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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地名录》是宁河县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根据国

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对重点地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

济概况，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核实考证，和进行了

理以后编辑而成的。

的内容包括：行政区化名称和居民地名称；重点的行

单位和台，站、场名称；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人

工建筑、古迹、纪念地、历史地名等共854条地名。收录重要地名的概

况文字材料43份，地名照片18张，

本录的编辑出版，是加强地名科学管理的依据，是查找，了解宁

河县地名的工具书。它将为公安、民政，城建、邮电、交通、外事，

测绘、规划等部门提供方便，同时也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

史研究和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本录所引用的各类数字，宁河县概况以宁河县1982年统计报表为

据，各公社概况均按宁河县1980年统计报表为据，人口数字P21982年 ．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报表为准。由于宁河县是1976年唐山一一丰南大

地震重灾县之一，现仍在恢复建设中，对一些未建成的居民区，重点

人工建筑名称暂未收录。

本录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市地名办公室和有关部门的大力

帮助以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在此深致谢意l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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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工具。地名工作是一

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涉及面又很广的工作。它同四化

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县根据国家和

市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在市、县政府和县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

经过县地名办公室全体同志的努力，从1981年开始地名普查。经历业

务培训，外业调查，资料整理和成果验收等过程。充分发动群众，深入

调查研究，认真核实考证，对全县的各类地名的现状、含义和历史沿

革等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作了地名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结束了

我县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宁河

县地名录》，这是地名普查工作的一大成果。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县的

历史和现状，是当地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著。不仅为各条战线，各个

部门提供了必要的地名资料，同时也为人民生活提供了方便。

各级领导，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和全县人民，都应了解和熟悉所在

地区和单位的现状和历史，掌握其发展规律，这对正确制定政策、实

施正确的领导，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搞

好四化建设是很有益处的。

县长陈洪林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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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县为天津市辖县，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天津市最东部。地理

座标：北纬39。，09 7—39。，36 7，东径117。18 7—117。55 7。东与河北省丰

润县毗连，东南邻汉沽区，南与塘沽区接壤，西南是东郊区，西隔北京排

污河与北郊区相望，西北与武清县为邻，北界自西而东分别与宝坻县，

河北省玉田县，丰润县交界。东西长32公里，南北宽32．3／z、k里，略呈

方形面积约l，43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境内的北京市清河农场的119平

方公里，河北省芦台农场约133平方公里，天津市潘庄农场约6平方公

里，河北省汉沽农场等约143平方公里，四个外属农场，合计占地约

40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面积的28％。辖赵庄、董庄、大北涧沽、丰

台、岳龙、桥板、苗庄、宁河、廉庄、大辛、赵本．任风，南涧沽、

北淮淀、依口，潘庄、造甲城、东棘坨，大贾庄等19个公社和1个芦

台镇，共272个自然村，287个生产大队，12个居民委员会。288．296

人，其中回族1，260人，壮族387人，蒙古族3人，朝鲜族2人，满族36

人，侗族3人，瑶族1人，仫佬族2人，余为汉族，各民族散居。县治

芦台，位于县境东部的蓟运河东岸，西距天津75公里，东距唐Lb45公

里。
’

宁河县因原驻地宁河故名。相传i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即有人烟。

西周(公元前了70—220年)为燕地。秦(公元前221--206年)分属上

谷，渔阳二郡。汉(公元前20了二220年)属渔阳郡雍奴县。三国时期

(220--265年)属巍国范阳郡。北魏(420--445年)属渔阳郡泉州

县，隋大业年问(604—618年)属涿郡雍奴县。唐天宝元年(742年)

改属范阳郡武清县。宋、辽对峙时期(1 1 1 1年)改属南京道析津府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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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县。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析香河置宝坻，属大兴府宝坻县。元

仍之。明永乐二年(1404年)于宁河设梁城守御千户所，属直隶顺天

府宝坻县。清雍正九年(1731年)析宝坻县置宁河县，县治宁河，属

直隶顺天府东路厅通州。辖区东至张凤庄接丰润县，西至西堤头接天

津县，南至塘沽濒海，西北至大月河接宝坻县。辖芦台、营城、北

塘、潘庄、新河、大月河六镇、27个保、260个自然村。民国初期仍

之。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属河北省海津道。解放前夕属冀东十五

专区。1948年12月14日宁河县解放。1949年6月将县中心部位的近60平

方公里面积划出建芦台农场，属中央农业部。同年9月，县人民政府由

宁河迁驻芦台，遂划归天津专区，辖10个区；同年将汉沽、张贵庄划

归天津市；将赤土、范庄、孙庄，河庄、大庄、军粮城等村划归天津

市。1950年将河头，五十问房、中心桥、北窑、义和庄等5个村划归塘

大区；将黄庄、王家铺、貉子法，水流庄、小店等5个村划归宝坻县；

同时划出任凤，淮淀以南6万亩土地。近30平方公里面积，建北京市清

河农场，属北京市。1957年清河农场扩大N 23万亩近90平方公里。

1951年将杨家泊乡7个村划归汉沽镇；同年11月，将京山铁路以东约

143平方公里面积划出建汉沽农场，属中央农业部。1953年北塘乡划归

天津市。1957年茶淀、小刘庄、东尹庄3个乡共19个村划归汉沽区。

1959年大海北、岭头两个乡近72平方公里面积划归芦台农场；皂甸、

阎庄两个乡划归汉沽农场；将军粮城、李庄子、中心庄3个乡46个村分

别划归天津市东郊区和塘沽区。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全县成立“五

一”、 。卫星一， 崔红旗一、膏红星”． 一东风’5个公社。同年将“红

旗”公社97个村划归玉田县；将宁车沽乡划归塘活区。1 959年1月宁河

县与汉沽区合并，统称天津市汉沽区，区政府驻汉沽。，同年霍庄子，

赵庄子．纪庄子、东堤头、西堤头5个村划归天津市和平区。将宝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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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庄、林亭口两个公社划入汉沽区。i960年3 Yj汉沽区改设汉沽市，

属唐山专区。同年7月复将口红旗斗公社97个村由玉田县复归汉沽市；

将于京管理区划归芦台农场。1961年6月复置宁河县，仍属唐山专

区，县治芦台。同年公社以大划小，将于京管理区划入成立东棘坨公

社，全县由25个公社增加N 26个。1962年8月将黄庄、大中庄、林亭l=／、

新安镇、八门城、糙旬、1南王庄7个公社划归宝坻县、宁河县复归天

津专区。1964年7月将潘庄附近2万亩土地近6平方公里的面积划出建

青年农场(现潘庄农场)。1973年8月宁河县划天津市，其腹地中的芦台，

汉沽两农场仍归河北省。1978年3月由造甲城、潘庄两个公社划出9个

大队建大贾庄公社。1980年3月青年农场改称潘庄农场，移交天津市。

至此宁河县始具现状。

宁河县地处海河平原东部，海河水系“北四河’’下游，地势低平，

北部略高，平均海拔(黄海高程)1．5米。属暧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

均温1 1．1。C，一月均温一5．7。C，七月均温25．6。C。最高气温出现在

1 972年7月中旬，高达30。C，最低气温出现在1970年1月上旬，低达

一22．1。C。年降水量270．3—63了毫米，降水最大的是1977年7月，一

次降雨357毫米，受灾面积4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了0％，减产3--5成

的有22．2万亩，降雨量最低的是1972年，全年降水不足180毫米，蓟运

河，潮白河干涸，大田不能播种，水稻不能插秧，受灾面积达58万

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92％。无霜期196天、积温4455．4。C。 有蓟

运河，还乡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等15条河流连通196条渠道，43

个洼淀构成一个严密的水网。县内最大的洼淀一一七里海，位于中部

偏西的潮白新河两侧。’北部属黄粘土，南部属黑粘土，潜在肥力较

高，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一

经济为农、林、牧、渔、副综合生产型，主产水稻、小麦、玉米、



高梁等。建国前，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虽有有利条件，

但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农业生产发展

缓慢，非旱即涝，粮食不能自给；工业仅有农具制造，酿酒、榨油、

米面加工、砖瓦制造等小型手工业作坊之类，百业萧条，民不聊生。

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全面实行多种形式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农业，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1．47)-亩，兴修水利，挖渠196条，基本达到旱涝保收。现有耕地了5．5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83％。1979年一一1982年四年粮食平均年产量

24，516万斤，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年产量．增加52％，比建国初增加

288％。林业，主要靠四旁植树，积蓄量12．4万立方米。畜牧业，以家

庭饲养为主，主要有猪，羊、牛、鸡等11个品种，年存栏数36．9万头，

产肉900万斤，产蛋440万斤。渔业、以海水捕捞为主，兼以淡水养

殖，有淡水水面4万亩，主要品种有鲤、鲫、鲢，鳙、河蟹、对虾等，

年产鱼51 1吨。工、副业，目前已形成以纺织、机械加工为支柱，以建

材，化工，电子、酿酒、食品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现有芦台棉纺织厂、

宁河县化肥厂、宁河县水泥厂、宁河县针织厂等，县、社，队三级办工

厂218个，1982年工业产值11，133万元，是解放初期的49倍。1982年

工、农业总产值22，031万元，是建国初期的17．6倍。

文教．。卫生事业，有县师范学校1所；国办初、高中8所，社办初

中35所，在校学生16，000人。小学234所，在校学生34，000人，学龄儿

童入学率98％；有县医院1个，中医医院1个，结核病防治所1处，卫

生防疫站1个。公社有卫生院；主要文化设施有大型影剧院2个，工

人俱乐部1个，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各1个。宁河体育馆可容纳

2，500人，是全县文体活动中心。

名胜古迹，有1958年在田庄坨村南发现战国古遗址一处，为市级



保护单位。西塘坨村西有战国时期古墓葬一处。现存最完好的古建筑

天尊阁，位于丰台南部，建于明末、清初。系木结构楼式建筑，高24

米，为市级保护单位。历史上以蓟运河所产银鱼、紫蟹闻名朝野，

1958年蓟运河下游建防潮闸后，鱼，蟹遂绝迹。驰名中外的长芦盐，

也随着区划的变更而更张易主。只有芦台稻至今仍保持着“小站稻"

的雅称，素以色好味正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县治芦台是全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宁河县处东部地震区。1976年7月28日3 N42分唐山大地震，芦台距

震中45公里，全县76．4％的房屋倒塌，芦台东部的村镇被夷为平地，

亡16，098人，重伤1，031人、轻伤32，700人。位于芦台火车站附近的铁

路路基断裂，铁轨扭曲成“S”型，断水断电，城镇居民聚集在街道中

心，栖身于席棚达数月，直到住房建起，人们仍心有余悸，久久不敢

搬入。震后，恢复重建，至1982年底止，全县建房3，603，285平方米，

居民住房面积和生活环境均好于震前。

-宁河县是天津市的东部门户， (北)京一一山(海关)铁路由东

南过境，并设芦台站；(天)津一一唐(山)公路横贯东西；芦台至各

公社有公路相通，交通方便。 ，

附注

。北四河一——蓟运河、潮白新河．还乡河、永定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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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称 录

类 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曾用名 人口 备 注

县 宁河县 Ntngh6 Xian ． 288，296 驻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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