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保定名人（续） 

爱国将领佟麟阁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满族，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人，国民党追赠

陆军二级上将。 

佟麟阁早年参加护国讨袁战争。曾任冯玉祥部陆军第 11 师第 21 混成旅旅长。1926年 9

月五原誓师后，随部参加北伐。1928 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 2 集团军第 35 军军长、暂编第

11 师师长、第 29 军副军长。1933 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同年 5月，参加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第一军军长兼代理察哈尔省主席，跟随冯玉祥驰骋察省，打击日军，

收复失地，为察省光复作出了贡献。    

1937年 7月 28 日，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击，进犯南苑，时任第 29 军副军长的佟麟阁

与 132 师师长赵登禹指挥 29 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

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时年 45 岁。 

1947年 3月 13 日，佟麟阁生前在北京居住过的南沟浴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毛泽东

同志曾高度评价：“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79年 8 月，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佟

麟阁将军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并将其墓修葺一新。2009年 9 月 14 日，他被评为 100 位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 

冯玉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

人，生于河北保定，民国时期著名直系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国民革命

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    

冯玉祥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少时家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入保定五营当兵，

1902 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

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14年 7 月，冯玉祥任陆军第 7 师第 14 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

起义军。9 月任陆军第 16混成旅旅长。1915 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

络，于次年 3 月议和停战。1917年 4月被免去第 16 混成旅旅长职。7 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

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 16 混成旅旅长。1918年 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



 

第九章 隶属市县 

保定市管辖四市（定州市、涿州市、安国市、高碑店市），18 县（易县、徐水县、涞源

县、定兴县、顺平县、唐县、望都县、涞水县、清苑县、满城县、高阳县、安新县、雄县、

容城县、曲阳县、阜平县、博野县、蠡县），3区（南市区、北市区、新市区），另设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2009 年又新设白沟·白洋淀温泉城开发区。保定市是国务院最新批准的 118

个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之一。 

 

南市区 

区域概况    

位于保定市市区东南部，西、北分别与保定市新市区、北市区毗邻，东、南与清苑县接

壤。 京深高速公路和京广铁路纵贯东西两翼。保新、保衡、保沧等省级公路和 107 国道穿

经，与区内主干道路相交，联通外境。  

南市区是在古城传统商贸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都市型经济 " 城区。驻区国有大中型

商业企业较多，集体和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星罗棋布，成为保定市最繁华的商业区。 

区人民政府驻地邮编：071000。行政代码：130604。电话区号：0312。拼音：Nanshi Qu。    

历史沿革 

1955 年 6 月，原市行政第一区因地处旧城区南半部，易名南市区。 1958 年 12 月，

划归保定市市区。 此后于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几经分合 ,1962 年 8 月，裕华

区南半部和兴华区合并，复建南市区至今。 

行政区划 

南市区辖 5个街道、4 个乡：联盟街道、红星街道、裕华街道、永华街道、南关街道、

杨庄乡、南大园乡、焦庄乡、五尧乡。    

红星路街道 办事处驻红星路 41 号。面积 4.86平方千米，辖 5 个社区居委会：红星、

四中、红旗、大慈阁、清真寺。   

裕华路街道 办事处驻穿行楼南街头 17 号。面积 5.85 平方千米，。辖 5个社区居委会：

裕华园、力高、环南、莲池、二中。    

联盟路街道 办事处驻三丰东路 9号。面积 3.94 平方千米，辖 6 个社区居委会：六一、

红阳、刘守庙、关东街、金玉兰、家园社区。    

永华路街道 办事处驻中心街。面积 4.8 平方千米，辖 8个社区居委会：永华中路、体

育场、灵雨寺、西路、南路、铁路、唐家胡同、淮军公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