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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县

从1981年6月开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在中共馆

陶县委和县革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专门班子，成立了地

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培训了一批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

骨干，广泛地发动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全

县584条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查考证。蓝选派

了专门人才，查阅了《史记》、《旧唐书》，《新唐书》、

《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宋史》、 《辽史，金史》等史

书专著和《山东省通志》，《东昌府志》， 《馆陶县志》等

地方志集资料，同时，还搜集了一些石刻碑文墓志，进行了

有关文字考证，在调查考证的基础上，经过内业整理，制作

了普查工作的四项成果：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普查成果

表，文字概况汇编和地名卡片。经省，地、县三级验收机构

审查验收合格。

为了使这项普查成果充分发挥作用，向各条战线提供准

确的地名资料，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财富，为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服务，我们在制作四项成果的基础上，又

经过复审，核实、订证，编纂了这本《馆陶县地名资料汇

编))，现就《汇编》的几个有关方面作如下说明。

((汇编))系统综合了四项成果的内容，但它比四项成果

更加系统，完整和方便使用。

《汇编》辑入了馆陶县标准地名图和县城示意图各一



幅，县社和其他地名概况35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251篇，

各类标准地名584条。另外，将有参考价值的文图也收进了

此((汇编》。

汇编中的主要地名概况，是按中国地名委员会规定的选

择范围，内容和具体要求进行编写的。共采摘了286篇。在采

写中我们力求准确的描述了它的概况和特点。

((汇编》中列用的地名标准名称，是在现行名称基础

上，根据国务院C19793305号文件精神，经过标准化处理，监

经邮郸地区行政公署批准的，今后使用馆陶县的地名资料，

均应以本《汇编))的标准名称为准。

《汇编》中反映的一些数字，除人口数为1982年人I=l普

查数字和有标注者外，均为1980年的国家统计数字。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本着项目齐全，文字精练，通

俗易懂，真实可靠，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缺点

错误在所难免，衷心欢迎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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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地名概况



馆陶县概况

馆陶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东经u．5。06、--II．5028、，

北纬36。27、--36。47、。在省会石家庄东南方，距离180公里。

在邯郸市以东距离75公里。东与冠县，临清隔河相望，西与

广平，曲周，邱县接壤，南与大名毗邻，北与临西搭界。全

陶馆县历史悠久，古属冀州。据史书记载，春秋时(公

城，今属山东省冠县)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于其侧，故

名馆陶。秦属东郡。汉置陶馆县，属魏郡。隋大业二年(公

年夏历十一月改为乾德，公元9 6 3年)复置永济县於馆

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永济县为镇，并入馆陶。十

五年又析为东昌、德临二道，馆陶县属东昌道，抗日战争初

期建立革命政权，属冀南三专署。

解放初期全县设八个行政区。l 9 4 8年6月进行土

社。1 9 5 6年1月发展为高级社，1 9 5 8年9月建立人

民公社。l 9 6 3年6月公社由大划小。卫运河以西区域

本县地处华北平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形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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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平坦。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13公里。最高海拔43米，

最低海拔36米。土质多为沙壤土，粘土，西与北部稍有沙

碱。卫运河沿县东境自南向北蜿蜒流经七个公社，长达40．5

公里。主要渠道有卫西干渠，胜利渠等。

本县属大陆、海洋综合性气候。四季分明温差较大。春季

干旱多风少雨。夏季秋季雨量集中，尤其七月下旬和八月上

旬常因暴雨成灾，造成部分沥涝。雷阵雨季节个别点片往往

有雹灾。冬季干旱少雪。年平均气温13。C。最冷月(一月)

平均气温一2．8。C。最低气温一17。C。最热月(七月)平均

气温26．2。C。最高气温40。C。年日照2805，，b时，无霜期205天。

年平均降雨量532毫米。

全县耕地面积485757亩，境内有大型排灌渠三条，扬水

站，点50多处。有机井3143眼。有效灌溉面积达16．3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34．5％。有大中型拖拉机248台，小型拖拉机

347台。有柴油机，电动机5381台。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

玉米。1980年种小麦253721亩，总产4332万斤。种玉米180346

亩，总产6370万斤。1 9 8 O年粮食总产13990万斤。平均

亩产463斤。总产比1949年提高筑9倍。经济作物有棉花，花

生，芝麻等。l 9 8 0年种棉花lo万亩，总产895．4万斤。

比1 9 4 9年增长5．6倍。全县有国营苗圃三个，1 9 8 O

年育苗376亩，社队苗圃场101个，面积3138亩。全县有果树

11．7万棵，年产苹果、枣，梨、桃，杏等鲜果321万斤。生猪

饲养量为74834头。有大牲畜13620匹(头)。

全县有造纸、酿酒，小化肥、印刷，制革、服装，五金、

机械制造、水泥制品、副食加工等工厂。有社队工业31处，

队办工业13处，年总产值3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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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干线四通八达。邯济、京开两大柏油公路干线纵横

交叉从县城通过。馆广，馆临和“--]k"(南馆陶至魏僧

寨)等公路通往县内外。卫运河在涨水时期能通航百吨机帆

船，南行可达新乡，北行可达天津。

全县有县办中学四所，社办中学二十一所，小学二百五

十六所。在佼学生39267人，其中中学生109133,。教职员工

1647人，有县,Jj、剧团一个，业余剧团四个。县驻地有剧场，

电影院、职工俱乐部、体育场等文娱场所。有县医院一处，

分院四处。公社卫生院二十一处。还有防疫站一处，妇幼保

健院一处。有床位240张。



馆陶县历史沿革

馆陶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13公

里。总面积448．5平方公里。据馆陶县志记载：馆陶古冀州

地，春秋时晋冠史邑， (城)西北七里有陶邱。赵置馆於其

侧因名馆陶。秦属东郡，汉置馆陶县，属魏郡。后汉因之。

魏晋属阳平郡。

石(勒)，赵(后赵)徙阳平郡治於此。北魏因之。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兼置毛州。

隋开皇初废郡，误以屯氏河为毛氏置毛州领县匹f(堂

邑，博平，冠氏、临清)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州废北徙

四十里建今治为县属武阳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复置毛州。贞观初(公元627

年)废为县属魏州。天宝初属魏州魏郡。大历中(公元772

年)改名永济(永济县故城即馆陶县治，本为临清张桥店，

唐大历七年析置县，属贝州。以西临永济渠故名)。寻复置

馆陶县。

宋建隆四年(即乾德元年 夏历十一月改元为乾德，公

元963年)复置永济县於馆陶。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

永济县为镇并入馆陶。寻复属大名府。

金因之。

元属东平路。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改属湫州。

明洪武二年(公元1 3 6 9年)改属东昌府。弘治二年

(公元1489年)升临清为州，归属临清。

清朝属东昌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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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公元1 9 1 2年)府治废，改属济西道。三

年(公元1 9 1 4年)济西更为东临，又属东临道。十五年

又析为东昌，德临二道。馆陶县属东昌道。十七年(公元1

9 2 8年)废道，直属山东省政府。1 9 3 6年属聊城专

署。

抗日战争初期建立革命政权，属冀南三专署。1 9 4 5

年9月，日本投降后，属冀南一专署。1 9 4 9年l 0月建

国后，属邯郸专署。1 9 5 2年1 O月划归山东省德州专

署。1 9 5 3年1月属聊城专署。l 9 5 5年l 2月馆陶县

政府由北馆陶迁至南馆陶。1 9 5 8年1 2月馆陶县并入冠

县。l 9 6 1年7月又恢复馆陶县。1 9 6 5年1月调整区

划，以卫运河为界，将馆陶县卫运河以东地区(约半个县)分

别划归山东省冠县，临清两县。卫运河以西的2 5 1村划入

河北省仍为馆陶县。属邯郸专署(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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