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濑
、／

；：；萝
，Z：：》

雨忑习
L===；；；i一

戥蠛基滋矮惑

鬣

雩参季令j葛≤分?
攒 ’0＼／

藏墨 怒整毒◇害 翁

篓

￥斧。力



山东省武城县地名志
观岫0NGsHENGWUCHEN踟心I||GZ珊

(内部资料)
o’，’，“

¨ _●

、 ；
● 。

。武城县地名办公室编

一九八三年七月

7二二；弓一弓



山东省武城县地名志

(内部资料)

山东省武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地图23 字数110000

、。 印数001—1200
1 9 8 3年7月印刷出版



—1上▲

日H
_JL·j
只

《武城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并对普查资料进行全面整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它记

载了县内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标准名称和有关地名资料，并附以县、社平面图与

历史沿革图。它是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公安、交通、新闻，邮电、文教、科技、

财贸等有关部门必备的地名典籍。

在编志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

“详今略古力的原则，去伪存真，斟酌损益，力求做到资料准确、内容充实、特点突出。

地名条目的选取，以行政区划与自然村、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物为主，兼收部分主

要专业部门和革命纪念地名称，计分六类。公社以上的行政区划1 6条，城区街道6条，人

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革命纪念地2 1条，专业部门3 9条，自然村8 7 2条。共计地

名4 5 4条。

篇目安排：卷首有前言，目录，卷尾有后记。正文共分7部分，首先编录了“武城县概

况”，对武城县的现状和历史作了简要叙述，第二部分编录了“城区街道"，概述了新县城

的外景轮廓与主要街道的位置，命名及其设置单位，第三部分编录了“武城县地名考略’’，

根据资料记载印证了武城的命名、历史沿革和辨疑，第四部分编录了“武城县重要地名考略”，

对旧城、漳南镇，恩北滞洪区(高鸡泊)、四女寺及老城的历史，沿革进行了粗浅考释，第

五部分编录了“人民公社，自然村名称与概况"，分别介绍了名称的由来、沿革，含义和自

然，地理，经济，文化等简况，第六部分编录了县级“主要专业部门、人工建筑物、自然地

理实体、革命纪念地，分述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形状外貌、隶属关系及重大事件的发生，名

称的由来及产生的影响，最后附录了《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山东省

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具体办法》、《武城县关于城关公社、张官寺公社更名的请

示报告》，《德州地区行署关于更改部分公社名称的通知》，《武城县人民政府关予县城街

道和部分大队命名，更名的通知》、《汉语拼音地名索引》。出版时又将县，社，队一九八

一和一九／k-"年收益分配情况的几项主要数字统计表，列入本志第八部分，以供各方人士工

作时参考。全县1 5个公社及其所属自然村均按自上而下，由左向右的顺序排列，县，社概

况中引用的数字均以一九七九年地名普查时的年报为准，基础数字采用绝对数，一般数字采

用概数。
’

本志经武城县人民政府审定批准，凡列入的地名条目，均属标准名称。对有原名和曾用

名的自然村名称均标在标准名称之右括号内，以避免以讹传讹造成地名混乱。今后应用本县

地名均以本志为准，如需更改时，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申明缘由，报经上级批准后方可生效。

在编辑《地名志》过程中得到省、地、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及时指导，并受到兄弟

县、市和本县有关单位，知名人士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地名志》编辑工

·1。



作是首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诸位读者阅后提出宝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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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北隅，介予北纬37度03分至3 7度2 3分，东经l 1 5度5 1分至

l 1 6度1 7分之间，东西宽约二十七公里，南北长三十三公里，总面积约七百六十八平方

公里．西，北两面以卫运河为界与河北省故城县隔河相望，南与夏津县相连。东临老黄河故

遭与平原县相接，东北一隅隔四女寺减河与德州市毗邻。全县共十五个公社，三百七十七个大

队．一千五百四十六个生产队，三百九十九个自然村，总耕地六十四万三千八百二十九亩，

计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一人，除少数回族外，其余均是汉族． ，一

“：自然条件。武城县全境属黄河冲积平原。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自然纵坡为六千分之一

左右．平均海拔高度<大沽高程)为二十五米，西南部最高处三十米，。向东北逐渐倾斜，。至

大屯、四女寺公社交界处最低海拔高度不足二十二米，由于古黄河决口，改道，在本县形成

一些大小不等的沙丘和洼地，洼地多为黑粘土，洼沿多为碱地，其余都是壤土．有名的四

女寺大洼(即恩北滞洪区>面积约二十多万亩。。隋唐以前名为高鸡泊，原系一片沼泽，芦苇

茂密，只可避兵，不宜稼穑，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即兴兵于此。后经乡人开垦，始可种

岗粮，苘麻等高杆耐涝作物．解放后屡经治理，面貌大变。先后开挖了。利民河"，“六五

河，，，+搿六六河"及其支流，抗灾能力不断增强，今日大洼已成全县粮食作物之重要产地。

该县气候属季风区域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冷、热．千、湿区另Ⅱ显著。．春季风多且干

旱I夏季严热雨集中I秋季早涝不均，冬季干寒少雪。形成了春早，夏涝，晚秋又早的特点。

平均气温十二点六度，以一月份最低，平均零下三点九度I以七月份最高，平均二十七点一

度．全年四至十月份七个月高于年平均值，其中六，七，八月份在二十五度以上，全年无霜期

平均在二百二十一天左右。历年极端最高气温四十一点五度，出现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

极端最低气温零下二十一度，出现在·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全县常年平均降水量五百

九十五点一毫米，三月份稍有增加，．四，五月份显著上升，平均在三十毫米左右，七，八月

份达到降水高峰，月平均在一百六十毫米以上。九月份后逐月下降，到十二月份最少。‘以年度

变化而论，建国以来，降水最多的一九五三年，达一千二百O九毫米，最少的一九六八年仅

二百七十二点四毫米。由于降水分配不均，各年变化很大，因而早涝频繁，给农业生产带来

很大困难． 。．。 ．

一 ：。．
．．

自然资源和经济状况：武城县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要生产小麦、玉米r’经济作物主

要是棉花．全县常年植棉面积近三十万亩，素有棉乡之称。沿河一带所产的大西瓜，大白

菜．行销京，津及东北各地，颇为驰名。 。 ，，

该县水利资源本来较为丰富，卫运河自本县杨庄公社吕洼入境， 流经七个公社， 计一

百二十五华里，至四女寺枢纽工程处分流出境。 自一九五八年以来， 沿河建有国营扬水站

四处，装机五十马力以上的社办扬水站三十六处， 队办扬水站二十七处， 总装机一百三十

五台，计八千八百多马力，其中电机四十台．一千O一十五千瓦。可控制灌溉面积四十万

亩。同时，还开挖了旧城河，自杨庄公社吕洼起，向东北流入平原境，县内全长七十华里，

运河有水可引水灌溉。但近十几年来，运河经常断水，引河灌溉毫无保障。因而改走“以井

保丰．以河补源弦的水利建设路子。现全县已打各种机井二千九百四十五眼，其中深机井四

十七眼，配套二千七百五十二眼，井灌面积达十八万四千亩．已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田十八万亩· ／I
该县森林资源非常薄弱。近几年来。利用沙滩，荒碱和。四旁，，．鼻十边黟地，大搞／

一 匕



植树造林，已有好转．特别是马

植各种树木二千三百万株，其中

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又改变了自

近几年来，畜牧业发展较快

建国初期的二万七千头发展到七

只．猪羊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提

由建国初期的八千万斤，增长

担，增至七万八千担。一九七九

年的五十元增加列六十九元，人

县办工业从无刭有、从小

处，年产值三千六百八十六万元

年产值四千八百八十三万元．特

有各种农用动力机械四千二百三

机六百七十三台，一万七千八百四十马力．全县十五个公社，社社通电，并有一百四十九个

大队上了电．农电年用量达七百一十多万度．

交通运输业也有所发展．德恩公路从蔡村，郝王庄两社之东鄙通过，平武公路横穿县境

六个公社，德武公路从新城至火化场一段已铺成柏油路。县境内共有柏油路面三十九点八公

里．有八个公社通班车．此外，还有从县城通往各社的土公路一百四十五公里， 以供汽

运．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全县只有两所完全小学，在校学生一百八十人，一百二十所初

级小学，在校学生三千六百人。现已发展劲五所完中，六十八所初中。三百四十七所小学，

在校学生六万三千四百。四人，其中高，初中学生一万七千七百七十四人，共有教职员工二

千九百四十五人，其中民办一千八百二十五人．解放前没有电影，现有电影院一处，电影放

映队二十三个，农村社员平均每年能看电影二十多次．有线广播网遍及全县，基本达到社社

有电影，户户通广播．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较快，鹪放前全县没有一处医院，现有县办医院

四处，社办医院十二处，共设病床三百五十九张，医护人员七百四十八人，大队医疗室三百

五十八处，赤脚医生九百五十三人，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中、小手术不出社，较大手术

不出县．方便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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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 ．城 ¨西C⋯g+．一。 j I
武城县城是经国务院批准，予一九七三年由老武城迁来的。位于北纬8 7度0 8分，东经

1 l 5度53分处。系全县政治文化中心。县城有三条东西大街，三条南北大街，共占地l，40 0

亩．现住有县直机关，企事业、厂(社)干部，职工及家属5，35 7人．

据县志记载。武城战国时为赵地。口东比强齐，岁饬武备，邑之得名，盖本于此一．可见

一武城一的来源是始于战国，因赵防齐侵略，筑城屯兵常年练武而得名．当时城址在老城西

北1 5公里许，西汉始置东武城县，西晋太康年间去。东修字称武城，唐高宗调露元年迁至

祖杨附近(老城西5公里)。北宋大观年间，运河西决，县城淹没，迁至东岸(老城)，一

九七三年运河展宽，遂东迁2 0公里，于旧城西北1．5公里处，重建今之新县城．放当地

群众俗称县城所在地为新城．

? ’ 后 街 H 6u J 18

v 后街系一九七三年随县城搬迁而建，是县城最北边的东西大街。该街西起县委家属院，

东至武城木厂，横贯全城。教育局，幼儿园，自来水公司，党校，医院．保健站、塑料厂，

印届4厂、县直小学、工会俱乐部均在此街．因其所处位置，一九八。年故命名为后街．

中心街 Z hbngx T n J I百

中心街是一九七三年随县城搬迁而建的中心大街。西起县政府，东至食品公司，横贯全

城。县委，县府机关及公、检，法、武装部，工商局．财税局，百贷大楼、文化馆，县委招

待所，饮食公司，人民银行，建设银行，邮电局，物资局、水利局，农林局、电业局，燃料

公司，基建局均设此街两侧，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八。年因其所处位置而命名．

前 街

前街是一九七三年随县城搬迁而建，是中心街南边的一条东西大街．西起公，检、

法南门，东至广播局。农机局及其家属院，拖拉机枷练班，生产资料公司、剧团、电影管理

站，‘烟洒公司家属院、计量所、广播局等均在此街两铡．因其所处位置，一九八O年定名为

前街．

青年路

青年路是一九七三年随县城搬迁而建，系城内最西边的一条南北路．北起教育局、南至

农机局．因团县委最早在此路两旁发动青年义务植树，一九八。年定名为青年路．‘

中心路1÷，Z h6ngx Tn L o

中心路是一九七三年随县城搬迁而建。系城内南北贯通的主要大街。北起外贸局，南至

武城汽车站．交通便利，商业繁华．该路与中心街交叉之处，行人车辆川流不息，堪称闹

市区。防疫站、商业局、交通局、农业银行，影剧院，运输公司、旅馆、浴池．汽车站以及工

农兵饭店，土产公司，药材公司，烟酒公司．百货公司，饮食服务公司，五金公司．机电公

一。 勿
l



司，农机公司所属各门市都等十九个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均设该路两旁．

因其所处位置，定名为中心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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