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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县地名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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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县地名录》是一本介绍淮阴县地名的工具书。它是在全

县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的地名资料，是

今后各级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使用各类地名的法定依据，也是国

家地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份。书中有我县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和读

音，有县、社，镇、场的概况和地名图，还有重要的专业部门、名

胜古迹、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等概况。本书文字简练，地名书

写规范，直接为新闻报导、公安户籍、邮电通信、交通运输、行政

管理、文教科研、测绘、国防等有关部门提供完整、准确、标准的

地名资料。

《淮阴县地名录》是地名普查的重要成果。我县广大干部，群众

和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家有关文件

规定的精神，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共普查了地名3 9 9 4条，

其中生产大队4 2 7条，自然镇3条，自然村3 3 7 0条，建筑物

l 1 2条，其它地名8 2条；建立地名卡片1 0 4 3张；撰写文字

概况5 l篇；转绘了1 t 5 0 0 0 0地名图。对主要地名的来历含

义、历史沿革和地理概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核对考证后，

组织专人编写，’本着地名要保持稳定的原则，根据国务院《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通过走访群众，查阅资料、对

一些含义模糊、来历不清或一名多用的地名，经上级政府审批，作

了命名或更名。全县共更改了3个公社名称，更改、恢复1 0 8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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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名称。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使用，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的编排，以公社、镇、场为单位，先排公社、镇、场

驻地及其所在的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则按所在单位平时的>--j惯

顺序排列；其它地名，则按同类别集中排列，对行政区划和居民地

名称全部照录(以地名普查时的资料为依据)。专业部门使用的名

称、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只录了其中重要

的一部份。

二、书中使用的数字，是一九八二年底县统计局统计数字的概

数(标明年限者除外)；行政区划、人I：I用地名普查时的概数；行

政区划面积均为约数；海拔为黄海高程。

三、因全县气候特征基本一致，故只在县概况中作了介绍，略

去各公社(镇、场)有关的文字叙述。

四、各公社(镇、场)所绘的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

作实地测绘，仅作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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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查找地名，特编了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

今后，各级行政、企事业单位使用各类地名时，都应以本书为

准。地名的更名、命名，必须按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经县或县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生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更改地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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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阴 县 概 况

·淮阴县位予苏北中部：东邻涟水、淮安，西接泗阳，西南濒洪

泽湖，‘北隔六塘河与沭阳相望，中部三面环抱清江市。面积一千三

百八十八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余万，绝大部份系汉族，亦有少数回、

满、蒙古族。现辖二十六个公社，一个镇，二个果林场。共有四百

二十七个大队，三千三百七十个自然村，三个自然镇(渔沟、杨庄、

码头)。
。

，5、

淮阴历史悠久，r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青

莲岗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末期隶属吴楚。秦时设县属泗

水郡。因县城码头镇位古淮河之南而得名。。汉初属沛郡j新莽(公

元9～23年)改淮阴为嘉信。东汉(公元25—220年)将淮阴并入东

海郡。其中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改为下邳国，建安十一年(公

元206年)．国除复置。三国(公元220一265年)属魏。南北朝时为宋：

齐、梁、东魏、北齐、陈辖地，曾名兖州镇、北兖州、寿张县、怀

恩县等。隋大业初并入山阳(今淮安)。唐复立淮阴县。金天会十

三年，。即南宋绍兴五年(1 135年)废县为镇。自南宋咸淳九年(1273

年)至民国(1914午)均称清河县。由于淮河常年泛滥，县城几经迁

徙。元代从大清口迁至甘罗城、小清口，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县城移至清江浦。同治三年(1864年)漕督吴棠于此筑砖城。民国

三年(19 14年)复称淮阴县I 1一九四五年九月解放，后来曾被国民

党反动派占领。c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一九五一年

枞黟知、∥-“知一rF一一-r≮·|．．一一。—∥．畛1虹_5p．。一‰≠



一月划城区为清江市，与淮阴县分治，一九五八年合并称淮阴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又分治，县名仍淮阴，市则复名清江。县党政机

关驻王营镇。

淮阴县是老革命根据地，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史。一九二七年

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建立，翌年，中共淮阴县委成立。一九三O年，

县委领导大兴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震惊了地方反动势力。一九三

九年抗日义勇队成立，这支淮阴人民的抗日武装后成为淮河大队的

一部份，它为淮阴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九四六年

秋，我军战略转移，地方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敌后游击斗争，

不断给蒋匪军和地主还乡团以沉重的打击，周文科、戴家英、吉同

袍、吴志举、高海明等同志在斗争中英勇献身，并留下了许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事迹。

全县地势西南部高，东北部低，高程在八至十六米之间。在全

县面积中平坡地占百分之八十，水面占百分之五，其余为高岗地。

土壤主要有沙壤土、碱土、黄粘土、壤土和一部份砂礓黑土。境内

河流较多，京杭运河横贯东西，淮沭新河纵穿南北。此外j还有盐

河、张福河、六塘河、民便河、废黄河、跃进河等。淮沭新河与洪

泽湖相通，为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

淮阴属温暖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干冷，夏季湿

润。六月下旬进入雨季，年平均降雨量九百五十八毫米。年平均气

温14。C，最冷月(1月)平均为0．1。C，最热月(7月)平均为26．9。C。

近十年来有夏季高温降低，冬季低温升高趋势。十一月初可见初

霜，终霜在四月上旬。年平均无霜期二百一十天。，常年主要自然灾

害有涝、旱、渍和霜冻、台风、大风以及局部冰雹。

寥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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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党对淮阴人民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为关怀。

一九五八年秋，刘少奇同志亲临淮阴视察，并在丁集公社和社员一

起参加劳动。 ：

在党的领导下，淮阴人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新建、

加固防洪堤，建立了五大灌区，i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

六十。还有较大的水利工程，如；淮阴闸、淮阴船闸、淮沭新河船

闸、盐河船闸等。对灌溉、排洪：’航运起了很大作用。。。． ‘，．：

全县耕地约一百一十万亩，其中旱田占600／0，水田占40％。

粮食作物有三麦、水稻、玉米、山芋、大豆等；经济作物有甜菜，

烟叶，花生、油莱等。一九八二年粮食总产量(包括大豆)六亿八

千九百八十三万斤，比解放初(1 9 5 2年)增长了四倍多。 此

外，年产花生六百九十七万斤。年底生猪存栏量二十三万七千多

头。种猪场培育的“新淮猪”闻名全国，远销国外。全县收蚕茧三

万一千七百多担。

解放后，县、社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近十年来，县办工业由小

到大，社队工业从无到有。主要有制糖、纺织、化工、。机械、 电

力、建筑材料、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县社工业企业由一九五三

年的一个增加到二百三十二个。工业产值由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九十

四万元增加到一亿零八百九十九万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二千二百

三十九万元)。淮阴县制糖厂生产的棉白糖，色泽洁白，在江苏省

同行业中受到好评，一九八二年获地区优质产品奖。年产糖二千五

百一十四吨，产值四百六十六万元。全县主要工业企业集中在王营

镇。 ，：

交通运输方面改变了解放前不发达的状况。主要公路有宁



淮、淮沭新：徐淮、淮高灌、淮涟等。多数公社通汽车。通航河流

有京杭运河、盐河、淮沭新河、张福河等，通航里程达二百多公

审
：工0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财贸事业发展很快，商业网点遍

布城乡，物资交流通畅，市场繁荣，商品销售额增长。．一九八二年

社会商品零售额达一亿一千三百二十七万元，其中消费品零售额达

七千七百五十一万元，与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需要基本

相适应。 ．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小学由一九五O年的二百

六十八所发展到四百二十五所，中学由一九五二年的二所发展到三

十一所，学生入学率显著提高，中小学在校生由一九五二年的四万三

千多人增加到十七万七千多人，增长了三倍多。全县大力扫除文

盲，还开办了业余电大，为广大群众业余学习提供了方便。县有

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电影管理站；公社有广播放大站、文化

站、电影队等，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了文化网，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

化娱乐生活。县设医院_所，中心卫生院五所，公社卫生院二十三

所，共有病床八百七十张(包括简易病床)。还有防疫站、妇幼保

健所，有效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卫生健康水平。．』

县内有著名的革命纪念地一一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陵园大

门两旁，有当时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题的“由陕西到苏北

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之挽联。陵园内

有三墓(一是八十二烈士墓、_是淮阴县副县长周文科烈士墓、一

是三师七旅十九团参谋长刘志国烈士墓)、一碑亭、一祠。亭内石

碑镌刻李_氓同志“淮阴八十二烈士墓碑记”，烈士墓两侧有黄克

。．，、鹣
簪a￡§1．；盛量—秒《蕺，p}



④

诚、张爱萍同志亲笔题词。祠内有朱德、陈毅同志对刘老庄战斗高

度赞扬的文章节选；有党、政、军、机关、学校、人民团体送的挽

联。园内栽满长青松柏，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每逢三月十八日来这

里参加纪念凭吊的人络绎不绝，烈士陵园已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

单位之一。
、

淮阴县境内古迹、遗址有西汉时的“漂母墓”，明正德年间

的“惠济祠”碑，清康熙午间为镇堤御洪的“铁水牛”，清乾隆年间

琉球国朝京通事“郑文英墓”。另外，还有秦时“淮阴故城”、“甘罗

城”，西汉时“韩侯故里”，“韩侯钓台”、“胯下桥”，金时“娘子庄

铜台院”，元时“旧城”遗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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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营镇 概 况

王营镇位于淮阴县中部，南隔废黄河与清江市为界，北和果林

场为邻，东西两面同小营公社接壤，面积约五平方公里。

该镇乃苏北平原的古老小镇之一，旧称王家营。据《王家营

志》记载： 。自明设兵卫于各行省，厄寨岩疆，调垒棋布，战功世

袭者，居其地而不迁，邑境为大河卫，受成于中军都督府，为营者十

数，王家营之名盖至此始也”。明清两代，淮阴居水陆要冲，漕运

总汇。王家营则有“南船北马”之称，为进京孔道。时王家营旅店

密布，铺张豪华，有轿车厂百余家，大车厂四十余家，日出车千辆，

还有十余家骡店专给骑乘，计程取值j“虽舆抬贱柰，能为京师音”。

清道光十一年，淮北盐栈迁至王家营，设有十八家盐栈，此地成了

淮盐转运I：t岸。一九一O年兴修西坝至杨庄、清江铁路头两条运盐

小铁路，将淮盐经淮河和京杭运河运往东南数省。当时王营街道较

宽，街市繁荣，清代诗人顾炎武过王家营时写道： “行人日夜驰，

此是长安道”。

解放后，王家营更名为王营镇。一九五八年淮阴县与清江市合

并称淮阴市，王营镇命名为王营人民公社．一九六四年县、市分治，

王营人民公社更名为淮海人民公社，属清江市。一九七二年，淮海

人民公社划归淮阴县称王营镇，现辖八个居委会，三个农业大队，

二万五千余人，绝大部份为汉族，亦有少部份回族。

解放后，壬营镇面貌为之一新。一条宽阔的北京路横贯中心，



百货、烟酒、五金、土产、饮服等公司营业楼分布路的两侧．一条

新拓宽的淮北路纵穿镇的南北。镇的工业生产蓬勃发展，一九八O年

镇办工厂达十六个，有职工三千多人，年工业产值一千二百多万元。

王营镇农业以蔬菜为主，面积五百二十亩，年总产四十万斤，

基本上保证了城镇居民的蔬菜供应。

镇的交通比较发达，盐河横贯境内，通航可到涟水、灌南、灌

云、连云港等地。公路有徐淮、淮高灌、淮涟、淮沭新等线都经过

境内，为苏北交通的咽喉。

王营镇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小学三所、中

学一所，县属小学一所、中学二所，在校学生近七千人。全镇设有

三个电影院，一个体育场、文化站。县属文化馆、图书馆均在境内，

从而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镇还设有中心卫生院一所，县医院、

地区医院、传染病院都在境内，城镇居民的防病治病极为方便。

古迹有清乾隆年间琉球国朝京通事郑文英墓，位于淮海中学的

西侧，县图书馆内，省已拨款修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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