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
E二====J



桓

，桓台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J

}＼夕．．_卜．＼／



县城区索镇大街西段

^宋修文摄1)





基勤祠 建平摄

云 涛 (宋修文撮J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五
贤
祠
大
殿

魏

伟
摄

马踏湖晨雾



矗 上
?

蕊 盔 警 廖 日 产 象 南 _ 蠢



东索镇酒r r张连利摄

襄镇火车站 采修文摄



县城新建居民区楼群一角 f张连利摄)

周家乡李王村农民新居一角 (魏伟摄j



髓台影院 (张连利摄)

／

小清河翁河大桥 (焦波摄



出 版 说 明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向行政、经济、交通、外事等方面的管理提供准确

的地名资料，我们根据《山东省市、县地名志编辑纲要》，在1 9 8 0年地名普查、1

9 8 2年地名标准化处理，1 9 8 5年对地名重新进行调查、考证所取得的大量资料的

， 基础上，编写了《桓台县地名志》。它是我县古今地名的总汇，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具有

法规性的标准地名工具书。它的编辑出版，是桓台人民抢救地名历史遗产，清理历史地

名混乱现象，使地名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良好开端。

《桓台县地名志》共收录了地名4 7 9条。其中：行政区划1 4条、自然村3 2 6

条，街巷5 7条、企事业单位3 0条、人工建筑物9条、自然地理实体l Z条、名胜

古迹1 4条、纪念地2条、注销地名1 0条。各条都较系统的介绍了地名的标准名称、

名称由来，历史演革及现状。并有历史，现状地图l 0幅，照片1 2张。本志资料涉及

面广。为便于查阅使用，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志内县，乡，镇，村名，是经省，市、县政府批准的标准化名称。各行各业使

用地名时均以此为准。如需命名、更名，需按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山东省

人民政府发布的《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报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二，志内所列数字，皆以1 9 8 4年《桓台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所记为依据，乡

镇企业情况，系1 9 8 4年末统计。 。

．

三、地名的汉语拼音，均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

语拼音字母拼字法》拼写。 ，

四、志内清康熙三十=年至一九六二年问七jl、地图，由于制版较早，图上个别名称

与文字所述名称不一，个别村庄方位与实际不尽布H符，凡此，皆以后版为准。

本志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在省、市地名委员会，县委、县府领导下进行的，并得到

有关单位及热心地名工作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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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地域历史悠久。桓台县中部“小庞遗址"，据1958年出土文物考证，属公元

前二千五百年龙山文化遗址。表明远在四千五百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氏族社

会，先民已在此地繁衍生息，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 黄帝、少吴、尧、舜历史时期(公元前2l世纪前)，桓台县地域系爽鸠氏团地。

夏朝(公元前21—16前世纪)系季茹氏国地。．

商朝(公元前16—11世纪)系逢伯陵国地，殷未系薄姑国地。

西周(公前前11世纪一前771年)为齐国地。
’

春秋战国时间(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为齐国渠丘邑、葵丘邑、狄邑地。

秦朝(公元前221一前207年)为齐郡(亦说临淄郡)临淄县地。 ·

．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8年)初置西安县(治今索镇)，属苛州齐郡(国)。 同一

时在格孙城置高苑县、会城置平安县，今穆寨东北置延乡县，均属青州千乘郡。

公元9年，王莽篡位建新朝，西安县改名东宁县，．属青州济南郡。

东汉(公元25—220年)，．公元25年刘秀建东汉，东宁县复名西安县， 属青州齐

国。西境并存高苑县，属乐安国。北部平安，延乡二县并入博昌县。 ，

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置西安县，属魏地，高苑县蓝入武强县。 ．··

晋及十六国时期(公元265--420年)，西安县先后属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

燕五国。

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移西安县于今临朐县境，原西安县城侨置索卢县，属

青州齐郡。·原高苑县故城侨置鬲县，延乡县故城侨置湿沃县，属青州乐陵郡。北齐天保

七年(公元556年)索卢县并入高阳县，鬲县并入武强县，泓沃县并入博昌县。

隋朝(公元581—618年)，县境分属齐郡长山、高苑县，北海郡临淄县地。

唐朝(公元618—907年)属河南道淄州长山县，高苑县地，青州临淄县地。。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先后为梁、唐、晋、汉，周之长山县．高苑

县、临淄县地。 ，

北宋时期(公元960一1127年)，属京东东路青州|lf『i淄县地守淄州长山县、 高苑县

地。

金朝(1115—1234年)为山东东路淄州长山、高苑县地，益都府临淄县地。

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即蒙古元23年)置新城县，治新城，属般阳路。。金末，

连年战乱，政令不行， 。山东豪杰角立’’， 民乱无主。山东东路兵马付元帅张贵(本

籍人)，为聚民保土，绕齐桓公戏马台筑城自卫，名新城。
。

元朝(1271—1368年)设就城县，属中书省般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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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1368—1644年)设新城县，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济南府。 洪武元年(1368

年)全县编为40里。洪武十二年(1379年)全县编为42里。天启四年(1624年)，全

县设八镇Ⅱ口t索镇、石桥镇、张店镇、高楼镇、新桥镇、唐藏镇、旬召镇，崔谈镇。四

乡即利用乡，厚生乡、永宁乡、正德乡。编为45里。

清朝(1644—1911年)设新城县，属山东省济南府。康熙三十二年，全县设索镇，
‘

石桥、张店、高楼、新城、唐藏，旬召、崔偻八镇，编为4rJ个约，共有311个庄。

、1 中华民国(1912—1949年)设新城县。属济南道。《新修桓台县志》载t “邑名桓

台始于民国三年。先足国内以县名新城者五，议留直隶最初之一， 余均改名。是年四

月，县署摹文改县名为形水，’经集众会议，佥以形水名非素称，且非本县昕独有，不如

易名桓台较为典要。县署转以上请核准如议，遂定今名。"以新城内齐桓公戏马台(又

名桓台)遗址得名。仍治新城。民国十七年(1928年)道废，桓台县直属lij东省。1930

年全县分为四个区，十二个镇，136个乡，共347个庄。

第一区(驻崔偻)辖新城、唐山、三合、田家四镇，45个乡，’106庄。
’

第二区(驻北石桥)辖石桥、曹村、张店、车站四镇，33乡，79庄。 ：

第三区(驻索镇)辖东索镇、西索镇、起凤三个镇，25乡，87庄。

‘第四区(驻荆家)辖岔河镇，33乡，75个村。 ．

；1939年1月，日军侵I_桓台城，设伪桓台公署，属青州道。同年7月二十四旅在索镇成

立顽桓台县政府，属山东省第十四专员公署，均沿袭旧制。 +二’

1939年7月1日，在中困共产党领导下的清河区第一个县级政权机构一“长(山)

桓(台)、临(淄)，益(都)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在面窝村成立。

1940年4月28日，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中埠村正式成立，辖一、二区、北四区
t ．和五区(长山九区划归桓台为五区)，属清河专署。12月桓台县改属清中办事处。年末

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长、桓军政工作团”t改属清河办事处领导。、
。?

1942年1月，将岔河桥以东至崔家20个庄划归高苑县辖。是年6月，张店周围9个

村划归淄博特区辖。7月·“桓台军政工作团”直属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

1942年2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称渤海区行政主任公署，下设六个专署，桓台

县属第六专署。 ·．

1945年8月3《，日，桓台县第一次解放，属渤海区第三专署。

1948年9月桓台县设八区、一镇，即：崔楼区，石桥区、乌河区、岔河区、铁山区

区、田庄区、金岭区，滨湖区和索镇。．，

1949年7月25日，渤海区第三专署改称清河专属，辖桓台县。

1950年4月，清河专署与淄博工矿区合并称淄酶专署，辖桓台县。同时张店周围九

个村回归桓台县为九区。桓台县政府机关由恒城迁至索镇。全县划分为9个区， 111个

乡，共466个庄。4

九个区：崔楼区改为第一区(驻崔楼)

石桥区改为第二区(驻北石桥) 、

乌河区改为第三区(驻索镇)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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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河区改为第四区(驻琢庄)

铁山区改为第五区(驻卫固)

高楼区改为第六区(驻田庄)

金岭区改为第七区(驻金岭)

，滨湖区改为第八区(驻j亦I)
张店区为九区(驻张j占)。

’1950年11月，张店九区从桓台县划出与周村合并建张周市。

1953年5月，金岭区的九个乡， 和卫固区的大寨乡分别划归淄川县和张周市。7

月，淄博专署改为淄博工矿区，因桓台县属于农业县，改属惠民专署。全县调整为7区

一镇，102个乡，共376个村。即：第一区(驻崔楼)、第二区(驻北石桥)，第三区

(驻起凤)、第四区(驻陈庄)、第五区(驻卫固)、第六区(驻高楼)，第七区(驻

唐山)和索镇。

1955年9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将原来1—7区改用地名称呼

1956年秋，齐东县小清河以南的20个村庄划归桓台县。12月撤区并乡，全县划分为

38个乡，一个镇。。

1958年9月，将全县38个乡镇改制为12个人民公社。

第一卫星人民公社(驻起风)辖13村。

第二卫星人民公社(驻索镇)辖10村。

第三卫星人民公社(驻卫固)辖12},J‘。

第四卫星人民公社(驻江西道)辖8村。

第五卫星人民公社(驻果里)辖17村。
’

第六卫星人民公社(驻石桥)辖22村。

第七卫星人民公社(驻唐山)辖26村。

第八卫星人民公社(驻桓城)辖35村。

第九卫星人民公社(驻诸葛庄)辖9村。

第十卫星人民公社(驻田庄)辖27}=．I’。

第十一卫星人民公社(驻陈庄)辅38村。

第十二卫星人民公社(驻高王)辖20村。·

， 1958年11月，惠民专署与淄博市合并为淄博专署，桓台县并入搏兴县，届淄博专

署，同时将卫固、江西遭、石桥三公社划归张店区。’

1960年9月，县西北境张官庄、辛庄、四马村划归邹平县。

1961年9月，恢复桓台县制，属惠民专署．是年12月建区分社。全县划分为7区

38个人民公社，351个生产大队。

索镇区辖佼庄，南王、索镇、张桥、东毕、耿桥6个公社。

唐ijJ区辖唐山，西毕，店子、楼子、果里5个公社。

田庄区辖田庄，大寨、吕埠、诸葛、郭店、傅桥6个公社。

桓城区辖城关、邢家，洼子，周家，沈家5公社。

高王区辖高王，里仁、孙桥，王明、刘家5个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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