场。县汽车站设人民路26号，每天发车50余班次。水路有客轮通宝应县。

镇内有县办工厂50多个，镇办厂8个。有粮油食品工业，轻纺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

业，建材工业等，年总产值6000多万元，其中镇办工业产值230多万元。

解放初，只有1所小学。现有完全中学2所，初级中学1所，完全小学5所，相当于中等师

范的县教师进修学校1所。在校生共5000多名，其中中学生约占49％。县属广播站，电视差

转台．文化馆，图书馆，工人文化宫，影剧院、体育场等均设镇内，镇办文化站1所，这些

文化设施对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卫生事业发展较快，医疗条件有所改

善。县人民医院、镇医院均设镇上。有病床200多张，医务人员近200人。医疗设备比较齐

全，中，西医兼治，西医分设内，外、五官，妇产、小儿等科。镇上还设有县医药公司，县

卫生防疫站，药检所等。

商业繁荣，商业网点星罗棋布，是全县最大的工，农，副产品集散地。镇境处于缓坡丘

陵和沿湖圩区的结合地带，地势基本平坦，略呈西高东低。利农河纵贯镇境，城中河横贯西

部，东流入利农河。镇郊有耕地1500多亩．其中菜地600多亩。蔬菜年产量700多万斤，上市

蔬菜有80多个品种。自动喷灌菜地300多亩，约占菜地总面积的46％。兴建玻璃温室270平方

米，塑料大棚540平方米，使部分夏令品种能提前上市。农田900多亩，主产水稻和小麦，一

九八一年水稻亩产900多斤，小麦亩产近500斤，粮食总产达100多万斤。镇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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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金 湖 县

黎 城 镇

蔬菜大队

大兴大队

新居村

新 民村

水上新村

建设路

人‘民路

健康路

大 新路

新村路

沿河路

城 中路

朝 阳路

利 农路

跃进路

。大庆路

湖滨路

向 阳路

交通路

三 河路

新建路

黎城街

黎城街一巷

黎城街二巷

黎城街三巷

黎城街四巷

汉语 拼 音

JTnkd×ian

Uck否ng Zr奄n

ShOcai Da：u7

DaxTng Da：uT

XTnjOcOn

×Tnm7n∈0n

ShuTshang×Tncon

Jlansha LO

R否nmTn LO

Jlankang L0

Da×Tn LO

×TncOn LO

Yanh6 L0

Ch6ngzh6ng L0

Ch60y6ng L0

LTn6ng L0

Yu每fln La

DaqTng LO

H5bTn L0

×iangy6ng L0

Jlaotong LO

Sanh6 LO

XTnjlan L0

Uch6ng Jl吾

Li'ch6ngjt百1一×Ian j

LTch6ngjlB 2一×lang

Uch6ngjlB 3一×ijnj

Lich百ngjl百4——×ia 10

备 注

位江苏省中部偏西．1960年由宝应县析置。面积1340
余平方公里。人口32万余。县人民政府驻黎城镇。

宋高黎王城演变而名。1962年设立镇治。金湖县人
民政府驻地。镇人民政府驻人民路15号。

主业种蔬菜。有菜地100多亩，700多人。大队部驻
健康路16号。

以原大兴庄取名。有耕地1400亩，1500多人。

系新建居民点。

新规划的农民居住区。

船民定居陆地形成的村落。

系主要街道。东至利农闸，西至房管所，长约2千
米。

系主要街道。北自县政府大f-j，南至城南桥，长约
1千米。

系主要街道。东自食品厂，西交新建路。长约1300
米。

西接建设路，东至造纸厂东。长约1 100米。

大新路南，西交利农路。长约1千米。
。

建设路北，东自黎城街．西交新建路，长约1100
米。

建设路南，东至利农河．西交新建路。长约1200
米。

健康路南，东至规划的黎城街，西交人民路。长约
500米。

北自利农闸，南至磷肥厂。长约3千米。

健康路南，东自规划的黎城街，西交新建路。长约
1200米。

东白化肥厂，西至三里桥。长约1300米。

黎城街西，北交沿河路，南交建设路．长约200米。

黎城街西，北交建设路，南交城中路．长约200米。

人民路东，北至三河边，南交城中路．长约700米。

建设路北，北至三河边，南交建设路．长约300米。

人民路西，北至三河边，南至加油站南。长约2千
米。

为建镇前的旧有街道。北至三河边，南至城中河
(现规划至跃进路)o

位黎城衔北段西，长约100米。

位黎城街北段东，长约1 00米。

位黎城街中段西，长约70米。

位黎城街南段东，长约150米。

黎城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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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名 称

闸 东巷

红

闸

向

红

新

红

居委

居委

居委

居委

居委

居委

12 黎城镇

汉语拼 音

Zh6dOng X16ng

H6ngqi J0w否ihuT

Zh6dOng J0w首ihui"

Xlangy6ng J0w否ihu}

H6ngw吾i J0w荟ihui

XTnji6n JOw否ihul

H6ngxTng JOw吾ihui

备 注

位大新路西段北，长约300米。

会址在黎城街47号。

会址在大新路28号。

会址在黎城街9 l号。

会址在健康路15号。

会址在人民路13号。

会址在建设路142号。

厶玄

厶驾

厶夏

厶互

厶夏厶霉旗东阳卫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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