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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邗江县地名录》是在地名普查基础上，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颁发的《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和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江苏省地名工作管理暂行规定》，作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

后，并按照《江苏省市，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和有关文件精神，经县人民政府批准编辑出

版的标准地名录。

本录共编入“邗江县地名图”．“邗江县概况”，“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专业部门和企事

业单位名称”、“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名称概况”．“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物名称”、“地名图

片”、“标准化地名更名，命名的通知和有关重要文件”、“地名汉字首字笔划索引”九个部分。对原

有地名，尽量保持稳定，可改可不改的一律未改。非改不可的和重名的地名，本着“符合历史，照

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精神，作了更名。“邗江县地名图”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

《邗江县地名录》的出版，为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公安户籍．民政管理．新闻报导和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标准地名资料。它是地名管理工作的依据，今后各级行政、事业、

企业单位使用地名时，都应与地名录的标准名称相一致。对地名的命名．更名，必须按照国务院

的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手续，并要征得地名办的同意，经人民政府批准，方能生效。

本录文字概况部分的数据，均系一九八一年年报概略数。

《邗江县地名录》是在县地名委员会领导下，由县地名办公室主办，编辑人员有：王广亿，

金福章、马万兴等。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先后得到县政府办公室，民政局，文教局，水利局，党

史办公室、统计局，外贸局、气象站等单位以及各公社，镇，场的支持和帮助。王克同志对“邗

江县概况”作了修改和审定，束长虹同志注写汉语拼音，屠怀友同志协助整理地名汉字首字笔画

索引，魏增．茅永宽同志摄影。对此，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各方面都缺乏经验，本地名录在内容、分类、编排以及文字等方面，都

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得到一切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

邗江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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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县概况

邗江县围绕扬州市，东邻江都，西接仪征，北靠高邮，南濒长江。面积九百三十六平方公里，

人口约六十一万人，除少数回族外均为汉族。邗江县人民政府驻扬州市石塔路(东经ll 9。25’，北

纬32。24’)。辖二十七个公社、一个县属镇(瓜洲镇)，一个场(滨湖农场)，三百九十九个大队。

邗江县历史悠久，是我国古老县份之一。

根据解放后在凤凰河古文化遗址和甘泉汉墓出土的文物考证，这里远在二千三百年到三千年

之间已具有比较发达的远古文化和比较进步的工艺．生产水平。

据史书记载，邗江县在春秋时期形成，称邗国。东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四八六年)，吴王

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以利军运，筑邗城作屯军之所，自此称邗城。楚怀王十年(公元前三一

九年)改邗城为广陵。汉，南北朝年间(公元前-'0六至公元五五二年)，因朝代变迁，先后称东

阳郡、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广陵郡，山阳郡、南兖州、东广州．江都郡。隋开皇十八

年(公元五九八年)，改广陵为邗江县(始称)。炀帝杨广大业初年(公元六O五至六一。年)，改邗

江县为江阳县。南唐烈主李界升元元年(公元九七三年)，改江阳县为广陵县。宋神宗赵琐熙宁五

年(公元一。七二年)，广陵县并入江都县。清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析江都置甘泉县。宣

统二年(公元一九一。年)，甘泉县合并江都县，因国变未成。民国初年并入江都县。一九四九年

解放。霍桥、瓜洲，甘泉、槐泗、黄珏五个区隶属扬州市。一九五。年划入江都县。一九五六年

析江都设邗江县。一九五八年合并扬州市。一九六三年三月与扬州市分治，恢复邗江县至今。

邗江县地处淮河入江水道尾闾。以沙壤土，黄泥土为主，粘土，自土，小粉土及湖土仅占小

部分。地形分布为六分平原，三分丘陵，一分水面。西北系仪六浦丘陵组成部分，海拔在十五至

三十五米之问，有远近闻名的甘泉山(海拔六十三米)。东南为平原水网地带，海拔在二点五米左

右。境内有长江支流、大小河流一百零六条。北有邵伯湖，中部有廖家沟．金湾、太平、芒稻河，

京杭大运河．古运河贯穿南北，分别汇合于夹江、六圩港口、瓜洲渡口，流入长江。辖区内有万

福闸．施桥船闸．瓜洲闸等重要水利设施。全县河湖纵横、土地肥沃，素称“鱼米之乡”。

邗江县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全年平均气温15。c，最热为七月份，平均气温

24．20c，最冷为一月份；平均温度一1．90c，无霜期二百二十二天。平均年降水量一千零九十四毫

米，降水量大多在梅雨季节，夏秋常受台风影响。

这里是富饶的农业区，物产丰富。全县现有耕地五十五万亩，其中水田四十八万亩，主要农

作物有水稻、三麦，油菜，其次是棉花和豆类等。一九八一年粮食总产四亿八千余万斤，比一九

四九年的一亿八千万斤增长近二点六倍；皮棉二百四十五万斤，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一万斤增长二

十二倍；农业总产值二亿零七百余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一千七百万元增长十二倍a多种经营也

较发达，有生猪．蚕桑、渔业等。一九八一年，生猪饲养量三十八万多头，比一九四九年的九万

头增长四倍多；本县蚕桑生产系全省重点县之一，早在唐代已经开始养蚕。一九八一年产蚕茧一

万七千多担，比一九四九年的三百担增长五十七倍；年产鲜鱼二千五百吨，比一九四九年的六百

五十吨增长近四倍。春季长江盛产鲥鱼、刀鱼，是我县的土特产之一。一九八一年全县多种经营

总收入二千七百多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二百万元增长十三点五倍。



解放前，邗江县工业生产薄弱，只有二爿小锅厂、铁木竹和碾米手工业作坊。解放后，随着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工业生产有了巨大变化。主要有机械，化工．建材，轻纺和工艺等工

业，有县属工厂三百五十九个，社镇办工厂三百八十九个，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二亿二千一百

多万元。其中县属工业八千四百万元，社镇办工业一亿三千七百万元。比一九四九年的二百八十

六万元增长七十六倍。

邗江县的外贸产品主要有锻压设备、五金工具、化工原料、自厂丝，和服腰带绳，制裘，玩

具，水彩画笔．玉雕，金银首饰、麦秸画、薄荷油、兔毛等八十七个品种，行销美，英，法、西

德，埃及，日本，香港、澳门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九八一年外贸总额三千三百多万元。

邗江县交通十分便利。在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口有苏北重要水运码头——六圩码头；古运

河与长江交汇口有瓜洲汽渡码头。公路四通八达，沿江、沿湖地区的水上运输十分方便。

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发展较快，中学由一九五七年的三所，在校学生七百七十四人，发展

到八十六所，在校学生二万八千七百多人；小学有三百二十五所，在校学生十万零八千多人。有

县文化馆、广播站，电影管理站，扬剧团和公社文化站、广播放大站，影剧院(大会堂)等，全

县有农村电影放映队四十二个。医院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二所，五十张床位，发展到三十一所，九

百五十五张床位，一千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各大队均设合作医疗站，共有医护人员八百余名。

邗江县是具有较长革命历史的地区之一，第一次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来这里宣传马列主

义，并建立组织。

一九三八年，陶勇、周爱民率新四军苏皖支队开辟西北山区根据地，建立湖西办事处。十月，

陈毅率领新四军挺进纵队渡江北上，为勾通南北根据地的交通线，开辟了新老洲根据地。一九四

一年，西北山区建湖西工委。一九四二年，杨庙、公道、黄珏建立了区委和区公所。二月，新老洲建

江镇工委和江镇办事处。一九四三年，建甘泉县委，县政府和甘泉支队，坚持斗争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六年秋，冶山、仪扬、甘泉三县合并组建东南工委，后北撤。一九四八年重建东南工

委，东南县政府，坚持斗争直至解放。

在长期坚持斗争中，王杠(湖西办事处主任)、许言希(甘泉县县长)、朱秀清(武工队队长)

等同志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全县人民的心中。

邗江县名胜古迹有：隋炀帝陵，座落在槐泗公社，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甘泉二号

汉墓，此墓早年被盗，因墓室塌陷，不少文物得以幸存，一九八。年清理出土了陶，铜．金．漆

器和珠玉珍宝九十余件，具有很高的历史和工艺价值的文物，一九八一年二月又出土了一方净重

一百二十克的典型汉代诸侯金印——“广陵王玺”，是汉印中极为罕见的珍品。古刹高曼寺始建于

隋代，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现仅存大殿房屋建筑。瓜洲镇的瓜洲古渡，是唐代高僧鉴真

大师首次东渡日本的出发地，原址塌入江心，现竖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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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录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瓜洲镇概况

瓜洲镇位于县西南十六公里，古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东接八里公社，西界仪征县朴席公社，

北连运西公社，南隔长江与镇江市相望。面积二十七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六千九百余亩。人

口约一万三千人。有一个集镇和一百零四个自然村，分五个农业大队，七十一个生产队，一个居

民委员会。镇机关驻迎江路。

据《水经注》记载： “汉以后江中涨有沙碛，形如瓜，故名瓜洲”。又据《名胜志》记载：‘‘瓜

洲渡昔为瓜洲村，扬子江之沙碛也，或称瓜埠洲，亦称瓜洲步，沙渐长，连接扬州郡城，自开元

(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一年)后遂为南北襟喉之处，及唐末渐有城垒，宋乾道四年(公元一一六八

年)始筑城，号簸箕城”。后来的瓜洲城是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一五五六年)为防御倭寇而筑的。

到清代初叶，由于运河漕运发达，瓜洲更显繁盛，康熙，乾隆二帝数次“南巡”都巡游过瓜洲，

并在离城不远的宝塔湾建有高曼寺行宫。后因长江水道变化，逐年坍江，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一八九五年)瓜洲全城沦于江中。今瓜洲镇是在原四里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九四九年解放，建瓜洲区。一九五八年组建瓜洲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辖瓜洲镇和运西。

一九六四年与运西公社分治，建瓜洲镇至今。

瓜洲属沿江平原水网地区，地势低平，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宜长稻麦。解放后，大搞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筑堤、开河，建闸，确保了早涝丰收，三十年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一九八一年

总产近七百二十万斤，单产由解放初期的七百斤左右增加到一千二百斤以上。副业以生猪、蚕桑、

编织为主，一九八一年生猪饲养量四千五百头，产蚕茧二十六担。瓜洲南临长江，河港纵横，水

产资源丰富，鲥鱼，刀鱼是我镇特产，常年捕捞鲥鱼在万斤以上，刀鱼约两万多斤，最高年份曾

达十余万斤。副业总收入约二十万元。

解放前，瓜洲除二爿小锅厂外，没有工业生产。目前有省属企业两个，县属企业八个。镇办

工业发展较快，现有镇办工业十八个，主要有工艺，服装、农机和编织等业，其中工艺厂生产的

雨花玛瑙是外贸产品。工业总产值约五百二十万元。

本镇南临长江，有瓜洲船闸，客渡和汽渡码头，对勾通南北交通有极其重要作用。东．西扬

瓜公路贯通全境，水陆交通发达。

随着农副工业生产的发展，瓜洲镇面貌一新，一九七八年将狭小的繁荣街扩建成宽阔的迎江

路，先后建成瓜洲闸，汽渡码头，影剧院、百货大楼、瓜洲饭店，综合商店，银行．新华书店和

迎江新村等新型建筑物。市场繁荣，物资供应丰富，工厂遍及全镇。还扩建新建了医院和学校，

现有完中一所，小学六所，在校中小学生共二千四百余人。有中心卫生院一所，各大队设有合作

医疗站，共有医护人员五十余名d

瓜洲古渡是唐天宝元年(从元七四二年)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的出发地。原址已塌入江心．

现竖碑经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镇

路

路

街

街

街

街

街

巷

巷

巷

巷

巷

巷

巷

巷

居民区

4

瓜洲镇

迎江路

四里铺路

陈家湾街

江口街

江口南街

江口后街

河东街

劳动巷

生产巷

工农巷

丰产巷

胜利巷

新民巷

青龙巷

戚庄巷

迎江新村

Guazhou Zh色n

Ym舒ang如

Siliph Lfl

Ch6njiawan Ji6

5hngkbu Ji邑

Angkbu N西nji邑

Jiangk6u H6uje

H6dong Ji邑

Lhodong XiAng

ShengchAn Xiang

G0ngn6ng XiAng

FengchAn Xiang

Sh色n#i Xiang

Xinmm Xiang

qngl6ng XiAng

QizhuAng Xihng

Yfn【g#ang Xincon

一九六四年建镇，依驻地瓜洲定名。据瓜洲志记

载，晋代为扬予江中一沙洲，因形状似瓜而得名。
驻地：迎江路。
一九七七年在原陈家湾街基础上扩建成的新路．因
地处古运河与长江交汇口．故定名迎江路。
依历史名称四里铺定名。据瓜洲志记载，因距瓜

洲城北四里而得名。
以姓氏和地形定名。

因地处古运河入江口，故名。

一九七七年建瓜洲汽渡，江口街被切断，将位于
南侧的定名为江口南街。

原名火星庙。一九五二年庙拆除后更名为江口后
街。

因位于古运河东岸，故名。

原以姓氏定名为崔家巷，一九六。年更名为劳动
巷。

此巷曾有一姓石的开设蒙馆教书，因此定名石家
巷。一九六。年更名为生产巷。

原为镇台衙门．曾名为衙门巷。一九六0年更名
为工农巷．取“工农联盟”之意。

原为商会驻地，曾定名商会巷。一九七一年更名
为丰产巷。

巷内原有盐库，并以此定名盐仓巷。一九七一年
更名为胜利巷。
原以巷口杂货店名称定名钟恒兴巷，一九六。年

更名为新民巷。

以镇西境内闻名的青龙港定名。

以自然村戚庄定名。

新建居民点，因位于迎江路西侧，故名。



朱庄 Zhuzhuang

小鞠庄Xiaojfizhuang

沙田庄 Shatiinzhuang 奉庄多数耕地为沙土·散得名沙田庄。

毛家场 M￡iojiachling

施家庄 SMjazhuang

李小圩LIxiliow6i

高桥Gaoqi矗。 荽耋薯，一座比较闻名的石桥(1958年已拆除’名高桥。村以
杨庄 Y,4ngzhu磊ng

戚庄 Qizhming

王庄 W五ngzhuang

张庄 Zl_lAngzhuang

谭庄T矗nzhuang

钮庄 Ni6zhuAng
以姓氏定名。

徐庄Xdzhuang

刘庄LiflzhuAng

葛庄 G6zhu[mg

外 岸 Whi’an 此村位于江堤大岸边，故名外岸·

东 岸Dong’An 因位于瓜洲镇东部的临江大岸边而得名。

鞠庄大队

笪家仓

前姚

王庄

阚庄

曹庄

马桥

鞠庄

高庄

贾庄

青龙

小何庄

张庄

何庄

大岸

JnzhuAng DAdui

D矗jiac夏ng

Qi矗ny磊o

W五n弘huang

KAnzhuang

Cfiozhuang

Mfiqi矗o

JfizhuAng

GitozhuAng

Ji吞zhuAng

Qingl6ng

XiAoh6zhtmng

ZllangzhuAng

H6zhuAng

Da’an

一九五八年建大队，以境内闻名的村庄定名。驻地：笪家仓。

以方位和姓氏定名。

以桥的名称定名。

以境内闻名的青龙港定名。

位于何庄的一饲，庄子较小，故名。

以江防大堤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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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庄

洪庄

胡庄

刘庄

朱庄

孔庄

大薛庄

后姚

毛庄

张徐

白庄

军桥大队

毛庄

崔 庄

马 桥

西妃

东妃

陶 庄

曹 庄

韩 庄

吴庄

军桥

黄庄

张庄

田庄

岔路

郭庄

刘茂营

汤桥

李庄

唐庄

姚庄

许庄

6

G6ngzhu磊ng

I-16ngzhuAng

Hdzhuang

LiuzhuAng

Zhfizhuang

K6ngzhuang

Daxuezhu百ng

Hbuy：io

Mdozhufing

Zhangxfi

Baizhuang

JQnqiao Dhdu)

MfiozhuSng

Cu-zhuAng

Mhqifio

Xifei

Dongfei

TAozhuang

C矗ozhuang

H矗nzhuhng

Wdzhuang

Jfinqiff．o

Hu矗ngzhuang

ZhangzhuAng

Tifinzhuhng

ChAln

GuSzhuang

Lifimaoylng

Thngqi￡io

LizhuAng

Tfingzhufing

Y直ozhuAng

Xfizhu直ng

／

庄子大，人口多。依姓氏定名为大薛庄。 ／
因位于前姚的后面，故名口 f

以张．徐两姓氏定名。 J
f

一九五八年建大队，以闻名的军桥闸定名。驻地：毛庄口

f
相传历史上有吹鼓亭．是落难皇帝上朝奏乐的地方，建村后 ／
定名吹庄·经雅化为崔庄。 {

j
相传因住过落难皇帝的妃子而得名。 }

相传因住过落难皇帝的妃子而得名。
’

拆迁定居点，因靠近军桥闸，故名。

因位于岔路口，故名。

相传这里曾驻扎兵营，刘茂为兵营首领，故名。



标准名称 汉 语拼音 备 注
--_-____--_^-●-。●。__-___-__●-__●●_l___●--_-______-___-_-。r-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_---__-__-_____-——‘。__‘-___。。_。’一‘‘。1。—‘‘。●1。一

冯庄 F6ngzhuang

相府

双桥

梅庄大队

周三房

王庄

梅庄

李家庄

唐庄

大坝

戎庄

沈庄

王庄

小孟庄

小刘庄

张庄

郭庄

小徐庄

老庄

磙桥

陶庄

殷庄

马桥

大李大队

大李庄

平条园

潘庄

小余庄

大余庄

王庄

朱余庄

张高庄

汤庄

小李庄

Xi／mgf豇

Shu]ngqido

M6izhuAng DAdui

ZhousAn聒ng

Wfingzhu磊ng

M6izhuang

LijiazhuAng

Tfingzhuang

DAbA

R6ngzhuang

Sh邑nzhuang

W百ngzhuang

Xifiombngzhual

XiiioliozhuAng

ZhangzhuAng

GuOzhuAng

XiAoxflzhuAng

IAozhuang

GfinqMo

TAozhuAng

Yinzhuang

Mfiqi；io

D／tll Dadui

DMizhuang

PfngtifioyuAn

Panzhuang

Xiaoynzhu夏ng

DAyflzhuAng

W西n肛hu互ng

ZhfiydzhuAng

Z坛ngg五ozhuang

TangzhuAng

Xiao娩huAng

相传曾住过落难皂帝的大臣．故名相府，

过去这里曾造过两座石矫．故名双矫

一九五八年建大队．以自然村梅庄定名。驻地：周三房。

周姓三兄弟首居f此．故名。

以拦水大坝定名。

相传村旁曾用石磙搭桥．故定名磙桥；

原有一木桥町走马．故名马桥。以桥定名：

一九五八年建夫队．以驻地名称定名。驻地：大李庄，

因村庄周围栽有”平条树”．故定名平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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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备 注

张家桥 Zhangjiaqi螽。 以桥定名。

项庄

李家糟坊

周倪庄

大孙庄

商圩

五柳

8

Xiangzhuang

Lijiazaof2ing

Zhounfzhuang

DasdnzhuAng

ShAngw6i

wflliO

村周围有水淘，形似项圈，故定名项庄。

李姓曾开糟坊，远近闻名，放定名李家糟坊。

相传清乾隆帝南巡至瓜洲遇雨，曾在此村五棵柳树下避
因此得名。



杨寿公社概况

杨寿公社位于县西北十八公里，东与黄珏公社毗邻，南连甘泉公社和仪征县古井公社，西、

北分别与仪征县大巷．大仪公社接壤。全社十一个农业大队，一百五十一个生产队，一百七十八

个自然村。总面积三十九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二万四千四百余亩。人口二万二千余人，民族

全系汉族。驻地杨寿坝。据民国续修甘泉县志记载，杨寿坝原名杨寿医坝，大仪诸山之水三源并

发至坝，合而东流，系西山一大集镇也。相传：有一姓杨的兽医，医术高明，为便于交通，曾在

河上筑坝，故名。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由杨寿．墩留、方集三乡合并成立人民公社时据此命名。

全社属丘陵地带，地势起伏不平，气候湿润，雨量适中。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有养殖业。农

业主要产水稻、三麦等粮食作物和棉花、油菜等经济作物。养殖业主要是内塘养鱼。解放后在党

的号召下，全社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拓宽疏浚了杨寿河，平整土地六千多亩，新

建了二十七座灌排站，旱涝保收农田二万一千多亩，农业产量逐年增长，一九A--年粮食总产二

千二百九十多万斤，单产超过了千斤。副业以养猪，养蚕，养兔为主，一九八一年生猪饲养量一

万四千九百多头，产蚕茧三百八十多担，兔毛一万一千九百多斤，另外产薄荷油四百七十多斤。

其中兔毛、薄荷油系外贸产品。社队工业亦有所发展，公社有农机，砖瓦，橡胶．玻璃仪器厂等

二十一个，工业总产值达五百一十二万元。

杨寿公路支线由公社驻地分别连接于扬天公路和扬菱公路，有汽车直通扬州等地，杨寿河直

通邵伯湖，可供水上运输。水陆交通较为方便。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所发展。现有初中三所，小学十一所，在校学生五千余人I公社卫生院一

所，各大队均有合作医疗站，共有医护人员六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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