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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地名资料汇编

河北省南和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



前。 言

遵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从

一九八一年八月开始，南和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地名工作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抽调、组织了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业务骨干，广泛地

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全县4 59个地

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调查F究，并查阅了

-《南和县志》、《南和县乡土志》，《顺德府志》，《水经

注》，《廿四史》等志集和专著，搜集和分析了大量碑文，．

家谱，族谱，对调查到的材料进行了文字考证。经过内业整

理和标准化处理，制作了普查工作的四项成果：标注标准地

名图，地名普查成柬表，重要地名概况汇编，地名卡片。经

省，地两级审验抽查，认为我县普查工作达到要求，四项成

果符合标准。

为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向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名资

料，为地名理论研究、地名科学管理、地名标准化处理提供

可靠依据，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地方史料，在四项成果的

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审查，核实，修订，充实，编纂了这本

《南和县地名资料汇编》o

《汇编》中的标准地名图是在五万分之一(县图)和五

千分之一(城关图)的地形图的基础上描绘成的。重要地名

概况是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规定的选择范围，基本内容和

具体要求编写的，共计29篇。我们力求准确地描述这些重要

地名的概况，沿革和特色。自然村现状及沿革，是自然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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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主要内容。全县除东、西辛寨、单杜科的名称沿革不详

外。其他诸村基本作列眉目清楚。《汇编》中用的标准名

称，是在现行名称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1 9 7 9)30 5

号文件的精神经过标准化处理，并经过县政府批准的。如

果需要更改或补充，应按国家规定履行申报批准手续，否则

无效o《汇编》引用数字均为1 9 8 0年底的统计数字·

本《汇编》的编纂，是在地区地名办公室同志的具体指

导下进行的。并承蒙县文化局，教育局，水利局、农业局、

电力局、粮食局等部门大力支持，王同辰、孙力‘鬯、陈庆余’

张力辉、李风坤，张自民，陈志敏、田会民等同志的热情帮

助。在此向这些部门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

限，经验不足，谬误和缺陷在所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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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县概况

南和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地处海河流域平原，县政府驻

地在省会石家庄市南偏东l 0 8公里、邢台地区行政公署驻

地邢台市东南偏北2 0公里处。．’东与平乡县交界，西与邢台

县，沙河县毗邻，南与邯郸地区鸡泽县，永年县接壤，北与

任县相连。南北长2 2公里，东西略长，近似正方形。总面

积4189弓"平方公里。全县辖14个公社，184个自然村，210个

大队，：1345个生产队，48915户，228000日人，其中非农业

275户，5747日人。 ，

南和古称“和城矽，其矗和一字之由来，出自古人对南

和历史状况和风物人情的描述。“泉清而甘醇，土膏而禾

茂，人和而知礼，物厚而阜安"．(见《顺德府志>))。《南

和县志》也有“其地坦以平，其水甘以清，其人廉且贞"的

记栽。一个“和"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我县的历史风貌。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因“北有和城，故此县云南’’(今

河北省晋县，西汉时也称和城)按其地理方位取名南和县。

南和，禹贡属冀州。周职方属邢，战国属赵。自西汉初

建置，始为南和县。历经东汉，三国魏，西晋六百余年县名

未变。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割广平郡的南和，襄

国、任县三邑置北广平郡，南和为郡治，属殷州，(据《魏

书·地理志》说，此时南和一名嘉禾城，又名安澄城)。北

齐时废郡。后周置南和郡。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

为县，属洛州。千年割洛州所属的龙冈，沙河、平乡，唐

山、任县，南和六县，增置一个邢州，从此南和为邢州的属

县。大业初改邢州为襄国，同时南和划入任县，属襄国。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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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无年(公尤618年)置和州，县为州治。武德匹年。州

废，属巨鹿郡，乾元初属邢州(唐武德年始改邢州为巨鹿

郡乾元初复改为邢州)。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南和更

名为澧川，据《康熙志》诚J，因有澧水过境而得名。时邢

州改名为信德府，属信德府。．金属邢州。元至元二年(公

元1265年)并入沙河县宋几复置，复置后改名为和阳。据

《谷梁传》说： “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水南为阴，水北为

阳，因南和城在古渭水北岸，故名和阳。属顺德路(元朝初

年，忽必烈设元帅府于邢州，“．并将邢州改为顺德路)，阴初复

称南和县，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顺德路又改为顺德府，

属顺德府，此后，明，清、民国，南和一直为顺德府所辖九县

之一。南和县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958年12月12日南和县并

入巨鹿县，196I‘]Z5月18日划出，一归于任县，1962年3月1日

恢复南和县，县政府驻城关．

南和县地势平坦，除西里、史召，岗上，小槲四块洼地

外，其余一抹平川。属温带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冬夏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在摄氏l 3度左右。最热在七月

份，平均气温摄氏26．5度，极端最高气温为41．2度；最冷在

—月份，平均气温摄氏零下2．9度，极端最低气温为摄氏零

下21．2度。大于零度年积温为4949度，大于十度年积温为

4456度。早霜期始于十月末，晚霜期终于四月初，全年无霜

期200天左右。年平均降雨量520毫米，多集中于七、八月

份，约占全年雨量的60％到70％。

境内主要河流有澧河、沼河、顺水河、留垒河。除顺水河

外，均为季节性泄洪河道。其中澧河最大，境内长达23．97

公里，河宽140米，自沙河县郫龙庄入南和境，经由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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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阎里，邵屯，东薛屯五个公社注入任县。澧河上接沙

河，下连北澧河，口大尾小，河谷积沙，秋水暴发，挟沙而

下，，阻塞河道，堤岸溃决，洪水横溢，历年为患。五六年与

六三第两次洪水，把部分耕地变为河滩。有民谣说。 “风起

沙满天，水来河无边，有水不能浇，无水走路难。，，自从朱

庄水库建成之后，才给这匹为害多年的野马戴上羁绊，进行

了有效控制。
。。

’

全县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441170亩，其中水田4 4 2 7

卣，水浇地397637亩，’早地39106亩。除澧河沿岸社队有轻

沙土以外，基本上均为壤土，土质肥沃，水源丰富，便予灌

溉，自然条件优越，早涝保收，历史上有民歌说：“南和任

县不求天，耳听渔歌看秧田，绿柳垂杨千顷碧，即此便是小

江南。"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其次是玉米，谷子、高梁，山

药，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其

中，小麦和棉花是我县两大优势，大有发展前途。建国以来，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艰苦奋斗，农业生产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目前，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72000马力。大

中型拖拉机200台，小型拖拉机350多台。机井近5000眼。建国

初期(接1949年统计)全县粮食总产5100万斤，平均亩产82

斤，棉花总产28万斤，平均亩产18斤，农业总产值830万元。

到1980年粮食总产达15900多万斤，平均亩产475斤，总产和单

产分另lJ增长了2．1倍和5．8倍，棉花总产为24万斤，平均亩

产为50．5斤，分别比四九年增长8．5倍和2．8倍J油料总

产137万斤，平均亩产102．6斤。农业总产值4100万元。比1949

年增长4．8倍。林、牧、副业较解放初期也有较大发展。金县造

林16992亩，其中果树3827亩，以苹果、鸭梨、杏为主．特另0



枣、乌枣，辣椒，黑白瓜籽等，行销南方各省，

口，全县有牲畜12065头，生猪存栏45689头。社

产值322万元，纯收入206万元。

工业基础历来薄弱，解放前只有少数个体，零星

解放后有所发展，但仍较落后，全县共有工企业

年工业总产值1307．8万元，其中县办工业总产值

通方便。邢临公路(邢台至临西)横穿东西I南任

县)、南赞(南和至沙河县赞善)公路纵贯南北·

，队队有土公路。财贸战线购销两旺，市场繁

社会销售额2391万元，全县财政收A．190万E；。

生事业发展较快，1949年仅有初等师范学校一

所，小学】20个，教职员；12250名。现已发展到县办完全中学五

所，社办初中27所，小学174所，在校学生46345人，教职员

工2010人。卫生机构健全，医疗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有县医

院一处，县分院4处，社办卫生院lO处，防疫站一处。医务人

员243名，病床195张。大队有医疗站，半农半医人员346名、

大大方便了群众就诊医疗。 一

全县有文化馆一个，文化站6个，县剧团_个，业余剧

团1 3个，县办剧场一个，影院一个，电影管理站一个，社

社有电影队。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吴村古墓、隋碑、

北齐碑。另外，地，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张宾墓，柴诞

墓、左村古墓群、朱正色墓等，至今保存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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