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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我国国防，交通，

邮电、新闻、出版，公安，民政，文教、外事，农林，水利、工矿．地质、测绘和科研事业

的发展，都需要应用一部准确的地名资料。《地名录》是一都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

推广标准地名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地名资料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较为简明的形式，

集中地反映了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读音，直接为各部门服务。

滁州市地名普查工作是从1980年11月中旬开始的，1982年g月完成普查工作，同时向省

地名办公室上报了全部材料。1983年6月我们着手编纂《滁县地名录》，在整理资料中，又

深入基层进行校核工作，历时三个月。在此期间正值体制改革，原“公社”改为“乡”，韭

有少数大队改为“行政村”，此时所绘制的地名图已制版付印。1983年12月25日根据国务院

国函字(82)257号关于“设立滁州市，撤销滁县”的批复，正式撤县设市。所以本录中仍用

“公社”． “大队”，仅将封面书名改为《滁州市地名录》。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以上级有关文件为依据，反复核实修改编写成册。对原有地名，尽

量尊重其历史性与习惯性；非改不可的，在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提出更改理由，报请市政府

批准后执行。凡改动的地名对原名均作简要注明。

本录收集滁州市各类地名3460条，地名图29幅，照片99张，插图l 4张，名胜、古迹、山

川，河流概况等8篇，监附文件7份，名单4份。 ，，

本录编成后，经市政府组成的审核组进行全面审核，韭报请安徽省地名办公室复核。出，／一。一
版发行后，凡引用本市地名时，一律以本录为准，不得随意更改本市任何街，路．巷，乡，

“

村名称。新建街道．村庄应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

批转《安徽省地名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办理，严格履行报批手续。

本录有关数字，经市统计局核对，除已注明时间外，均为1980年底数字。由于我们受政

治水平和社会知识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方予以指正。

l O

滁州市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4年4月lO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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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概况

滁州市位于安徽省东部，地理方位在东经117。50’——118。30’，北纬32。05’——32。36’

之问。东与来安县交界，西与定远、肥东两县接壤，南与全椒县相连，北与嘉山县毗邻，东

南和江苏省江浦县隔滁河相望。

滁州，以滁河得名。 《禹贡》记载时为扬州之域。春秋时先属钟离，继属吴，吴亡属越，

越亡属楚，楚并于秦，为九江郡地。汉初属淮南国，元狩初复为九江郡。三国属吴，名涂中。

西晋属淮南郡。东晋为顿邱郡顿邱县。宋(南朝)置平昌郡顿邱县，梁(南朝)大同二年(公

元536年)立新昌郡。魏置南谯州，废顿邱县别设赤湖．荻港、薄阳三县。隋初罢新昌郡改

南谯州为滁州。大业初州废，以其地属江都郡为清流县。唐初复置滁州，天宝年间改为永阳

郡，乾元初复为滁州。五代时，南唐有其地，后入于周。宋为滁州。元初为滁州路，后复为

州，隶扬州路。明初以清流、全椒．来安三县并入州，隶凤阳府。洪武十四年，复置全椒，

来安为属县，直隶京师。清代隶安徽布政使司。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4月改滁州为滁县，

属安徽省。1949年解放，属皖北人民行政公署滁县专区专员公署。1956年属蚌埠专区专员公

署。1961年属滁县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12月25日根据国务院国函字(82)25 7号关于“设

立滁州市，撤销滁县。以原滁县的行政区域为滁州市的行政区域”的批复，撤县设市，属地

辖市。

本市为皖东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市场繁荣，交通方便。滁县地区行政公署设

在滁城育新路，滁州市人民政府设在滁城东大街。
‘

全市面积为1398．7平方公里。东西长60．8公里，南北宽56公里。辖21个公社，两个镇，

l 7叶大队1773个生产队2531个自然村。现有耕地500764亩。共有75739户，人口为339752
人(截至1980年底)，以汉族为主，也有一部分回族及少数满族，壮族、畲族、朝鲜族、蒙

古族．京族、彝族，水族同胞。

本市地形全貌为丘陵地，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西北和西南属山区，地势较高，占全

市面积的48．2％。最高点是曲亭公社的“北将军”山，海拔为399．3米。北部，东部，南部起

。滁州市概况(1)



伏较小属丘陵缓坡地带，占全市面积的47％。另外东南圩区地势较低，占全市面积的4．84。

滁河蜿蜒于东南边境，自西向东流经汪郢．黄圩两公社边境，为本市和江苏省江浦县的天然

分界线。清流河汇集大．小沙河流经沙河、三官，城郊，滁东．城关镇、琅琊、担子，大王

乌衣镇等公社(镇)至来安，江浦交界的三汉河汇入滁河，向东流经江苏省六合县入长江。

本市气候温和，属北亚热带向温暖带过渡区域。1952—1980年，平均气温为摄氏15．2
度。历史最低气温是摄氏零下23．8度，最高气温是摄氏41．2度。年平均降雨量为1031．2毫米，

年最大降雨量是1430．9毫米，年最小降雨量为858．8毫米。平均温土层lO一30厘米，冻结深
度为8厘米，最深13厘米。年无霜期21 7天，常年主导风向为偏东风，夏季多为东南风，冬

季多为西北风。

自然资源丰富。矿藏有铜．磷，锰、自云石．石灰石，石英石、煤矸石等。琅琊山地下

的铜矿石蕴藏量目前为1100万吨，1958年由琅琊山铜矿开采，为皖东唯一的产铜地。野生药

材有党参．大药，红根，紫背天葵等数百种。野生动物有野鸡．野鸭。鹭鸟，画眉、绶带．

杜鹃和獐．獾，兔等。目前皇甫山区有鹭鸟6万多只(占全地区的60％)，现已划为鹭鸟保

护区，面积达54000余亩。

土壤有机质较低，普遍缺磷少氮。山区多为灰砂土．黑土，黄砂土和黄粘土。丘陵，平

原和圩区多为粘土、白沙土、红土、白土、马肝土、黄泥土、沙土，黄沙土、黄泥锥子土，

砂姜土及黄土等。清流河一带产黄砂、红土，行销省内外。

土特产有滁菊．茶叶，元竹．桐油，板栗，黄花菜．大蒜，席草、竹篮，鱼．鳖．虾．蟹，

藕，芡实．荸荠，菱角等。

建国后，工业，农业，林业，交通，水利和电力等都有很大发展。

建国前滁县仅有一个面粉厂(有工人226人)和一家代客加工的碾米坊，产值折合人民

币：3万元。建国后，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指引下，县办工业蓬勃发展。

到19∞年止，全县有国营工商业48个(包括地直)，其中有机械制造、化肥、造纸，卷烟、

水泥、印刷和肉类联合加工等厂，拥有近两万名工人，总产值达19361万元，产品有200多种，

质量不断提高，有些产品在省内外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画席、玉雕．喷汽电熨斗和服装等

产品已进入外贸市场。社办工厂96个，年产值666万元。

1949年粮食产量为7972万斤，1980年上升到31500万斤。主要农产品有水稻，小麦、玉米

和薯类，油料作物有菜籽，花生，芝麻。经济作物有棉花、麻、茶叶，薄荷等。

林区范围主要分布在西北山区11个公社和琅琊山．红琊山两个林场。有松，杉，榆、槐、

元竹，毛竹，油桐．板栗以及薪炭林等。现有社队林场l 57个，有林地面积30万亩，森林复

盖率已达17．6％。

京沪铁路纵贯我市五个公社两个镇，计39公里。境内公路17条，总长299．8公里，社社通

行客车，各大队均有土公路，拖拉机能开到每个自然村。水路有滁河．清流河，通行机．帆

船，航程为44从里。

全市共有l 48座水库，其中沙河、城西、独山三座大、中型水库有效灌溉面积为397200

亩。排灌机电设备拥有量为53962匹马力。

建国前仅大成面粉厂有一个发电机组，发电容量为180千瓦，仅供滁城部分商店定时照

明。建国后，经过三十多年建设，全市23个公社(镇)l 7卟大队全用上了电。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后发展较快。1980年全市有中学30所，小学356N，幼儿园两所(不

(2)滁州市概况



包括单位自办的)。滁城有师范专科学校l所，中等技术学校3所(师范．技校，卫校j，

中学6所，小学2l所。市有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和黄梅剧团各1个．各公社(镇)均有

广播放大站．文化站。滁城有影剧院6个，各公社(镇)均有影剧院1个。各公社都有医院

】所，城关镇有地、市．镇(矿)医院6所(病床500张)，防疫站，妇幼保硅站各2所-

境内琅琊寺，醉翁亭和丰乐亭，为著名游览胜地。

市人民政府 胡中太摄

南大街新貌 王绍华摄

滁州市概况(3)



一九A_E年建成的滁县地委办公大楼 王绍华摄

(4)_瞎州市概况

拣州火车站广场 石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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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概况

城关镇位于市内中部偏东，琅琊山东麓，周围与滁东，琅琊、花山，城郊四公社接壤。

镇址在滁城内公管巷2l号。

滁城历史悠久，隋、唐建州城，现为滁县地，市．镇三级政府所在地，是皖东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京沪铁路贯穿东部，公路四通八达，航运由清流河经滁河入长江。

全镇面积1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752亩，其中蔬菜地2528亩。镇辖4个街道办事处，4

个派出所，18个居委会，19条街，23条路，5l条巷，3个园，4个蔬菜大队，45个生产队，

63个自然村。居民17923户，69994人，菜农2266户，9281人。有少数回族，满族．壮族、京

族．彝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等兄弟民族。

建国前滁城有七十二条半巷(所谓“半条巷”即一个巷名)，六条街。街巷狭窄、路面

不平，交通不便，房屋简陋。建国后经改建扩建，面貌大为改观，南市区新建14米宽的柏油

路4条，有公共汽车两路往返市内。市自来水厂利用城西水库水源，为滁城提供了生活和生

产用水。

镇办工业有机电厂，颗粒肥料厂，构件厂，羊毛衫厂．鬃刷厂．印刷厂等18个单位，

1980年工业产值542万元。省，地，市设在镇内的企业单位有l 54个。

市区内有师范专科学校l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所(师范，卫校、技校)，中学6所，

小学32所，幼儿园2所。文化馆1个，文化站4个，图书馆1个，影剧院5个，体育场1个。

呸院6所。

滁城原有城隍庙，都土庙，天王庙，关帝庙、龙兴寺，火神庙，夫子庙等殿宇，均毁。

沿西涧古桥有上水关．广惠桥(古称宏济桥，唐·永徽前建)．通济桥(1979年改建新桥)，

文德桥和下水关。城内原有文峰塔，大圣塔，和城外一塔(名不详)，均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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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汉语拼音 说

城关镇人民政府

东门街道办事处

遵阳街

桥东街

新街

路东街

五孔桥路

西方寺路

仓库路

工人路

滁来路 ．

滁河路

体育路

创业路’

水泵巷

光明巷

曹家巷

三岔巷

团结巷

天龙池巷

码头巷

孟公桥巷

河沿巷

铁路东村

铁路一村

【6) 城关镇

Ch6nggu五nzhbn

R6nml，n Zh占ng陌

DOngm钿Jiedho
Bhnsh、tchh

Zfinydng Jie

Qifiod6ng Jie

Xin Jie

Lhd6ng Jie

Wfikbngqi矗o LfJ

xifang蠡Ld

CangkO Ld

GSngr占n Lh

Chdlfii L／J

Chfih6 L矗

Tiy矗LO

Chbangy苦Ld

明

辖东．膏，西．北4个街道办事处，城关．丰乐．北庵．石

马4个蔬菜大队，驻地公管巷2l号。

以古城东门取名，辖遵阳．城河，略西．路北，轿东．路东6个

居委会，4条街．8条路．9条巷．6个村，东后圃1个。

曾取名。向阳。后复为。遵阳”。西从东门口东至铁路桥洞。

从铁路轿嗣口起至五孔坼(包括菜场)止。

从五孔柝起向东北经行署粮食局车队至西方寺的十字路口止。

从老火车站的水泵向北至毛巾厂止。

从五孔轿东起经县食品公司．县生资公司至滁东供销牡门市

部止。

从新犬桥北起至东营房止。

从老汽车站零担房起至北门的东小街口止。

从小东门起至地区公安处大门东侧与胜利路相接。

从地区膏产站西十字路口起向东一段。

从瓣东供销杜文具店对面起向南至胶鞋厂．造船厂止。

从体委后门口起至物资局大樱西与胜稠路连接。

从纸箱厂起至纺织厂止。

Shu'fbbng Xihng 从路东街原车站水泵东侧起至东后园地段中部止。

Guingmfng Xiang 从老汽车站零担房起向西至曹家巷中段止。

C60jia Xihng 从遵阳街中段向北至仓库路边止。

S磊nchh Xi五ng 扶-r：F4,学南■向西至团结巷中段止。

Tudnji6 Xihng 从盂公轿巷对面起至仓库路中段。

Tianl6ngchi Xihng 毫阳东段向南至东关浴室止。

MVat6u Xi矗ng 天龙池巷和盂公桥巷中问东西走向一段。

Mbn996ngqi主o Xi各ng团嫱巷对面往烟厂方向至盂公I露：IL头止。

H6yAn Xihng

Tibld D6ngcdn

从向阳小学对面蔫所起迂回土产杂货门市部合作小组东止。

巷成马蹄形。

在路东街中段一片。曾名新洋艇。

Ti邑Id l—Cfin 靠仓库路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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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名 称

铁路二村

铁路三村

工人新村

建筑新村

东后园

南门街道办事处

南大街

龙池街

环城路

育新路

胜利路

丰乐路

工农路

新建路

车站路

水库南路

环山路

交通路

四合路

建设路

马巷

渔场巷

高巷

育新南巷

育新北巷

汉语拼音 说

Ti爸la2一西n 靠仓库路中段。

Ti黾ltl3一Cnn
紧靠米厂后门口。

Gfngr6nXinCfin

JibnzhhXTnCSn

D6nghbuyu五n

NdnmdnJi巨瞳0
Bhnshlchh

N石ndh Ji$

1．,6ngch{Ji舌,

Hu螽nch6ngLh

YhxinLa

Shbnell Lh

靠烟厂．面粉厂宿舍一片。

明

从铁路新道口(闸)起至地建木材加工厂后止。

从路东街的中段起至王宅止。曾用名煤炭堆。

以古城南门取名。辖南大．南小．龙池三个居委会．2条街．

13条路．10条巷，5个村。

从南大桥南头起至东方红旅社门il止。曾名曙光南路。

从水泥厂后门口的小铁路南起至铁路采石场场部北小铁路边

止。

从东门豆腐商店门151起至地区第一医院门诊部门口止。

从南大桥南头起向东经地区行署至环城略止。古名东段为小、

东门。西段为仓巷。

从新大桥西起至橡胶厂西止。

F弓nlb如 从原专农机厂门口向南直至琅琊公社大门口止。

G6ngndngLh 从原电厂大门口起至滁州旅社大门口止。

X'fnjihnLh 从滁州剧院东起向南至县轮窑厂门口止。曾名滁乌路。

Ch苞．zh'anLh 从火车站起向西至县燃牲公司煤球加工厂大门止。

Sh试khN五nLh 从地区水泥厂后大门南边小铁路起向北至水库大闸南头止·

Hudnsl：l五nLh 从自来水厂大门甫边起至牛奶厂，电石厂止。

JiaotBngLh

sihdLh

JibnshbLh

MAXihng

YfichSngXihng

G五oXihng

YhxinNdnX矗ng

Yh】(j-nB苟Xihng

从滁县师范门I=1起向北至地区木材公司后门I=l止，与胜利路

相接。

从地区基建局大楼东向北至老油库东与胜利路相接。

从行署外贸局大楼西向南至琅琊大道止。

东自南大街南门口起经实验小学门口向北至---)k巷中段止。

古名走马巷。

东自酱醋厂南边起，到渔场小水库边止。

东自文化馆大接南起，西至专农机厂宿舍后门口止。曾名红

卫巷。

北自育新路，南到环城路。

从解放小学门口向北至文签桥南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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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三八巷

卫校巷

南小村

铁路新村

沿渠村

竹园村

采石新村

西城根

琅琊古道

宝善坊

唐牌坊

西门街道办事处

东大街

中心街

古楼街

文德街

菜市街

西大街

清流街

四牌楼街

古马路

前进巷

杨家巷

公管巷

四牌东巷

(8)城关镇

汉语拼音 说

S五nbAXihng 东起南大街西经三八布厂到莫家巷。

Wbix邀oXang 地区卫校东至气象站大门南止。

N6nxi2[oCnn

Ti劲hX知Can

Y螽nqliCan

明

滁州剧院南面和轧花厂西面一片。古名塔园(内曾有古塔一
廛)。

新火车站西北边宿舍区一片。

县种予站后边一片。

Zh豇y以nCan 县水产公司东边至老油库后一片(在铁路专线甫)。

CtiishfⅪnCfin

XichgnIg奄n

Lingy矗G五如o

B五0s艟n佰ng

T五ng面if'dng

Xim白1J话dao
Banshlchh

DfingdAJiE

Zh6ngxinJi否

铁路采石场宿舍区一片。

从渔场小水库起至古马路东头一片。

从全搬驻穗中转站向西至琅邪寺止。

东自甫大街起向西至碴厂的碌后门口止。

南接马巷，北至宝善坊。

以古城大西门．小西门取名。辖文德、中心．四辟．清藏．
鼓楼5个居委会．有8条街，1条路，2l条巷。

从东门口起刭中心街止。

从南大矫北头起至张家巷口止。

Gm6uJi石
从西大柝西头起至地区医院住院部门口止。原名“鼓楼街一。

W6nd6Ji百 从东门口向西至中心街止。

Chish'tJi百 北起东大街甫与文德街相交。

XidAJi百

Qinglifi．1i否

筑面i16uJi暑

G五m薹L讧

Qi{injnXihng

从石篓篓的茶炉门口起向西至水库北路中段止。

从十字衡向南至四牌楱街止。

自四牌搂向西至西大桥东止。

东起奠家巷西至忠佑巷。

从杨家巷中段起向东至丰乐矫甫巷中段止。呈丁字形。

％n鲥i五xihg
，

从劳动局大楼西翻起至东大街止。

G石n鹳醛nXAng

&p磊i DfingXihng

北自地区京尉团练功房向南经城关镇．基督教堂向西至南大
轿北头止．

从城关镇(原基督教堂)对面向北至琅琊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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