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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县地名录》是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暂行规

定》和中国地名委其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为依据，在完成

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编纂的。本册向各部门和广大革众提供

标准地名资料，为加速建彀社会主又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服务。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广

大荤众的支持下，囱一九七九年参开始，历时两年多才全面完成。全县

共调查审核了各类地名5380条，填写了地名表3种、8l册， 地名卡片

1232强，编写了各类概况文字78缩，7万多字，选拍照片104帧， 处理

了重名大队63个。同时，在l：5万的我县地图上料正了错字、错位的

地名433个，新标洼地名647个，新给制l：5万的县和各社(镇)地名

图27幅。

本册选录了全县包括行政区划、专业埸、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

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等各类主要地名共4484条。这些地名是在普查中

根据‘‘照顾历史，符合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竹和。可改可不改者

不改竹的原则，广泛征求意晃后确定下来的。 并按照。法定的书写、

标准的蓣音、健康的含义一的要求，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哩。各类地

名都附有汉帮拼音，这既避免了地名镄音上的混乱，又符合国内文字改

革的要求，也有剩于国际嗣联系。因此，为了保在地名的稳定性，全县

各行各业和广大军众在使用地名时，应以本册所歹0地名为准，不能随意

更改o ．．



本册对不构成地名或不发挥地名作用的文物古迹、地貌、地物等不

予选录，对重名的囱然村，由于数量较多，照顾荤众习惯，俱按原村名

列入。地名图上所焓的县和各社(续)的界线，不能作为县和各社(续)

相互之嗣有争载地界的依据。本册各类概况文字中所引用的工农业产量

数字，是根据一九入一年县年报表。人口数字，．系根据一九八二年全国

第三攻人口普查统针。 ．·-_ ～． ．‘

。．，地名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社会主叉两个文明建

彀，，关系到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_顶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

性很强的工作·今后，?有关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根据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履行审批手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速反。 ，- 0、7

．
，‘，

M

‘．
莆田县地名办公室

⋯

， t ．

+’

i 、 一九八二年十；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r． ’。

，．， ⋯一 i

莆田县行政区划图’ 。· ’．j^：．

莆田县概况⋯⋯⋯⋯⋯⋯⋯⋯⋯⋯⋯⋯⋯⋯⋯⋯⋯⋯⋯⋯⋯⋯⋯⋯⋯⋯⋯⋯⋯⋯⋯”·(。’1)

城魔镇地名图 一 ．。1．，jt j．’j

城厢镇概况⋯⋯⋯⋯⋯⋯⋯⋯⋯⋯⋯⋯⋯⋯⋯⋯⋯⋯⋯⋯⋯⋯：⋯⋯⋯⋯⋯⋯⋯⋯⋯··(9 9

城席镇地名⋯⋯⋯⋯⋯⋯⋯⋯⋯⋯⋯⋯⋯⋯⋯⋯⋯⋯⋯⋯⋯⋯⋯⋯⋯⋯⋯⋯⋯．．．⋯⋯(12)

涵江镇地名图 ·． i一。’

涵江镇概况⋯⋯⋯⋯⋯⋯⋯⋯⋯⋯⋯⋯．．．⋯⋯⋯⋯⋯⋯⋯⋯⋯⋯⋯⋯⋯⋯⋯⋯⋯⋯⋯(16)

涵江镇地名⋯⋯⋯⋯⋯⋯⋯⋯⋯⋯⋯⋯⋯⋯⋯⋯⋯⋯⋯⋯⋯⋯⋯⋯⋯⋯⋯⋯⋯⋯⋯⋯(19‘)

城郊公社地名图 。- 。二

城郊人民公社概况⋯⋯⋯⋯⋯⋯⋯⋯⋯⋯⋯⋯⋯⋯⋯⋯⋯⋯⋯⋯⋯⋯⋯⋯⋯⋯⋯¨⋯(23‘)

城郊公社地名⋯⋯⋯⋯⋯⋯⋯⋯⋯⋯⋯⋯⋯⋯⋯⋯⋯⋯⋯⋯⋯⋯⋯⋯⋯⋯⋯⋯⋯⋯⋯(26)

西天尾公社地名图 ，’

’·

’西天尾人民公社概况⋯⋯⋯⋯⋯⋯⋯⋯⋯⋯⋯⋯⋯⋯⋯⋯⋯⋯⋯⋯⋯⋯⋯⋯j⋯。⋯．．(33)

西天尾公社地名⋯⋯⋯⋯⋯⋯⋯⋯⋯⋯⋯⋯⋯⋯⋯⋯⋯⋯⋯⋯⋯⋯⋯⋯⋯⋯⋯⋯⋯⋯(36)

梧塘公社地名图 ，．

，

梧塘人民公社概况⋯⋯⋯⋯⋯⋯⋯⋯⋯⋯⋯⋯⋯⋯⋯⋯⋯⋯⋯⋯⋯⋯⋯⋯⋯⋯⋯⋯⋯’(41)
梧塘公社地名⋯⋯⋯⋯⋯⋯⋯⋯⋯⋯⋯⋯⋯⋯⋯⋯⋯⋯⋯⋯⋯⋯⋯⋯⋯⋯⋯⋯⋯”⋯t(44)

涵江公社地名图

涵江人民公社概况⋯⋯⋯⋯⋯⋯⋯⋯⋯⋯⋯⋯⋯⋯⋯⋯⋯⋯⋯⋯⋯⋯⋯⋯⋯⋯⋯⋯⋯(47)

涵江公社地名⋯⋯⋯⋯⋯⋯⋯⋯⋯⋯⋯⋯⋯⋯⋯⋯⋯⋯⋯⋯⋯⋯⋯⋯⋯⋯⋯⋯⋯⋯⋯(50)

江口公社地名图 · ‘，，

江日人民公社概况⋯⋯⋯⋯⋯⋯⋯⋯⋯⋯⋯⋯⋯⋯⋯⋯⋯⋯⋯⋯⋯⋯⋯⋯⋯⋯⋯⋯⋯(57)

江口公社地名⋯⋯⋯⋯⋯⋯⋯⋯⋯⋯⋯⋯⋯⋯⋯⋯⋯⋯⋯⋯⋯⋯⋯⋯⋯⋯⋯⋯⋯⋯⋯(60)

黄石公社地名图

黄石人民公社概况⋯⋯⋯⋯⋯⋯⋯⋯⋯⋯⋯⋯⋯⋯⋯⋯⋯⋯⋯⋯⋯⋯⋯⋯⋯⋯⋯⋯⋯(65)

黄石公社地名⋯⋯⋯⋯⋯⋯⋯⋯⋯⋯⋯⋯⋯⋯⋯⋯⋯⋯⋯⋯⋯⋯⋯⋯⋯⋯⋯⋯⋯⋯⋯(63)

渠桥公社地名图

渠桥人民公社概况⋯⋯⋯⋯⋯⋯⋯⋯⋯⋯⋯⋯⋯⋯⋯⋯⋯⋯⋯⋯⋯⋯⋯⋯⋯⋯⋯⋯⋯(73)

渠桥公社地名⋯⋯⋯⋯⋯⋯⋯⋯⋯⋯⋯⋯⋯⋯⋯⋯⋯⋯⋯⋯⋯⋯⋯⋯⋯⋯⋯⋯⋯⋯⋯(76‘、)

．)

匙．r．¨

，l

，

，(●

●

、

●

●

●

¨-=U

～

戈

～

区

～

政

～

一了

¨

；

量目前

，。



华亭公社地名图

华亭人民公社概况⋯⋯⋯⋯⋯⋯⋯⋯⋯⋯⋯⋯⋯⋯⋯⋯⋯⋯⋯⋯⋯⋯⋯⋯⋯⋯⋯⋯⋯(81)

华亭公社地名⋯⋯⋯⋯⋯⋯⋯⋯⋯⋯⋯⋯⋯⋯⋯⋯⋯⋯⋯⋯⋯⋯⋯⋯⋯⋯⋯⋯⋯⋯⋯(84)

常太公社地名图

常太人民公社概况⋯⋯⋯⋯⋯⋯⋯⋯⋯⋯⋯⋯⋯⋯⋯⋯⋯⋯⋯⋯⋯⋯⋯⋯⋯⋯⋯⋯⋯(91)

常太公社地名⋯⋯⋯⋯⋯⋯⋯⋯⋯⋯⋯⋯⋯：⋯⋯⋯⋯⋯⋯⋯⋯⋯⋯⋯⋯⋯⋯⋯⋯⋯”(93)

蔌芦公社地名图

簌芦人民公社概况⋯⋯⋯⋯⋯⋯⋯⋯⋯⋯⋯⋯⋯⋯⋯⋯⋯⋯⋯⋯⋯⋯⋯⋯⋯⋯⋯⋯(104)

荻芦公社地名⋯⋯⋯⋯⋯⋯⋯⋯⋯⋯⋯⋯⋯⋯⋯⋯⋯⋯⋯⋯⋯⋯⋯⋯⋯⋯⋯⋯⋯⋯(106)

白沙公社地名图

自沙人民公社概况⋯⋯⋯⋯⋯⋯⋯⋯⋯⋯⋯⋯⋯⋯⋯⋯⋯⋯⋯⋯⋯⋯⋯⋯⋯⋯⋯⋯(115)

白沙公社地名⋯⋯⋯⋯⋯⋯⋯⋯⋯⋯⋯⋯⋯⋯⋯⋯⋯⋯⋯⋯⋯⋯⋯⋯⋯⋯⋯⋯⋯⋯(117)

庄边公社地名图‘

庄边人民公社概况⋯⋯⋯⋯．．J．⋯⋯⋯⋯⋯⋯⋯⋯⋯⋯⋯⋯⋯⋯⋯⋯⋯⋯⋯⋯⋯⋯⋯(124)

庄边公社地名⋯⋯⋯⋯⋯⋯⋯⋯⋯⋯⋯⋯⋯⋯⋯⋯⋯⋯⋯⋯⋯⋯⋯⋯⋯⋯⋯⋯⋯⋯(127)

新县公社地名图
”

新县人民公社概况一⋯⋯⋯⋯⋯⋯⋯⋯一’．．⋯⋯⋯⋯⋯⋯⋯⋯⋯⋯⋯⋯⋯⋯⋯⋯⋯“(137)

新县公社地名⋯⋯⋯⋯⋯⋯⋯⋯⋯⋯⋯⋯⋯⋯⋯⋯⋯⋯⋯⋯⋯⋯⋯⋯⋯⋯⋯⋯⋯⋯(139)

大津公社地名图
大萍人民公社概况⋯⋯⋯⋯⋯⋯⋯⋯⋯⋯⋯⋯⋯⋯⋯⋯⋯⋯⋯⋯⋯⋯⋯⋯⋯⋯⋯⋯(146)

大洋公社地名⋯⋯⋯⋯⋯．．．⋯⋯⋯⋯⋯⋯⋯⋯⋯⋯⋯⋯⋯⋯⋯⋯⋯⋯⋯⋯⋯⋯⋯⋯·(148)

灵川公社地名图 ·、

灵川人民公社概况⋯⋯⋯⋯⋯⋯⋯⋯⋯⋯⋯⋯⋯⋯⋯⋯⋯⋯⋯⋯⋯⋯⋯⋯⋯⋯⋯⋯(156) ·

灵川公社地名⋯⋯⋯⋯⋯⋯⋯⋯⋯⋯⋯⋯⋯⋯⋯⋯⋯⋯⋯⋯⋯⋯⋯⋯⋯⋯⋯⋯⋯⋯(158)

笏石公社地名图

笏石人民公社概况⋯⋯⋯⋯⋯⋯⋯⋯⋯⋯⋯⋯⋯⋯⋯⋯⋯⋯⋯⋯⋯⋯⋯⋯⋯⋯⋯⋯(163’1)

笏石公社地名⋯⋯⋯⋯⋯⋯⋯⋯⋯⋯⋯⋯⋯⋯⋯⋯⋯⋯⋯⋯⋯⋯⋯⋯⋯⋯⋯⋯⋯⋯(166)

北高公社地名图 、 √

北高人民公社概况⋯⋯⋯⋯⋯⋯⋯⋯⋯⋯⋯⋯⋯⋯⋯⋯⋯⋯⋯⋯⋯⋯o⋯⋯⋯⋯⋯(173)

北高公社地名⋯⋯⋯⋯⋯⋯⋯⋯⋯⋯⋯⋯⋯⋯⋯⋯⋯⋯⋯⋯⋯⋯⋯⋯⋯⋯⋯⋯⋯⋯(175)

东蠕公社地名图

东皤人民公社概况⋯⋯⋯⋯⋯⋯⋯⋯⋯⋯⋯⋯⋯⋯⋯⋯⋯⋯⋯⋯⋯⋯⋯⋯⋯⋯⋯⋯(181>
东嗡公社地名⋯⋯⋯⋯⋯⋯⋯⋯⋯⋯⋯⋯⋯⋯⋯⋯⋯⋯⋯⋯⋯⋯⋯⋯⋯⋯⋯⋯⋯。”(183)
东庄公社地名图

东庄人民公社概况⋯⋯⋯⋯⋯⋯⋯⋯⋯⋯⋯⋯⋯⋯⋯⋯⋯⋯⋯⋯⋯⋯⋯⋯⋯⋯⋯⋯(189)

东庄公社地名⋯⋯⋯⋯⋯⋯⋯⋯⋯⋯⋯⋯⋯⋯⋯⋯⋯⋯⋯⋯⋯⋯⋯⋯⋯⋯⋯⋯⋯⋯(191)

忠门公社地名图

忠门人民公社概况⋯⋯⋯⋯⋯⋯⋯⋯⋯⋯⋯⋯⋯⋯⋯⋯⋯⋯⋯⋯⋯⋯⋯⋯⋯⋯⋯⋯(195^)

忠门公社地名⋯⋯⋯⋯⋯⋯⋯⋯⋯⋯⋯⋯⋯⋯⋯⋯⋯⋯⋯⋯⋯⋯⋯⋯⋯⋯⋯⋯⋯⋯(198)

2



●

平海公社地名图

平海人民公社概况⋯⋯⋯⋯⋯⋯⋯⋯⋯⋯⋯⋯⋯⋯⋯⋯⋯⋯⋯⋯⋯⋯⋯⋯⋯⋯⋯⋯

平海公社地名⋯⋯⋯⋯⋯⋯⋯⋯⋯⋯⋯·0 0'B 0-⋯⋯⋯⋯⋯⋯⋯⋯⋯⋯⋯⋯⋯⋯⋯⋯

南日公社地名图

南日人民公社概况⋯⋯⋯⋯⋯⋯⋯⋯⋯⋯⋯⋯⋯⋯⋯⋯⋯⋯⋯⋯⋯⋯⋯⋯⋯⋯⋯⋯

南日公社地名⋯⋯⋯⋯⋯⋯⋯”⋯⋯⋯⋯⋯⋯⋯⋯⋯⋯⋯⋯⋯⋯⋯⋯⋯⋯⋯··：⋯⋯·

农林渔盐场

(221)

(223)

(229)

(232)

福建莆田赤港华侨农场概况⋯⋯⋯⋯⋯⋯⋯⋯⋯⋯⋯⋯⋯⋯⋯⋯⋯⋯⋯⋯⋯⋯⋯⋯(237)

莆田县前沁农场概况⋯⋯⋯⋯⋯⋯⋯⋯⋯⋯⋯⋯⋯⋯⋯⋯⋯⋯⋯⋯⋯⋯⋯⋯⋯⋯⋯(239)

莆田县九华农场概况⋯⋯⋯⋯⋯⋯⋯⋯⋯⋯⋯⋯⋯⋯⋯⋯⋯⋯一⋯⋯⋯⋯⋯⋯⋯⋯(240)

莆田县良种繁育场概况⋯⋯⋯⋯⋯⋯⋯⋯⋯⋯⋯⋯⋯⋯⋯⋯⋯⋯⋯⋯．．．⋯⋯⋯⋯⋯(241)

莆田县黄龙林场概况⋯⋯⋯⋯⋯⋯⋯⋯⋯⋯⋯⋯⋯⋯⋯⋯⋯⋯⋯⋯⋯⋯⋯⋯⋯⋯⋯(242)

莆田县白云林场概况⋯⋯⋯⋯⋯⋯⋯⋯⋯⋯⋯⋯⋯⋯⋯⋯⋯⋯⋯⋯⋯⋯⋯⋯⋯⋯⋯(243)

莆田县梅萍茶场概况⋯⋯⋯⋯⋯⋯⋯⋯⋯⋯⋯．．．．⋯⋯⋯⋯⋯⋯⋯⋯⋯⋯⋯⋯⋯⋯⋯，(244)

莆田县淡水养殖场概况⋯⋯⋯⋯⋯⋯⋯⋯⋯⋯⋯⋯⋯⋯⋯⋯⋯⋯⋯⋯．-．⋯⋯⋯⋯⋯(245)

莆田地区盐场概况⋯⋯⋯⋯⋯⋯⋯⋯⋯⋯⋯⋯⋯⋯⋯⋯⋯⋯⋯⋯⋯“⋯··：⋯⋯⋯⋯(246)

主要农林净盐场名称⋯⋯⋯⋯⋯⋯⋯⋯⋯⋯⋯⋯⋯⋯⋯⋯⋯⋯⋯⋯．．．⋯⋯⋯⋯⋯⋯(247)

自然地理实体。

望江山概况⋯⋯⋯⋯⋯⋯⋯．．．⋯⋯⋯⋯⋯⋯⋯⋯．．．⋯⋯⋯⋯⋯⋯⋯⋯⋯⋯⋯⋯⋯⋯

九华山概况⋯⋯⋯⋯⋯⋯⋯⋯⋯⋯⋯⋯⋯⋯⋯⋯⋯⋯⋯⋯⋯⋯⋯⋯⋯⋯⋯⋯⋯⋯⋯

壶公山概况⋯⋯⋯⋯⋯⋯⋯⋯⋯⋯⋯⋯⋯⋯⋯⋯⋯⋯⋯⋯⋯⋯⋯⋯⋯⋯⋯⋯⋯⋯⋯

湄洲湾概况⋯⋯⋯⋯⋯⋯⋯⋯⋯⋯⋯⋯⋯⋯⋯⋯⋯一．⋯⋯⋯⋯⋯⋯⋯⋯⋯⋯⋯⋯⋯·

蔌芦溪概况⋯⋯⋯⋯⋯⋯⋯⋯⋯⋯⋯⋯⋯⋯⋯⋯⋯⋯⋯_⋯⋯⋯⋯⋯⋯⋯⋯⋯⋯⋯

延寿溪概况⋯⋯⋯⋯⋯⋯⋯⋯⋯⋯⋯⋯⋯⋯⋯⋯⋯⋯⋯⋯·．．．⋯⋯⋯⋯⋯⋯⋯⋯⋯··

木兰溪概况⋯⋯⋯⋯⋯⋯⋯⋯⋯⋯⋯⋯⋯⋯⋯⋯⋯⋯⋯⋯⋯⋯⋯⋯⋯⋯⋯⋯⋯⋯⋯

自．塘概况⋯⋯⋯⋯⋯⋯⋯⋯⋯⋯⋯⋯⋯⋯⋯⋯⋯⋯⋯⋯⋯⋯⋯⋯⋯⋯⋯⋯⋯⋯⋯⋯

3

、，)))))))

9

O

l

2

3

4

5

6

4

5

5

5

5

5

5

5

2

2

2

2

2

2

2

2((((((((



主要自然地理实俸名称

一，山⋯⋯⋯⋯⋯⋯⋯⋯⋯⋯⋯⋯⋯⋯⋯⋯⋯⋯⋯⋯⋯⋯⋯⋯⋯⋯⋯⋯⋯⋯⋯．(257)

二，山口⋯⋯⋯⋯⋯⋯⋯⋯⋯⋯⋯⋯⋯⋯⋯⋯⋯⋯⋯⋯⋯⋯⋯⋯⋯⋯⋯⋯⋯⋯(272)

兰、海湾⋯·、⋯⋯⋯⋯⋯⋯⋯⋯⋯⋯⋯⋯⋯⋯⋯⋯⋯⋯⋯⋯⋯⋯⋯⋯⋯⋯⋯⋯．．(273)

四、岛屿⋯⋯⋯⋯⋯⋯⋯⋯⋯⋯⋯⋯⋯．t．⋯⋯⋯⋯⋯⋯⋯⋯⋯⋯⋯⋯⋯⋯⋯⋯(274)

五、礁⋯⋯⋯⋯⋯⋯⋯⋯⋯⋯⋯⋯⋯⋯⋯⋯⋯⋯⋯⋯⋯⋯⋯：⋯⋯⋯⋯⋯⋯⋯··(277)

六、溪流⋯⋯⋯⋯⋯⋯⋯⋯⋯⋯⋯⋯⋯⋯⋯⋯⋯⋯⋯⋯⋯⋯⋯⋯⋯⋯⋯⋯⋯⋯(280)

七、水塘⋯⋯⋯⋯⋯⋯⋯⋯⋯⋯⋯⋯⋯⋯⋯⋯⋯⋯⋯⋯⋯⋯⋯⋯⋯⋯⋯⋯⋯⋯(280)

。八、地片⋯⋯⋯⋯⋯⋯⋯⋯⋯⋯⋯⋯⋯⋯⋯⋯⋯⋯⋯⋯⋯⋯⋯⋯⋯⋯⋯⋯⋯⋯(281)

人 工 建 筑

秀屿码头概况⋯⋯⋯⋯⋯⋯⋯⋯⋯⋯⋯⋯⋯⋯⋯⋯⋯⋯⋯⋯⋯⋯⋯⋯⋯⋯⋯⋯⋯⋯

木兰陂概况⋯⋯⋯⋯⋯⋯⋯⋯⋯⋯⋯⋯··j⋯．．．．．．⋯⋯⋯⋯⋯⋯⋯⋯⋯⋯⋯⋯⋯⋯⋯
东圳水库概况⋯⋯⋯⋯⋯⋯⋯⋯⋯⋯⋯⋯⋯⋯⋯⋯⋯⋯⋯⋯⋯⋯⋯⋯⋯⋯⋯⋯⋯⋯

南北洋海堤概况⋯⋯⋯⋯⋯··：⋯⋯⋯⋯⋯⋯⋯⋯⋯⋯⋯⋯⋯⋯⋯⋯⋯⋯⋯⋯⋯⋯⋯

涵江端明陡门概况⋯⋯⋯⋯⋯⋯⋯⋯⋯⋯⋯⋯⋯⋯⋯⋯⋯⋯⋯⋯⋯⋯⋯⋯·’⋯⋯⋯··

宁海桥概况⋯⋯⋯⋯⋯⋯⋯⋯⋯⋯⋯⋯⋯⋯⋯⋯⋯⋯⋯⋯⋯⋯⋯⋯⋯⋯⋯⋯⋯⋯⋯

莆田县人民体青场概况⋯⋯⋯⋯⋯⋯⋯⋯⋯⋯⋯⋯⋯⋯⋯⋯⋯⋯⋯⋯⋯⋯⋯⋯⋯⋯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场站和主要人工建筑名称

一，电站⋯⋯⋯⋯⋯⋯⋯⋯⋯⋯⋯⋯⋯⋯⋯⋯⋯⋯⋯⋯⋯⋯⋯⋯⋯⋯?⋯⋯⋯“

二、车船站⋯⋯⋯⋯⋯⋯⋯⋯⋯⋯⋯一：⋯⋯⋯⋯⋯⋯⋯⋯⋯⋯⋯⋯⋯⋯⋯⋯⋯

三、码关⋯⋯⋯⋯⋯⋯⋯⋯⋯⋯⋯⋯⋯⋯⋯⋯⋯⋯⋯⋯⋯⋯⋯⋯⋯⋯⋯⋯⋯⋯
四、陂⋯⋯⋯、⋯⋯⋯⋯⋯⋯⋯⋯⋯⋯⋯⋯⋯⋯⋯⋯⋯⋯⋯⋯⋯⋯⋯⋯⋯·‘⋯⋯一

五、水库⋯⋯⋯⋯⋯⋯⋯⋯⋯⋯⋯⋯⋯⋯⋯⋯⋯⋯⋯⋯⋯⋯⋯⋯⋯⋯⋯⋯⋯⋯

六、海堤⋯⋯⋯⋯⋯⋯⋯⋯⋯⋯⋯⋯⋯⋯⋯⋯⋯⋯⋯⋯⋯⋯⋯⋯⋯⋯⋯⋯⋯⋯

七、陡门⋯⋯⋯⋯⋯⋯⋯⋯⋯⋯⋯⋯⋯⋯⋯⋯⋯⋯⋯⋯⋯⋯⋯⋯⋯⋯⋯⋯一!r··

八、围星⋯⋯⋯⋯⋯⋯⋯⋯⋯⋯⋯⋯⋯⋯⋯⋯⋯⋯⋯⋯⋯⋯⋯⋯⋯⋯⋯⋯⋯⋯

九、桥梁⋯⋯⋯⋯⋯⋯⋯-⋯⋯⋯⋯⋯⋯⋯⋯⋯⋯⋯⋯⋯⋯⋯⋯⋯⋯⋯⋯⋯⋯

十、体育场⋯⋯⋯⋯⋯⋯⋯⋯⋯⋯⋯⋯⋯⋯⋯⋯⋯⋯⋯⋯⋯⋯⋯⋯⋯⋯⋯⋯⋯

革命纪念地及名胜古迹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0)
·

(291)

(291)

(292)

(295)

(295)

(296)

(296)

(296)

主要革命纪念地概况

莆田县革命烈士纪念碑⋯⋯⋯⋯⋯⋯⋯⋯⋯⋯⋯⋯⋯⋯⋯⋯⋯⋯⋯⋯⋯⋯⋯⋯(297)

哲理中学钟楼⋯⋯⋯⋯⋯⋯⋯⋯⋯⋯⋯⋯⋯⋯⋯⋯⋯⋯⋯⋯⋯⋯⋯⋯⋯⋯⋯⋯(298)

4



●

东泉列字小学旧址⋯⋯⋯⋯⋯⋯⋯⋯⋯⋯⋯⋯⋯⋯⋯⋯⋯⋯⋯⋯⋯⋯⋯⋯．．．⋯’(298)

，澳柄工农红军23军207团驻地旧址⋯⋯⋯⋯⋯⋯⋯⋯⋯⋯⋯⋯⋯⋯⋯⋯⋯⋯⋯(299)

外坑多苏维埃政府旧址⋯⋯⋯⋯⋯⋯⋯⋯⋯⋯⋯⋯⋯⋯⋯“⋯⋯⋯⋯⋯⋯⋯⋯‘(299)
赤石闽南抗日义勇军驻地旧址⋯⋯⋯⋯⋯⋯⋯⋯⋯⋯⋯⋯⋯⋯⋯⋯⋯⋯⋯⋯⋯(299)

’宁里抗日游击队驻地旧址⋯⋯⋯⋯⋯⋯⋯⋯⋯⋯⋯⋯⋯⋯⋯⋯⋯⋯⋯⋯⋯⋯⋯(300)

月洋埔吴承斌烈士墓⋯⋯⋯⋯⋯⋯⋯⋯⋯⋯⋯⋯⋯⋯⋯⋯⋯⋯⋯⋯⋯⋯⋯⋯⋯(300)

南日岛烈士纪念碑⋯⋯⋯⋯⋯⋯⋯⋯⋯⋯⋯⋯⋯⋯⋯⋯⋯⋯⋯⋯⋯⋯⋯⋯⋯⋯(301)

主要革命纪念地名称⋯⋯⋯⋯⋯⋯⋯⋯⋯⋯⋯⋯⋯⋯⋯⋯⋯⋯⋯⋯⋯⋯⋯⋯⋯⋯⋯(302)

主要名胜地概况 “
。’

+’

一”

东岩山⋯⋯⋯⋯⋯⋯⋯⋯⋯⋯⋯⋯⋯⋯⋯⋯⋯⋯⋯⋯⋯⋯⋯⋯⋯⋯⋯⋯⋯⋯⋯(303)

石室岩⋯⋯⋯⋯⋯⋯⋯⋯⋯⋯⋯⋯⋯⋯⋯⋯⋯⋯⋯⋯⋯⋯⋯⋯⋯⋯⋯⋯⋯’⋯⋯(304)

絮晷岩⋯⋯⋯⋯⋯⋯⋯⋯⋯⋯⋯⋯⋯⋯．．．⋯⋯⋯⋯⋯⋯⋯⋯⋯⋯⋯⋯“n⋯⋯一(305)

永兴岩⋯⋯⋯⋯⋯⋯⋯⋯⋯⋯⋯⋯⋯⋯⋯．．．⋯⋯⋯⋯⋯““⋯⋯⋯“⋯⋯⋯⋯⋯(306)

主要名胜地名称⋯⋯⋯⋯⋯⋯⋯⋯⋯⋯⋯⋯⋯⋯⋯⋯⋯⋯⋯⋯⋯⋯⋯⋯⋯⋯⋯⋯⋯(307)

主要古迹概况
7’

t越王台⋯⋯⋯⋯⋯⋯⋯⋯⋯⋯⋯⋯⋯⋯⋯⋯⋯⋯⋯⋯⋯⋯⋯⋯⋯⋯⋯⋯⋯⋯⋯(308)

南山广化寺⋯⋯⋯⋯⋯⋯⋯⋯⋯⋯⋯⋯⋯⋯⋯⋯⋯⋯⋯⋯⋯⋯⋯⋯一⋯⋯⋯。(309)
_’龟山福清寺⋯⋯⋯⋯⋯⋯⋯⋯⋯一“⋯⋯⋯⋯⋯⋯⋯⋯一o o,．o二．o o““一o o：一．．一(310)

囊山慈寿寺⋯⋯⋯．．．⋯⋯⋯⋯⋯⋯⋯⋯⋯⋯⋯⋯⋯⋯“。⋯⋯⋯⋯⋯⋯⋯．．：⋯“(311)

。梅峰光孝寺⋯⋯⋯⋯⋯⋯⋯⋯⋯⋯⋯⋯⋯⋯⋯⋯⋯⋯⋯⋯⋯⋯⋯．．⋯⋯⋯⋯“j(312)

江东梅妃故里⋯⋯⋯⋯⋯⋯⋯⋯⋯⋯⋯⋯⋯⋯⋯⋯⋯⋯⋯⋯⋯⋯⋯⋯⋯⋯⋯⋯(313)

湄洲天后官祖庙⋯⋯⋯⋯⋯⋯⋯⋯⋯⋯⋯⋯⋯⋯⋯⋯⋯⋯⋯⋯⋯⋯⋯⋯⋯⋯⋯(314)

夹．镲草堂⋯⋯⋯⋯⋯⋯⋯⋯⋯⋯⋯⋯⋯⋯⋯⋯o⋯⋯⋯⋯⋯⋯⋯⋯⋯⋯⋯⋯⋯⋯(315)

玄妙观三清殿⋯⋯⋯⋯⋯⋯⋯⋯⋯⋯⋯⋯⋯⋯⋯⋯⋯⋯⋯⋯：⋯⋯⋯⋯⋯⋯⋯··(316)

．．古谯楼⋯⋯⋯⋯⋯⋯⋯·’⋯⋯⋯⋯⋯⋯⋯⋯⋯⋯⋯⋯⋯⋯⋯⋯⋯⋯⋯一⋯⋯．．．．．．?(317)

莆禧城⋯⋯⋯⋯⋯⋯⋯⋯⋯⋯⋯⋯⋯⋯⋯⋯⋯⋯·：⋯⋯⋯⋯⋯⋯⋯⋯⋯⋯⋯⋯·(318)

宋祠唐荔宋家香⋯⋯⋯⋯⋯⋯⋯⋯⋯⋯⋯⋯⋯⋯⋯⋯⋯⋯⋯⋯⋯⋯⋯⋯⋯⋯⋯(319)

庄边宋代瓷窑址⋯⋯⋯⋯⋯⋯⋯⋯⋯⋯⋯⋯⋯⋯⋯⋯⋯⋯⋯⋯⋯⋯⋯⋯⋯⋯⋯(320)

灵川宋代瓷窑址⋯⋯⋯⋯⋯⋯⋯⋯⋯⋯⋯⋯⋯⋯⋯⋯⋯⋯⋯⋯⋯⋯⋯⋯⋯⋯⋯(321)

主要古迹名称⋯⋯⋯⋯⋯⋯⋯⋯⋯⋯⋯⋯⋯⋯⋯⋯⋯⋯⋯⋯⋯⋯⋯⋯⋯⋯⋯⋯⋯⋯(322)

照 片

谢党哉同志《过莆田作》七绝手迹⋯⋯⋯⋯⋯⋯⋯⋯⋯⋯⋯⋯⋯⋯⋯⋯⋯⋯⋯⋯⋯(羼2)

郭洙若同志《途次莆田》七律手迹⋯⋯⋯⋯⋯⋯⋯⋯⋯⋯⋯⋯⋯⋯⋯⋯⋯⋯⋯⋯⋯(屏3)

宋家香⋯⋯⋯⋯⋯⋯⋯⋯⋯⋯⋯．．：⋯⋯⋯⋯⋯⋯⋯⋯⋯⋯⋯⋯⋯⋯⋯⋯⋯⋯⋯⋯⋯(屏4)

木兰陂⋯⋯⋯⋯⋯⋯⋯⋯⋯⋯⋯⋯⋯⋯⋯⋯⋯⋯⋯⋯⋯⋯⋯⋯⋯⋯⋯⋯⋯⋯⋯⋯⋯(扉5)

5



地，县领导机关⋯⋯⋯⋯⋯⋯⋯⋯⋯⋯⋯⋯⋯⋯⋯⋯⋯⋯⋯⋯⋯⋯⋯⋯⋯⋯⋯⋯⋯

主要街道⋯⋯⋯⋯⋯⋯⋯⋯⋯⋯⋯⋯⋯⋯⋯⋯⋯⋯⋯⋯⋯⋯⋯⋯_⋯⋯．．．⋯．．．一⋯，

学棱⋯⋯⋯⋯⋯⋯⋯⋯⋯⋯⋯⋯⋯⋯⋯⋯⋯⋯⋯⋯⋯⋯．．．⋯⋯⋯⋯⋯⋯⋯⋯⋯⋯⋯．

体育场、医院⋯⋯⋯⋯⋯⋯⋯⋯⋯⋯⋯⋯⋯⋯⋯⋯⋯⋯⋯⋯⋯⋯⋯⋯⋯⋯_⋯⋯⋯

文化阵地⋯⋯⋯⋯⋯⋯⋯⋯⋯⋯⋯⋯⋯⋯⋯⋯⋯⋯⋯⋯⋯⋯⋯⋯⋯⋯⋯⋯⋯⋯⋯⋯

电站．邮电局、银行⋯⋯⋯⋯⋯．1．⋯⋯⋯⋯⋯⋯⋯⋯⋯⋯⋯⋯⋯⋯⋯⋯⋯⋯⋯⋯⋯

华侨服务⋯⋯⋯⋯⋯⋯⋯⋯⋯⋯⋯⋯⋯⋯⋯⋯⋯⋯⋯⋯⋯⋯⋯⋯⋯⋯⋯⋯⋯⋯⋯⋯

二亡厂⋯⋯⋯·：⋯⋯⋯⋯⋯⋯⋯⋯⋯⋯⋯⋯⋯⋯⋯⋯⋯⋯⋯⋯⋯⋯⋯⋯⋯⋯⋯⋯⋯⋯．．

农场、渔场⋯⋯⋯⋯⋯⋯⋯⋯⋯⋯⋯⋯⋯⋯⋯⋯⋯⋯⋯⋯⋯⋯⋯⋯⋯⋯⋯⋯⋯⋯⋯

水库⋯⋯⋯⋯⋯⋯⋯⋯⋯⋯⋯⋯⋯⋯⋯⋯⋯⋯⋯⋯⋯⋯⋯⋯⋯⋯⋯⋯⋯⋯⋯⋯⋯⋯

码关⋯⋯”⋯⋯⋯⋯⋯⋯⋯⋯⋯⋯⋯⋯⋯⋯⋯⋯⋯⋯⋯⋯⋯⋯⋯⋯⋯⋯⋯⋯⋯⋯⋯·

风景区⋯⋯⋯⋯⋯⋯⋯⋯⋯⋯⋯⋯⋯⋯⋯⋯⋯⋯⋯⋯⋯⋯⋯⋯⋯⋯⋯⋯⋯⋯⋯⋯⋯

革命纪念地⋯⋯⋯⋯⋯⋯⋯⋯⋯⋯⋯⋯⋯⋯⋯⋯⋯⋯⋯⋯⋯⋯⋯⋯⋯⋯⋯⋯⋯⋯⋯

古剃名蓝⋯⋯⋯⋯⋯⋯⋯⋯⋯⋯⋯⋯⋯⋯⋯⋯⋯⋯⋯⋯⋯⋯⋯⋯⋯⋯⋯⋯⋯⋯⋯⋯

著名古迹⋯⋯⋯⋯⋯⋯⋯⋯⋯⋯⋯⋯⋯⋯⋯⋯⋯⋯⋯⋯⋯⋯⋯⋯⋯⋯⋯⋯⋯⋯⋯⋯

古建筑⋯⋯⋯．．．⋯⋯⋯⋯⋯⋯⋯⋯⋯⋯⋯⋯⋯⋯⋯⋯⋯⋯⋯⋯⋯⋯⋯⋯⋯⋯⋯⋯⋯

古遗址⋯⋯⋯⋯⋯⋯⋯⋯⋯⋯⋯⋯⋯⋯⋯⋯⋯⋯⋯⋯⋯⋯⋯⋯⋯⋯⋯⋯⋯⋯⋯⋯⋯

古井⋯⋯⋯⋯⋯⋯⋯⋯⋯⋯⋯⋯⋯⋯⋯⋯⋯⋯⋯⋯⋯⋯⋯⋯⋯⋯⋯⋯⋯⋯⋯⋯⋯⋯

古桥··?⋯⋯⋯⋯⋯⋯⋯⋯⋯⋯⋯⋯⋯⋯⋯⋯⋯⋯⋯⋯⋯⋯⋯⋯⋯⋯⋯⋯⋯⋯⋯⋯⋯

县界⋯⋯⋯⋯⋯⋯⋯⋯⋯⋯⋯⋯⋯⋯⋯⋯⋯⋯⋯⋯⋯⋯⋯⋯⋯⋯⋯⋯⋯⋯⋯⋯⋯⋯

地 名 文 件

(325)

(326)

(327)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40)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莆田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恢复、更改，命名我县部分地名的通知》⋯⋯⋯⋯⋯⋯⋯(349)

附 录

大队名称索引⋯⋯⋯⋯⋯⋯⋯⋯⋯⋯⋯⋯⋯⋯⋯⋯⋯⋯⋯⋯．．．⋯⋯⋯⋯⋯⋯⋯i⋯．．

自然村名称索引⋯⋯⋯⋯⋯⋯⋯⋯⋯⋯⋯⋯⋯⋯⋯⋯⋯⋯⋯⋯⋯⋯⋯⋯⋯⋯⋯⋯⋯

全县汽车汽船交通里程表⋯⋯⋯⋯⋯⋯⋯⋯⋯⋯⋯⋯．．．⋯⋯⋯⋯⋯⋯⋯⋯⋯⋯⋯⋯

后记⋯⋯⋯⋯⋯⋯⋯⋯⋯⋯⋯⋯⋯⋯⋯⋯⋯⋯⋯⋯⋯⋯⋯⋯⋯⋯⋯⋯⋯⋯⋯⋯⋯⋯

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政 区 划



黼≯≥．一引 莆田县政区图l

一遵 疆

I

——一．．量
i0职≥链?

一$气叫。j一· 群 ’^。一⋯-冀．
、，J ’^● ⋯’，一、’

安 囊。≯～一?’7．．∑ 二S攀。二；～⋯⋯⋯。。⋯_⋯⋯、⋯。：。。．粼 。。黟，”、．
’iⅡ”目镕‘iⅡ●～Rt■I．jaon‘． ：

～ ＼、、!．：。二11”。 }、、r*R≈#★“s#w■^I}■2、twj，■≈4．*#5、=赋6、,161I ，辩



莆田县概况

莆田县在福建省沿海中部木兰溪下游。北踔25。2 7(湄州公社扁丘

屿)至25。46 7(大洋公社科坪村)；东涩118。49 7(常太公社藩头尾山)

至119。35 7(南日公社东月屿)。东北界福清，北接汞泰，西连仙游，西

南隔湄洲湾与惠安相望，东南以岛丘屿、东以南日荤岛临台潜海峡，距

台湾省台中港70海里。

全县面积1975平方公里，豹占全省面积的1．8％。共有3，474个自然

村，政区划为2个镇、24个公社：辖15个街道居民委员会、566个生产

大队(不包括待回归的扁丘屿)、7，139个生产队。

全县264，269户，1，485，140人，其中有。畲族960人，壮族54人，回

族35人，浦族15人，高山族13人，苗族12人，京族6人，彝族、朝觯族

各2人，囱、土、布依、土家、东乡等族各1人，余皆汉族。有归侨和侨

眷1．87f多户，11万多人，主要分布于江口、涵江、华亭、梧塘、埭头等

公社。其侨居于新加坡、焉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越南、缅甸、柬埔寨、日本等国家的亲属豹243，000人。

所以，莆田县亦为我省主要侨区之一。 ．

蓓言。除南日公社的浮斗靓同南括之外，全县皆操莆田方言。

莆田地名最早兄于史书的为莆口，时在陈天嘉五年(公元5 6 4年)，

其后置县乃名莆田。按莆字系蒲字初文：意为其地蒲草滋生。

莆田置县历短三次。第一次在陈光大二年(公元5 6 8年)，第二次

’在隋开皇九年(公元5 8 9年)，均不久卸赓。第三次在唐武德六年(公元



。圣历二年(公元6 9 9年)划县境西半部遥清源县(后改名仙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 7 94)又划县境西北部饼遣兴化县，至

三年(公元1448年)裁撤，而以其6个里归莆田县为广业里。

年(1934年)划南日岛属福清县，六年后划回莆田县辖。

莆田县在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 8 O年)隶兴化罩，八年(公元9 8 3

年)兴化罩治由兴化县迁来莆田；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改名兴安州

(故莆田县亦别称“兴化"、‘‘兴安一)；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改

、 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为兴化府；清沿明制；民国二

年(1913年)赓府后，先属度阴道，后属省第四行政督察区；解放后属

晋江专区，1970年属莆田地区。域厢镇为地区行政公署和县人民政府胜

地，以盛产荔支甲於天下而刷称“荔城"，北距省会福州市l 0 8公里。

，县境位于著名的华夏古陆，地层大部为火成岩构成，地形特点是丘

陵、山地多于平原，5 0 O米以下低丘占总面积的五份之四。

西北部和中部因戴云山东伸支脉从汞泰、仙游入县境后，起伏构成

西北高、东南低的梯形走向，这片为山区，凡7个公社。最高的望江山，

海拔l，083米。主要河流获芦溪由汞泰入境，蜿蜒于重山叠嶂跖，趋江

口入兴化漕，宅在县境内全长6 0公里，集雨面积7 0 9平方公里，沿按

溪陡水急，建有太平陂、南安陂和外度遵拱埂引水工程，供灌溉和发电，

不能航行。． ·

东部的中同地带凡7个公社和2个镇，皆为海成平原，卸莆田平原，

位居我省四大平原的第三。主要河流有木兰溪和延寿溪。木兰溪由仙游入

县境华亭后直趋木兰山下，拦截建为木兰陂，下游通海道出三江口注兴

化漕，在县境内全长105公里，集雨面积1，732平方公里，除供灌溉外，

兼收航运、养殖之利。延寿溪古名南荻芦溪，由仙游入县境常太，于东’



圳山峡筑坝建为东圳水库，下游出泗华陂与木兰陂渠道汇合，在县境内

全长51公里，集雨面积386平方公里c

南部沿海为丘陵地，戴云山支脉九座山由仙游入县境后，’沿木兰溪

东行而为壶公山，后又衍分入醴泉、莆禧．．平海三大半岛。海岸线自江

口起至灵川止，总长3 6 0多公里，有岛屿l 2 O多个，以南日和湄洲两岛

为最大。这片凡8个大陆公社和2个海岛公社。

县境跨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两侧，常年平均气温20．2。C(一月

和七月均温为11．3。C和28．5。C)，积温7，425。C，目照1，960d、时，无霜

期359．4天，降雨量1，300毫米，风力4级，相对湿度78％。由于雨量过

度集中，故签季多早，盛夏则因受副热带高压替的稳定挂制，也常出现

旱情。沿海自9月后多6至9级大风，6至9月为台风期，最强风力达

12级，每挟带暴雨为哭。

莆田人民富有征服囱然和坚持民族正义斗争的光荣傅统。解放后从

县境东北的蒲坂山至西南的何寨山一条S形地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

址40多处，梭到遗物千多件。前年又在城郊的龙斑山出土战国时期的青铜

镬。这靓明距今四、五千年前人们已在这块土地上从事生产活动了。唐

代，演海地方相继圉埭造田，筑堤障潮，建陂蓄水；宋代更兴修了泗华、

南安、太平、木兰四大陂，使南、北洋尽成沃土，促进了地方经济和文

化的全面发展。据把载，早在宋初，还有许多勤劳勇敢的人民，冒着惊

涛骇浸，同海外进行贸易。这从民同所傅栋默为女海神(嫣祖)和蔡襄

《荔支捂》、方略《祥应庙钯》所载，宋瓷窑址发掘的外销瓷产品等，

均可得到左缸。在民族斗争史上，宋宋陈文龙、陈瓒叔侄领导的抗元斗

争；明来朱继祚领导的抗清斗争；嘉靖嗣广大荤众配合戚继光军队的抗

倭斗争，昔可泣可歌，光昭史册。



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1月在莆田县建立党的组绒，领导人民开展革

争，是我省最早建立党地方组绒的第_个县。丹多年同奋斗不止．，

49年8月21日全县获得解放。

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向社会主义建彀进军。新建蓄水10

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78座，总库容量3．9亿立方米，其中以东圳水库和

东方缸水庳为最大，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县耕地面积65万多亩，占=土地总面积的22．6％。其中水田38万亩，

分布于平原和山区盆地，土壤为水稻土。粳盒作物以水稻为主，其次为

豆、步和甘薯。耕作制基本为稻稻旁三熟组成形式。粮食年总产量达7

亿斤，比解放前增产5亿斤。经济作物主要为廿蔗和黄麻，甘蔗产量675

万担，很多生产队亩产吨糖；黄麻产量13万担，居全国第一位。随着生

产发展，农业机械化正在形成，全县已建电灌站69处，溉田6万亩。机

耕面积达22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4％。

平原和半山区还盛产水果。以荔支、龙眼、枇杷称三大名果；橄榄、

余甘、裼桃称三小名果。此外，柿、裼梅、桃、番石榴、香蕉、柑桔、凤梨、

芒果等产量亦丰。全县现种植：荔支6千亩，年产5万担。本世纪初“陈紫

荔支"移植到美洲，被誉为“果中皇后"。。荔支干于十一世纪初己外销

阿拉伯、朝觯和日本。龙眼3万亩，大年最高产量19万担。其干果却驰名

远近的“兴化桂元"。枇杷1万亩，年产3万担。其新良种“解放钟"

在国际展览会上，畲以单果重172克称冠世界。在国内，莆田枇杷与苏

州洞庭山、杭州塘栖两著名枇杷产地鼎足而三。

山区除盆地外，土壤以山地性缸壤为主，是林、茶生产基地，现有

森林面积为全县总面积的47．7％，覆盖率37．2％，绿化程度79％，多

针、嗣叶混交林，而以焉尾松为主，攻为杉和毛竹。娌济林以油桐、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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