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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根据国务院和省，地有关地名普查的指示和部署，我县地名普

查经过几年的全面认真地调查考证和对地名的标准化处理，取得了

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地名成果表，标洼标准地名图，地名卡片前

己送省，地审查验收。现在《洪洞县地名录》已编辑付印，这是我

县地名普查工作的又一项重要成果，为此表示祝贺!

《洪洞县地名录》是我县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地名的书，它比较

全面地记载了全县各类地名的位置，来历，演变和现状；记载了我

县历史，地理，气候、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丰富资

料。《洪洞县地名录》选取的地名是以行政区划，居民地，自然地

理实体，名胜古迹和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为主，兼收部份人工建筑物

和企事业单位名称。共收各类地名一千五百余条，是一部洪洞县的

简意，对研究洪洞县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是

党政机关和各部门必备的工具书。

地名是区别各种地理、地物，自然实体的标蘸和符号，是囱然

历史和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

的体现。实行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对于方便国家行政管理、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都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洪洞县地名录》经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印刷，书中所列地名



均系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质。凡使用洪洞县地名者，必须依此为

准，不得随意更改和滥用地名，不得臆造地名用字。今后地名管

理，必须根据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颁竹的《地名管理条

例》的规定。行政区划名称的更名和命名，必须按照国务院《关于

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办理，方可有效。

值此《洪洞县地名录》内部出版之际，谨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编

辑同志和有关单位致以谢意!

洪洞县人民政府县长郝中礼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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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洪洞县概况

一沿革

洪洞县是原洪洞、赵城二县1954年合并而

洞县。洪洞县名的来源根据传统的说法，是取

管提出疑义。但仍需深入考究，为此仍从旧说。

洪洞县历史悠久，在唐、虞、夏、商时代，洪洞、赵城均为冀州之域。西周时洪渝

为杨侯国，故城在今县城东南十八里范村。赵城当时为赵国，争赵城东北三里筒子城为故

城。春秋时，洪洞为悼公之弟干的食邑，号日杨干，后为羊舌黔食邑，到鲁昭公二十八年

(公元前514年)，始为杨县。赵城为赵简子食邑之地。洪、赵均属晋国。秦统一中国

后，推行郡县制，洪洞为杨县，治所在今范村。赵城属彘县域，治所在今霍县，均属河

东郡。西汉仍旧。东汉阳嘉三年(公元134年)，彘县改为永安，洪洞仍称杨县。东汉

末年三国鼎立，洪、赵属魏，正始八午(公元24了年)，置平阳郡，辖杨县、永安。西晋

时，亦沿用魏制，永安县的治所管一度在今赵城东北十五里的仇池。十六国时，两县均

属平阳郡。北朝时，均属晋州总管府，北魏时仍属平阳郡，洪、赵属禽昌县。隋义宁元

年(公元61T年)始置赵城县，县治在今赵城东北三里。义宁二年改杨县为洪洞县，县治

迁今洪洞县城。两县均属临汾郡。洪、赵二县自隋置县以来一直沿传于现代。唐时，洪，

赵属晋州，赵城县治迁今赵城镇。五代十国时，设建雄军节度使，秸洪洞。赵城无考。

北宋洪、赵属平阳府。其问熙宁五年(公元10T2年)赵城冒省入洪洞为绒。元丰三午

(公元1080午)又复县。金代洪、赵均属平阳府。元代洪洞属晋宁路，赵城属霍州。明

清洪、赵属平阳府，府治在临汾。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T72午)升霍州为直隶州，领灵

石、赵城二县，州治在霍州。洪洞仍属平阳府。民国初洪洞、赵城均属河东道，道治在

运城。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洞、赵城属第六专署。洪、赵沦陷后，洪洞县政府驻河西韩

家庄，赵城县政府驻罗云、双昌。日伪时期，洪、赵归冀宁道管辖。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

的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194l午9月成立太岳行署，同时

洪洞、赵城抗日县政府成立。洪、赵先归八专，后归三专。解放战争时期洪洞归二专区

管辖。赵城归一专区管辖。1945年8月洪、赵两县铁路以西地区成立了洪赵联合县，

政府驻万安，属晋绥九分区管辖。日本投降后，洪赵两县叉成立民主政府，洪洞驻师

村，赵城驻兴旺峪。解放后两县政府各驻县城。洪、赵均属临汾专署管辖。1954年7月

1日洪赵两县合并为洪赵县，县治在洪涧，属晋南专署。1958午10月洪赵县与霍汾县合



并，称洪洞县，县治在洪涧城。1959午9月霍汾从洪洞分出，恢复原置。19T1年临汾与

运城专暑分置，洪涧归临汾行署管辖至今．

二区划、民族、人口

全县共976个自然村，划为16个乡，g个续。印：南王乡、码张乡、淹底乡、孔峪

乡、古罗乡、龙马乡、白石乡、马牧乡、左家沟乡、双昌乡、山头乡、左木乡、提村

乡、南沟乡、苑川乡、圣王乡，城关绒、廿亭续、曲亭续、广胜寺缜、赵城缆、万安

鲼、苏堡缆、明姜续、刘家垣缜。共有村委会4i6个，自然村976个。全县人口5j0，832

人，其中男性279，412人，女性271，220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513，030人，占总人口

的93．2％，非农业人口3T，593人．占总人口的6．8％。绝大多数为汉族，有极少数蒙、

回，满、白等少数民族。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50人。1985年出生人数6，800人，出生率

12．41‰，死亡人数2，845人，死亡率5．19‰，净增人数3，985人，净增卒为7．22‰。

三历史传统

洪洞地处晋南平原的北端，是我省南北交通的咽喉，是晋南重鲼一一临汾的屏障，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洪洞民性强悍。富有正义感，索有“燕赵”
侠义之遗风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历史上管出现皋陶、师旷、韩文，范镐鼎，王轩、刘秉

恬等历史人物。道光年问管有曹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时，洪洞人民极积参加了

太原的辛亥起义。；洪赵是我省共产党的活动最早的县之一，早在1926年洪赵就秘密建立

了党的地方组织。1936年1月红军东渡时．红一军团冒驻扎在白石村，红军管在苏堡、

范村、上纪落及河西地区进行扩红，许多洪赵儿女参加了红军。I 93了年九、十月间，洪

赵两县共产党的县委相继建立。193了年底至38年初，朱总司命带领八路军总部信驻在洪

洞，达三个月之久。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大批青年参军参战投奔革命。抗日战争期

间，洪洞人民极积参军参战，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玩，配合主力

部队，针锋相对地与日寇开展了反扫荡、反清剿、反维持、反稻旧、反奴化的斗争，深

入敌人的心脏，破铁路、割电线、打火车、烧汽车、摸碉堡、反奸除霸。1942年配合太

岳军区正规军抢救了稀世珍宝《赵城金藏》。1943年地方武装参与了著名的韩略战斗，

歼灭侵华日军少将以下军官一百八十余名。击毁敌人汽车十三辆。在解放战争中，洪赵

两县人民及民兵等地方武装，转战汾河两岸，铁路沿线，冒配合正规部队两次解放洪

洞，三次解放赵城。在革命战争中洪赵冒出现了象卫勋元、徐生芳、订登云、高辉达等，

英雄人物，有3，114名英雄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培养了一

大批革命干翻；，现在洪洞在外地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2，3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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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质、地貌

洪洞县位于临汾盆地的北端，东经为111。30，一一112。50，．北纬36。157一一36。23
7

县境东隔霍山与古县接界，西靠吕梁山与蒲县相连，北与霍县、汾西县为邻，南与临汾

市接壤。南北最长处为4T．5公里，东西最宽为55公里，总面积为1563平方公里。其地质

属于华北台块山西台背斜临汾断层区，主要构造为北东30。一一35’的华夏系，为断裂发

育．正断层显著。由于地质构造影响，全境东、西、北三面环山，汾河由北而南贯穿其

中，南部低平。形成东西高，中间低的北窄南宽(平面)的河谷盆地。从地貌成因划

分．全县可分山地、丘陵、山前倾斜平原、河谷阶地四种地貌单元。东部霍山，山蛮重迭，森

林茂密，最高峰老爷顶海拨2，34T米。西部是吕梁山系的青龙山、罗云山，最高峰泰山顶

海拨1347．6米。东西两山区占总面积的20．4％，东西丘陵区占总面积的37．6％，中部由于
汾河水系的洪安河、曲亭河、三交河、舞阳河等11条河流从东西两山趋向汾河，形成阶梯

形的河谷平原．占总面积的42％，最低处为县境南部的河滩，海拨430米。这里土地肥

沃。水利方便，是粳棉主要产地，‘全县平均海拔530米。

五气 候

洪洞属暖温带牛干旱大陆性气候。据25年来气象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为12℃，一

月份最冷，平均为一3．6℃，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8．6℃(1985年1月16日)，七月份最热

平均26℃，极端最高气温达40．7℃(1966午6月12日)，年平均降水量527．6毫米-极

端年最高降水量为T54．8毫米(1964年)，极端午最低降水量为335．6毫米(1980年)．

年平均光照时数为2，551小时，年辐射总是120一一“0千卡／Cm2。无霜期午平均196

天，始日四月上旬，终日十月下旬，极端最高年无霜期223天(1975年)．极端最低午

无霜朗153天(1958午)

六矿产资源

洪洞主要矿藏资源有煤、铁、铝矾士、石灰石、油页岩，石膏、石英、长石等。煤

炭储量约42亿吨，可采量为18亿吨，煤田面积约59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可分四片：一

是西山煤田，主要在山头、左木乡。二是刘家垣煤田，主要在刘家垣缜、堤村乡。三是

万安煤田．主要在左家沟、万安、双昌等乡镇一带。四是东山煤田，主要在苑川、圣

王、明姜、广胜寺、苏堡等乡镇。其中西山煤田最大，面积达220平方公里，储量约

20．5亿吨。煤质好，埋藏浅。铁矿石为赤铁矿，晤红色。矿层不稳，比较分散，有害

杂质少．自熔性好，储产量约5T1．T万吨。主要分布在下辛府、曹家沟、毛洼庄三大矿

区。其中下辛府最多，达200万吨。铝矾士，_地质储量约1．7亿吨，主要分布在毛家庄矿

区和道觉矿区。石灰石储量为8，935万吨，主要分布在耙子里矿区、广胜寺矿区。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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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储量2亿吨，分布在洪、蒲交界的煤层上面。石膏矿地质储量约l。150万吨．开采条

件好。其它如陶瓷牯士，为陶瓷业的主要原料-还可用于化学、冶金工业．储量也极为
丰富。

。

七水利，林业资源 ，

洪洞水利资源丰富，全县拥有水4．05亿立方米!其中地面水3．2亿立方米，占总水

资源的80万，主要是汾河。常年流量36．35立方／秒，最大2，800立方／秒，糟汾河两

岸，季节性河流，如洪安河，三交河、曲亭河，舞阳河等11条河流．常年流量可占全县

地面水的20％。建国以来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水利建设，全县建水库15座，总锗水量

4，870万立方米，其中曲亭水库最大锗水量3，950立方米。除霍泉常年流量为4．5立方／
秒，还有大小泉眼125处，机井816眼。

全县宜林面积约26万亩，森林面积16万亩，森林覆盖率11％，木材总积蓄量为24万

立方米。森林分布在东西两山，特别是霍山顶周围，人烟稀少的后山区，以及西山区。

东山区多为白皮松、侧柏、油松、山杨、柞树。仅太岳林场的大南坪林场在县境内就有

8万多亩。西山区多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恢复林。大约12万亩。主要林种为白皮松、楹

子栎、油松等。

全县有防护林1．22万亩。薪炭林9．5万亩，用材林19．45万亩，经济林O．9T万亩，果

园1．2万亩．共计26万亩。

八工业、农业、财贸发展

建国以来洪洞工农业有很大的发展，1 985午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674万元，同

三中全会前的19了8年相比，增长12了．1万，同1949年比增长1139．9％，其中农业总产值，

1985年为15，196万元，比1978午增长88．9％。平均每午增长9．5万，此1949年增长

551．9％，平均每年增长5．3％。农业人均收入348元，比1978午增长346．2％，平均每年

增加23．8％。全县耕地面积909．637亩，1 985年粳贪总产量为45，877万斤-与1978年此

增长29．6％，平均每年增长3．8％，与1949年比增长349．4％-平均每年增长4．3万。1 958

年人均生产粳食894斤。比1949午增长104．6％，比19T8午增长20．T％。1985年向国家交

售粳贪4，936万斤，比1978午增长26．9％，平均每年增长3．5％。

洪洞工业企业共104家，其中全民企业z5个，集体企业了9个。全民企业中省营2

个，地营3个，县营20个。集体企业中，县营18个，乡镇5T个·街道2个，其它2个。

主要企业有省营焦化厂，尼纶厂，地营水泥厂，通用机械厂，李村电站。县营企业主要

是煤炭、炼铁、机械、酿酒、乳品，造纸等工业。1985年工业总产值15，4T8万元，其中重工

业9，286万元，占60％，轻工业6．192万元，占40％。工业总产值同19T8年相比·增长

183．6％，平均每午增长16．1％，同1949午比，增长10723．8％，平均每年增长i3．9％。

煤炭生产：全县主要煤矿有20个，其中国营2个．乡缜18个，1985年共产原煤8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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