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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地名志》是一部地名专业志书。它以名说地，全面、具体地介绍了

顺义县各种地名，并提供了各方面信息。它将成为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家乡、爱祖

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在《顺义县地名志》出版之际，我谨致以热烈的祝贺!
‘

一个地名从它的起源、含义和前后演变可以了解到它本身的历史发展和与其

相关联的周围境况。顺义县历史悠久：古为《禹贡》所载九州中的冀州之地。春

秋战国时期属燕国。西汉始置狐奴、安乐二县。唐置顺州，今县城旧址为州治，此

后亦为州、县治所。明初降州为县，始称顺义。清代因之。

地名学是我国古老文化重要的一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地名工作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事业。它虽然只记某一地名情况，但却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等众多方面。地名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提供了多种信息和方

便条件，特别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更离不开准确无误的地名。所以，没

有地名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混沌世界。

《顺义县地名志》是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编辑而成的。它

的内容翔实，组织严谨，文笔通俗。介绍了我县各类地名的概况、地理位置、历

史沿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交通等基本情况。为我县政区建设、城镇规划等方面

提供了重要材料，对将来的地名研究和我县的经济腾飞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顺义县地名志》的问世，凝结着众多人的心血和汗水。编辑部的同志们不

畏严寒酷暑，不顾年老体弱，下到乡、镇，到各委、办、局查寻资料，走访老人，

探真求实。编写时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辛苦勤劳，感人至深!在编写过程中，市

总编辑部的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亲临指导，为本“志"的出版做出了一定贡献；北

京出版社的编审同志们也为本“志"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代表县政府和

编委会向他们和为本“志"做出贡献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乙
-



2

由于人员少，任务重，时间紧，涉及面又广，加之编者的经验和水平不足，

“志"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指正。

遵从委托，恭作此文，权当为序。

关≯蓦未。
，

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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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地名志》是顺义县第一部地名专著。它是为弘扬我国地名文化，推

行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普及地名知识，为振奋民族精神加快经济建设而编写的。

根据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发[1989]40号文件精神，遵照《北京市地名

志》编纂委员会的要求，我县于1990年6月2日成立了《顺义县地名志》编辑委

员会。在其直接领导下的编辑部依据市总编辑部的编写细则而进行具体的编写工

作。

内容有政区居落地名篇、自然地名篇、经济地名篇、文化地名篇、历史地名

篇和附篇。共收录各类地名963条，其中包括28个乡、镇，438(有一个自然村

未收录)个自然村，及其它条目497条，文字共约75万。同时附地图37幅，彩

色照片80帧，黑白照片83帧。

它的资料来源于县、乡各级政府的统计资料，各委、办、局和有关组织团体

的业务资料，县志、史书、报刊和相邻区、县的史志的记载，调查访问材料，历

史档案材料和口碑材料等六个方面。

在编写中我们严格遵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原则，同时注意了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统一。科学性：就是要保持志书作为史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严肃性

及对历史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实用性：它是一部工具书，要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

务，成为各种经济信息的指南，起到利用当今，惠及子孙的作用；可读性：即知

识性，使各方面读者获得知识和教益。

地名志以名说地，一地一说。编写中有关建置沿革方面乡详村略；历史事件

村详乡略；企业经济乡详村略；矿产、物产村详乡略；现代经济、文化教育详写，

历史往事从略。

《顺义县地名志》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地名志》总编辑部和县史

志办公室领导及同志们的关怀和指导，同时得到各委、办、局、公司等县直属单

位和各乡、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师生的大力协助。李

厶¨U，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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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林同志为本“志”提供了文物照片和资料，公路管理局的赵玉清、水利局的安

运富、林业局的张志和等同志为本“志"的文稿提供了专业材料，县供销社的陈

婉龙同志为随文照片的拍摄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此向为本“志”做出贡献，已

提名和未提名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编辑人员限于水平，虽三易文稿，但仍会有不足和疏漏，敬
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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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本卷政区聚落名称皆以《顺义县地名录》为准，其汉语拼音为标准读音。

2．条目中所用经济数字分别由县统计局和各乡、镇统计科提供，其余各篇数

字均由有关单位提供。其中资料下限时间凡未署明的皆为1989年。

3．地名的所在位置除顺义县条外，统一按八方位表述四邻关系，同时表述与

上一级政区治所的方位和直线距离。

4．本卷收入条目的村民委员会均为辖2个以上自然村者，凡一村委会辖一个

自然村的皆不单列村委会条目。

5．卷中附图的行政区划界线均参照北京市测绘院5万分之一和10万分之一

地形图上所标界限转绘。未经实地测定，不作为划界的法定依据。

6．道路、山峰、河流、街巷等凡未列入条目的皆用表格表示。

7．凡需保密的单位和保密的内容均未收录。



。顺义县城总体规划图。



。顺义县人民政府

)1 989年lo月15日，陈希同市长在视察义宾小区时与市民亲切交谈



o 1989年10月15日市顾委主任王宪同志为义宾小区剪彩

)1989年i0月15日陈希同市长在视察义宾小区时与县领导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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