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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地名志》总编纂委员会及

‘。编辑部人员名单
，

n‘
，

总编纂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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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主 任：王德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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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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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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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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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市地名志》丛书是天津市地名委员会主持编纂

的天津市第一部大型地名专著。它以天津市1987年地名补查

和资料更新成果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立足当代，

鉴古察今，记实叙事。力求在内容上既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又

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知识性。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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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志是《天津市通志》的·个分志，共十九卷，每个区、 ，

县为一分卷，市为总卷。它全面地公布市辖各类地名(包括有 ．

地名功能的重要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等)共约4万条。每条地．

名都标有汉字标准书写形式和汉语拼音罗马字母拼写，个别 一

地名专用字，方言用字，都作了必要的注音和释义。同时，还准

确地表述了每条地名的位置、起源、演变和有关的地理环境及 ．

历史条件等。 。。
．-。

’·

．三、本志按通常分类原则将所收地名划分为行政区划名

称、居民地名称、自然实体名称、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各专业 ?

部门使用的名称、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称、历史地名(包括曾

用名、旧名)和简名等共八大类。另有地名工作、地名史话和附

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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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志地名时间上限追溯到事物开始之时，下限到成书 ’

的前一年。有关历史的记述则划分如下几个阶段：已无文字记
’

载的称远古，有文字记载的并在鸦片战争前的称古代，鸦片战 ．

‘

争后至建国前的称近代，建国后的称现代。涉及到纪年时，清 。．

代以前的用帝王纪年(即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以后的用公元纪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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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志中采用的统计数字以市、区、县统计部门核定的

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未有的则用单位自身的统计数字。计量单

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为准，建国前的沿用旧制。 x

六、本志大事记是从地名工作发轫起一切重要的具有普

遍性意义的活动，在志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采用“编年体"

记述，以年、月为经，以事为纬。只记述事实、人物活动，不述个

人事迹，不加评论。
‘

七、本志的资料依据，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援引资料原

文采用脚注方式，当页编码，不编通码。

八、本志涉及的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及官职除租借地

区、日伪统治时期外，均依当时名称。

九、本志气象资料，采用国家气象局《全国气候区划》资料

(1978年)。 。

十、本志体裁采用志、记(大事记)、图(包括照片)、表、录

(附录)等几种形式，以志为主。 ·

、

十一、各分卷按分类和分区相结合的原则编排，各卷卷末

附音序索引和笔画索引。。

天津市地名志总编纂委员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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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地名志·塘沽区卷》历经三载，数易其稿，终于问

世了。这是我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专业性地方志书，是我区文

化建设方面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是流传后世的一份宝贵

财富。

地名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变化。本志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塘沽区地名的历史和现状，
。

从中可以看出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演变轨迹。在当前深化

二改革、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

意义。 ‘。

．．
，

．

这部志书的出版，为我区研究城乡建设管理，以及各项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历史和现实资料。也为各单位以及广

·大读者了解我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和特

点提供了方便。它是一部用途广泛的工具书和内容翔实的资

料库。 。

·
‘

这部志书的问世，凝结着编纂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并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关怀，以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致谢。
’

，一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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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区长．李伦炳 。。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日



本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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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说明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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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市地名志·塘沽区卷》是在塘沽区编纂委员会领导下，按

照《天津市地名志编纂纲要》，以天津市首次地名普查和地名补查资料

更新成果为基础编纂而成。 ．·

·

。，二、本志收录各类地名1490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61条，居民地 ．

名称673条，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名称19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20

． 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90条，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称5条，筒名、

历史地名248条。地名囹30幅，照片34帧。除此，还收有地名工作、地

．名史话及重要的地名文献资料等。约40万字。 ．。

-。

三、志文数据资料来源均以区统计局和专业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

为准。截止日期为1991年底。人口数采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

4据． ．

。

四、编排顺序：各街道办事处、乡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均按其方

位由东而西、自北向南的顺序排列f区属各委、局名称按区政府编制顺

序排列，企业单位按类型、规模及其知名度排列；事业单位(如学校、医

院等)按性质、类型及主管机关的习惯顺序排列。
。

五，采词原则：行政区划与居民地名称和行政单位中的委、局名称

全部收录，企业、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选收。地名工作一章

以地名大事记为主，兼顾组织机构、地名普查、地名补查与资料更新、地

名档案、地名管理、编辑出版等内容。地名史话一章由《塘沽文史资料
· 辑》、《中国民问故事集成天津分卷塘沽分册》和有关志书摘选，含地名

史实、地名故事、地名碑记等。 ：，‘

六、第一章所列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津港务局、天津港保税区、天津长芦塘沽盐场、天津农工商塘沽公

s。司，均按行政区划对待。
’

。七、因地名图负载量大，凡区属委、局和以序数命名的中学均采用

． 简称。如塘沽区财政局简称区财政局，塘沽区第一中学简称塘沽一中，

以此类推。
‘

． 八、本卷地名图不作行政区划依据。
厂＼ +编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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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洼：车毒圈中再线tZ供参考．币怍行政区刖侬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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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地名志·塘沽区卷

编纂委员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孙肇祜

舌排左起：陈晓梅

政山 焦再泉王殿起韩杰

景明 劳达安刘振鹏 张云彩



L毛泽东同志于l蛎4年4月罄日视察乏津碱，

▲邓小平同志为天津经济j

．一李鹏同，乏观察天津港傈税区仓库

▲万里同．之税察乏津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塘沽区办事j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

丫天津胜利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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