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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区房地产志》在市房管局和区政府领导的关心

指导下，经全体修志人员辛勤笔耕，历时六载，数易其稿，

现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我区房地产历史上第一部专

业志书，必将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现时代特征，突出河北区特点，

立足当代，略古详今，以翔实的资料，形象的图照，展现了

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建设河北、改造河北的辉煌业绩，如

实地记述了河北区房地产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并着重记

述了解放四十多年来，河北区房地产发展和管理的巨大

成就及经验教训。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房

地产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和提高城

市载体功能，促进全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宝贵

资料。

《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居人，

此城廓之始也”。旧三岔河口是天津的摇篮，河北区聚落

的起源，金时已有人家。作为城市建设先导的房地产业，



2 序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演变发展。建

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新的发展

时期。改革开放给天津房地产业注入新的生机。邓小平同

志南巡讲话发表后，河北区房地产开发、经营象雨后春笋

般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编修房地产志是服务当

今，惠及后世的千秋大业，无论是对当前的改革开放事

业，还是对今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房地产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丁吉清

一九九五年六月



凡佣

凡 例

一、《河北区房地产志》是天津房地产志和天津市河

北区地方志的系列丛书之一。

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事实为依据，秉笔直

书。

三、本志记述河北区历史和现实房地产发展和管理，

按现行区划范围。

四、本志立足当代，统合古今，详今略古，详独略同，

反映时代特点，突出河北区特色，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房管事业服务。

五、本志上限始于1404年(明永乐二年)，下限止于

1994年。为了记述的完整性，个别章节有的向上追溯或向

下延伸。

六、本志篇目共设十二章，结构为章、节、目三个层

次。采用述、志、记、表、图、录(综录)等体裁。

七、本志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用中国朝代

年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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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大事记体裁为编年体，采用公元纪年，建国

前在括号内注明朝代年号或民国纪年。

九、本志记述或统计新建房屋的建筑时间，均按竣工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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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河北区位于天津市区东北部。因地处海河、南北运河以北而得

名。区域管辖，包括老“河东”地段，即海河、原金钟河以东地段。现

区界：东起新开河双水渠，经外环线、月牙河、上江路，与东丽区接

壤；西以海河、子牙河、北运河为界，与和平、南开、红桥区隔水相

望；南起海河，天津站主站房与邮电局之间小马路、京山铁路线、铁

路运输专用线、真理道至泰兴路，与河东区毗连；北起北运河、普济

河故道、宜白路、京津唐高压线抵新开河，与北辰区相邻。

河北区由四个地区构成：南部地区，地处海河畔，历史上曾是

帝国主义侵略占据的地带。中部地区，包括金家窑、粮店街、小关、

小树林和中山路地区，历史上曾是旧三岔河口及伸延地区和“河北

新市区”。北部地区，包括原北部地区和解放后新开辟的白庙工业

区、新开河工业区、建昌道居住区、铁东路和张兴庄住宅小区。东部

地区，亦是解放后新开辟的地区，包括王串场工人新村、江都路居

住区、民权门居住区和河兴庄住宅小区。

截至1994年底，全区占地面积27．8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92788户，609487人。房屋建筑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

河北区是天津通往北京的要道，位置重要。河道纵横，道路如

织，铁路纵贯南北，地理条件优越。北运河、海河沿西北部区界曲流

而南，新开河自西南至东北横贯全区；京山、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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