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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肃宁县地名资料汇编》是遵照上级统一指示，在地名普

查的基础上编写的。编印此书，目的在于巩固地名普查的成

果，发挥地名普查成果的作用，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

化，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服务。

从1980年6月开始，我们组织了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对全县

地名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调查。这些人员访问了熟悉本地历史掌

故的老干部，老先生，仔细查阅了二十四史、《河间府志》、

《肃宁县志》等史籍和地名工具书，多方搜集和参阅了一些碑

文、谱书，实地踏勘了一些河、渠、村庄和遗址，为全县二百

矿多条地名的来历，含意及演变找到了依据。经广泛查证得来的

资料，又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经省，地地名领导

机构验收合格，形成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标注标准地名

图、地名成果表、地名卡片、文字概况)。本书系统地反映了

地名普查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收县标注标准地名图和城关略

图各一幅，重要地名概况20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228篇，各类

标准地名527条。书中所引各类数据以县统计局1980年年终统计

报表为依据。编排上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为依托。

本汇编是作为内部资料提供给社会有关部门利用的地名工

具书，其主要内容不能随意翻印或登报，书中所收地名资料带

有法定性质，今后使用肃宁县地名应以本书为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内容充实准确，语言简明通畅，

但由于所据资料终究属于地名普查的第一代资料，有些地名尚

夸垒)留呼



，茎产：量羹喜巍絮嘉耋，自身水平有·’书中缺点谬误势所难 ．一免，恳望凑者批评指正。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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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武垣县地。三国、晋亦同。南北朝属瀛州。隋唐为河问县

地。宋雍熙中(公元985年)置平虏砦，景德二年(公元1005

年)，改为肃宁城J仍为河间县地，属河间府。金正隆年间，

(公元1156年一1161年)置为肃宁县。系取靖宁地方之意为

名。元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废县为肃宁镇，入河间县。

后复置为县。明，清以后仍为肃宁县。1958年11月20日与河问

县合并，名为河问县。1962年3月27日恢复肃宁县建制。 ：

肃宁1938年建立人民政权，1939年被日冠侵占。全县人民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于1944年9月30日解放肃宁。

解放初期，全县设五个区。1947年进行土改，1952年重点

建立初级社，一：1956年发展为高级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实

行政社合÷。’

本县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地势比较平坦。西南部略高于东

北部，堆高海拔15米，最低海拔lO米。境内有小白河西支、中

支，东支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县，为季节河，主要用于排水。

全县多为壤土，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玉米、棉花、水果等。



本县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

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12．1℃。最冷

月(一月)平均气温一4．6℃，最低为一17．5℃；最热月(七

月)平均气温为26．3℃，最高为37℃。全年无霜期200天左右。

年平均降水量为651．6毫米，。分布不均，年际变化较大，全年降

“水量的80％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以七月份为最多。年

日照29035小时，光照充足，适于小麦、玉米、高粱、豆类、棉

花等主要农作物生长。 · ·

。全县地下水源开发较快，浅层淡水比较丰富。自1958年以

来，先后开挖了小白河，大型排水渠一条。现有机井5321眼，

大部配套。有效灌溉面积417153亩，占耕地面积的72％。电力

事业也有一定发展。全县建有35千伏安变电站3个，总容量为

1135瑶，1队队安有输电线路。

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基础。解放前，这里生产水平低，无

力抗御自然灾害，只能靠天吃饭。建国后，开展了以改土；治

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生产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出现了

一些稳产高产的社队。 ．

、

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县耕地面积568043亩，占总面积的

73％。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谷子、高梁、豆类次之。

1980年主要粮食播种面积300516亩，总产量11753万斤，比1949

年前增长1．3倍。经济作物以棉花、花生、芝麻为主。农业纯收

入为2239万元，占总收入的76％。近年来已由单一的粮食生

产发展为农、林、牧、副、鱼多种经营。有果树16296亩。盛产鸭

梨，苹果、桃，杏次之。年产鸭梨1129万斤。品质较好，畅销

京津及外省并行销国外。生猪存栏66790头。大牲畜14334头。

全县有县办企业23个，其中重工业12个，轻工业11个，年

总产值1447万元，纯收入265．4万元。生产的地毯，工艺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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