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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地名的基本属性是指代性和社

，歹i ?谓指代性，是指每个地名都代表着某个具体的地理实体；所谓社会性，是指地

的产物，受社会公认而又为社会服务的，它还往往带有民族的、政治的、历史的

没有地名，人们无法进行社会活动。地名混乱，会使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大受

：{

此，统一地名的书写和称说，纠正地名混乱的现象，实现地名标准化是关系到

建设，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团结，关系到我国外交活动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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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零年九月起，我市遵照上级指示，成立地名普查领导组，组织力

矩班的T稚．宗虎了批兜普杏仵缮．为编写本书提供了基本资料．在I№基础卜

会性(所

名是社会

等特征)，

影响。因

我国四化

量经过两

，我市地

，于今年

十月份编成《忻州市地名录》。这部地名录将为社会各方面和广大群众提供有益的参考

资料，为提高我市行政管理和科学管理水平提供便利的条件，激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的情感，进一步搞好四化建设。

《忻州市地名录》共汇集了全市六镇、二十一乡：兰个街道办事处的五百二十八个村，

一百四十三个独立存在的具有地名意义的站、厂、场、院；一百一十七个山、河、路、

桥等地理实体I四十五处革命纪念地址和名胜古迹。总计各类地名八百六十三个。我们

在编辑过程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料，尊重实际，

尊重群众，多闻阙疑，力求史实确凿，数据可靠。凡属传闻，即冠以“相传"．“传说”等

语而陈述。书中数据均以一九八三年底的数字为准。为便于正音，目录名称加注了汉语

拚音；为了便于查找，正文之前又编了地名首字笔划和音序索引。本书共分十章，概述

如下。

第一章为概况。主要叙述本市所处地理位置、面积、行政区划、’人口、民族、自然，

经济、交通、文教、卫生概况，以及著名革命纪念地址和名胜古迹。

第二章为沿革。介绍本市名称由来，历代名称的演变，以及政区变化等。

第三章为部分乡村更名情况。

第四章为行政区划地名录。本章分三十个部分，首先介绍乡、镇、办事处的概况，

然后介绍其所属村庄的方位、地形、名称由来、演变、四至、人口、民族、面积、土地、

经济类型、自然条件，气候特点、经济状况、交通、文教卫生简况、著名革命纪念地及

名胜古迹等。乡、村、城、镇的距离多以直线计量，少数亦采用习惯距离。对于村名的

来历，有记载的力求引用原文，一并记入。通过普查，全市有四十二个无人村，未予编

列在内。

第五章为台、站、厂、场。记述了这些单位的方位和城区的距离、隶属关系，始建

时间，名称来历，设备、生产情况、职工人数及占地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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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学校、医院。记述了市级以上学校和医院的方位、始建时间，历史、规模

以及隶属关系等。

第七章为关隘及革命纪念地地名录。记述其方位、地理险要程度、军事意义、以及

战争历史记载等。

第八章为名胜古迹。记述了全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未经保护的遗留古迹的方位、

名称由来、始建与重修年代、建筑特点、自然景物、艺术及科学价值、保存情况和保护

级别等。

第九章为道路、桥梁。主要记述的是其方位、规模、路经、始建与重修时间、质量，

以及隶属关系等。

第十章为各类地理实体，分山、河、库、泉、渠等五个类别。一是山峰所在的地域、

方位、名称来历、含意及演变、山脉走向、面积，高度、山体概貌、自然资源、名胜古

迹等；二是较大的河流在境内的方位、名称来历及其含意、发源地、流域、规模，作用

等；三是灌区及其渠道的方位、名称及含意、隶属关系、始建时间、规模、流量、受益

村庄和面积、工程建筑物等；四是温泉的方位、名称来历、发掘时间、水质情况、建筑、

设备、作用等；五是较大水库的方位、名称来历、修建时间、规模、质量、库容、受益

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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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大楼

一七一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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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乡和风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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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东门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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