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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延川县地名志》在地名普查资料基础上编写而成，是我县第一部以地名为中心的地

理历史典籍。

《地名志》是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国家地名档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

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非常广泛。它为国家提供研究国情，社会发展，社会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情况的基础资料，也是研究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具体就是

为国内军事、政治、交通、邮电、广播、新闻、出版，文教、科研、测绘、公安，民政，

外事，旅游等部门使用标准地名提供依据，大量的概况资料和照片等资料可直接供科研工

作应用，直接为四化建设提供基础资料。所以，编写出版《地名志》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

《延川县地名志》，它包括本县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交通、水利、古迹和纪念地等

方面的资料，收集全县各类地名1166条，其中s大队和自然村名称1016条，各类专业部门

使用的台，站，场和人工建筑名称96条，自然地理实体54条，绘制县、社、镇，城地名图20

幅，各类有意义的地名照片60幅，县、社机关单位概况介绍，为了查阅方便，附有地名汉

字首字笔划索引、汉语拼音索引。

延川自晋设临河县，隋初改为延川县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因此，地名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随着社会不断演进，大自然和历史的变迁，地名的命名改称，时有变化，

所以，考查其来历、含义，沿革、位置等情况造成了很大困难，经过我们对史料考证、实

地调查，基本上搞清楚地名释义和沿革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各类地名进行了

正音、正字、正义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慎重，对原有的地名尽量保持稳定，对“文革”中变动了的名称一律予以恢复原
名。

对各类名称的沿革，尤其是自然村名的来历，正史不载，传说不一，产生时间不同，

故根据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延川县志》为重要依据，同时考查了一些金、石、碑文等记

载，加上实地调查研究，对于传说采取分析而定其义。现名中含义不健康之地名，进行谐
音，雅化处理。

由于编者史料缺乏，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地名考究浅朔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

评指正。

延川县地名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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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职员工794人。县城有剧团，文化馆、影剧院、电影公司等文化单位，永坪镇有电

影站和文化馆，15个公社均有电影放映队，3个大队建立了电影放映组。在永呼公社鲁家

湾大队阳山峁建立了电视调频台，使全县大部分地区看上了电视，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政

策，活跃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县城设有医院、中医院、防疫站，永坪、稍道河、张家河、文安驿、拓家川等公社设

有中心医院，其余10个公社都有卫生院，全县共有医务人员264人，病床247张，农村有合

作医疗站331个，赤脚医生591人。卫生事业发展很快。

近年来，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全县农机总动力23109马力，大部分川道社队和原面

队粮食加工，农田灌溉、交通运输实现了半机械化。同时，近十年中全县11个公社，128个

大队通了电，占全县大队的37．1％，对解放生产力，向“四化"进军是一个好开端。

延川是块光荣的土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率领红军和解放军

在东征和转战陕北时，先后三次来到延川，征战行程600多里，足迹达13个公社。1936年5

月东征回师时在拓家川公社杨家圪抬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在关庄公社

太相寺，毛主席主持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进。

现在，延川的面貌大有改观，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群众生活迅速提高，延川人

民正在奋发努力，向“四化"进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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