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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西安市莲湖区地名录》是在我区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巩

固地名普查的成果，推广标准化地名，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文化交流和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提供准确可靠的地名资料。它既是一本历史资料书，又是一本供作参考的工

具书。

我区的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一年五月开始，_九)k-年九月基本结束。收入

地名录中的单位资料，是由有关单位提供的，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删节。街道、名

胜古迹等方面的资料，由区地名办公室及街道办事处提供，并邀请知名人士和有关人

员座谈、考证而来的。资料中的各种数字，一般是反映普查时的情况，并将普查对象全

部收入地名录中，还收入部分照片。

本地名录按分类编辑，共分五大部分：一，行政区划。二，街、巷、居民区、自

然村，区片。三、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四、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游览地。

五、附录。街道办事处按方位(南、东、北，西)次序排列，行政，企业、事业单

位，按中央，省，市，区的顺序排列。区和区属单位，在莲湖区三字之前均未冠“西

安市"名称。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莲湖区内名胜古迹、街、巷及单位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情况，在

编排过程中，采用文，图，地名混合编辑的方法。

今后，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本区地名时，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不得随意更改。

莲湖区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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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湖区概况

区位于西安市钟楼的西部和北部，跨越明城西墙和北墙。地理位置在东经

7∥一108。567 3l∥，北纬34。157 12∥一34。177 39∥。辖境：东辖北大街、龙首村

接壤，西以西户铁路为界，与未央区相邻I南至护城河，防洪渠，与碑林区．

连，北至龙首北路与未央区交界。总面积四十点五四平方公里。地处渭河二

海拔四百米左右，东北部偏高，西部开阔平坦。全区划分十一个街道办事处，

下设一百六十八个居民委员会，九十七个家属委员会，三十六个生产大队，九十二个生产

队，境内有大街小巷二百二十七条，居民区六十个，自然村五十四个，计有十万九千

五百一十七户，四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人。其中：回族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九人，占总

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六，农业人口二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六点一。全

区现有耕地一万三千一百九十五点五亩，农业人口平均零点四八亩。中共西安市莲湖

区委员会，莲湖区人大常委会，莲湖区人民政府，莲湖区政协均驻红埠街。莲湖区因

境内有历史悠久风景优美的莲湖公园而得名。

长安城是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修建，原名大兴城。唐定都后改“大

兴"为“长安修。莲湖区处在唐长安城内皇城和宫城西部，是外廓城西北隅诸坊的所在

地。由于历经战乱，原貌已荡然无存。到明洪武七年(公元一三七O年)，扩建唐末韩

建改修的唐长安城(即元奉元城)，重修城垣，乃奠定了今日的西安城。莲湖区在明、

清两代西安府城内的长安县境。解放前，西安城，郊建立了十二个行政区划，莲湖区

辖境为三、六区，解放初，仍沿用旧行政区划，一九五五年将原三、六区合并为莲湖

区I一九六O年并入阿房区，一九六二年又恢复莲湖，阿房两区建制l一九六六年改

称红卫区I一九七二年恢复莲湖区至今。

解放前的西安，人称“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

府的领导下，开始建设城市，发展生产，莲湖区和全市一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

九五三年拓宽了西大街，北大街，构成以钟楼为中心，向西、向北延伸的两条主干大

街I一九五九年打通了莲湖公园，建成了坦荡宽展的莲湖路，东接西五路，西连大庆

路，横贯境内，成为全市的交通枢纽。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经过改建，装铺了沥青

或水泥路面，路下安装了上下水道，照明设施矗立于路侧。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往来

驰骋，贯穿东西南北I西兰公路从莲湖区境内起点，勾通大西北，从这里发出的长途

汽车，连接关中西部各县。火车西站是西北地区较大的货运枢纽之一，昼夜吞吐量在

一l —k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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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以上，西安机场是连接大西北和西南的咽喉要冲，空中航线四通八达。人民政府

为解决群众住房，新建了莲湖路，北大街、龙首村，西关等数十处楼群，职工家属住

宅楼，更是鳞次栉比，据一九八二年不完全统计，全区新建住宅大楼八百八十七幢，

约有二万九千户住进了新居。矗立在西华门的十层大楼拔地而起，为城市增添了色彩I

全区植树一百万株，美化了环境，到处郁郁葱葱，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按城市规划，西郊为工业区，城内为商业区，北郊属仓储区。西郊有西安电力机

械制造公司，它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破土兴建，下属十个工厂，六个研究所，是生产成

套高压输变电设备和各种电器产品的重要基地，被誉为远近闻名的“西安电工城黟，西

安仪表厂，是中外闻名的现代化仪表工厂，庆安机械厂和西安机械厂，是现代化国防

工业的重点厂I西安制药厂，它原是历史悠久的陕甘宁边区制药厂，生产的红霉素、

痢特灵远销国内外。此外，还有冶金，机床、油漆、玻璃，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大中

型工厂一百七十二个。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驻莲湖地区的轻工业，

也得到迅猛的发展，产品有群众喜爱的冰花保温瓶I有深受群众欢迎的“敦煌牌"缝

纫机I还有女注塑布鞋，它是西北五省的优质产品，远销欧美，还有维生素B 12、压

力天平和标准压力表，均以质优而荣获国家银质奖，其他象工艺品镶嵌，灯具，刺绣

和玻璃制品，也均以工艺考究、做工精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区办工业，发展迅猛，

区属工厂有九十五个，街道工厂有五十七个，生产生活服务厂社有一百五十四个，职

工总数二万三千七百五十人。产品MM台式砂轮机被评为全市优质产品I素色拉毛围

巾是一九八一年省优质产品，金刚石工具厂的三号，五号金刚石玻璃刀，在全国同行

业质量评比中，被列为第三名。一九／k--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一亿零五百六十五万

元。北郊是工业的后勤基地，有大中型仓库五十二个，仓储林立，是全市仓库的汇集处。

莲湖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辖区内有回、满，蒙，僮、朝鲜等二十一个少数

民族，其中以回族最多，共二万五千二百九十九人，聚居在化觉巷、大皮院，小皮院、

北广济街、大学习巷，西羊市、小学习巷、洒金桥等街巷。解放前，回族在政治上受

岐视，经济上受剥削，文化落后，社会地位很低。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

回族首先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多民族家庭中的一员，参加了国家管理。全区所属单

位共有回族干部一百五十一人，现任区级中层领导干部十五人，区级领导二人·回族

人民在经济上彻底摆脱了贫穷状况，生活普遍好转，仅在职职工人数就占回族总人口

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在文化方面，建立了回民文化馆、阅览室等，广泛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回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在“文革"中惨遭摧残的回民文化馆，阅览室，现已恢复，新成立的回民中学，回民

小学，民族幼儿园各一所，为建设“四化一培养人才。

解放前，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文化娱乐场所很少，医疗卫生设施，更是凤毛鳞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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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莲湖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很快，三十年来，中专和技校已达十二所，

中学三十三所，小学五十八所，幼儿园七十三个，其中市一中、市十中和青年路小学

被列为市级重点学校。另有各种专业设计院，研究所十七个，还有省图书馆、省国画

院、省展览馆，省出版社，西安晚报社，省，市广播电台，西安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等文化事业单位十五个。文化娱乐场所有人民剧院、五四剧院、实验剧场，和平、群

众电影院，土门、环城西路工人俱乐部等十六个。由明代秦王府的花园遗址创建的

莲湖公园，在明“贡院’’遗址上兴建的儿童公园，以及新建的劳动公园，也都在莲湖

区。医疗卫生设施有省、市、区医院十个，街道基层医院、卫生所、保建站，防疫站

二百八十一个，设置床位一千九百三十四张。省中医药研究院和儿童医院是境内较大

的中西医医院。

莲湖区的商业也较繁华，远近闻名的城隍庙市场，是明清以来繁华起来的小百货、

手工业产品的传统市场；“辇止坡老童家黟，“德懋恭"以制做腊牛羊肉和水晶饼而久

负盛名，驰名的麻家什字和大麦市街南i：1，是回民风昧小吃的市场，这里的小吃，以

配料讲究，质纯鲜美而众口皆碑I区商业局所辖的百货，糕点、烟酒、土产、服务等

六个公司，二百四十五个门市部，职工六千六百五十九人。商业网点密布全境，繁荣

了市场，保障了供给。

莲湖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

思想的刊物，叫《西安评论》。它的编辑部就设在境内的东举院巷当年的五十八号院

内。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它先后出版了三十六期，点燃了早期的西安革

命火种。地下苦斗十春秋，当年的大莲花池街七号院，是中共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

的Ilet址。西安情报处建立于一九三九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该处将搜集到的各种

重要情报，源源发往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在险恶的环境里，富有成效的工作，为

埋葬蒋家王朝建立了功绩。青年路七十七号的“止园，，，是抗日战争初期西北军将领杨

虎城将军的府邸， 也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策源地之一。一九三三年以来，党先

后派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同志到“止园’’和杨虎城将军冶谈。“西安事变修发生后，

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亲往“止园’’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在西安各界群众

的声援下，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促成了国共合作，实现了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悠久，文物古迹十分丰富。莲湖区境内被正式列为全国和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多处：有明代的钟楼，鼓楼，雕梁画栋、巍峨壮观，两楼

东西交相辉映，素有“晨钟暮鼓’’之美称，有明代的西安城墙，是全国仅存的保护完

整的古城堡，有元朝以来各代创建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九座，其中著名的有元代的大学

习巷清真寺和明代的化觉巷清真寺。尤以化觉巷的清真寺最为宏伟，是全国著名的清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真寺之一，该寺院广阔清幽，楼、台、亭、殿疏密得宜，形成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 j
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寺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物，Jlt夕1,，还有清代佛寺——广仁寺，明

代道教庙宇一城隍庙，唐代道教的迎祥观和宋代的尼庵西五台。唐代迎祥观万余斤的
景云响钟，至今在省博物馆珍藏。

今日古城旧貌换新颜，莲湖区一派繁荣景象，全市人民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

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向四化进军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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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湖区政区历史沿革

莲湖区位于西安市的西北部，东临新城区，南接碑林、雁塔区，西，北与未央区

交界，面积为四十点五四平方公里，辖区内有居民一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户，计四十

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人。莲湖区是西安市三城区之一，因境内有“莲湖公园"而得名。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西安解放，沿用解放前的行政区划，全市设有十二个区，

本区为三、六区。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根据西安市人民政府(54)秘3字第2088号通知：

将原十二个行政区划调整为九个区，将三、六区合并组成莲湖区人民政府，下辖十个

派出所(当时基层政权系派出所)，人口有十一万零七百一十九人，区人民政府驻红

埠街二十九号。

一九五五年五月，遵照西安市人民委员会指示，全区在十个派出所辖区内，先后

成立了八个街道办事处，又以公安户籍段为基础，在办事处下先后成立了居民委员会。

即：

街道办事处名 称 驻 地 所属居委会数

大莲花池街街道办事处 大莲花池街 12

梆子市街街道办事处 梆子市街 11

北院门街道办事处 北院门 10

城隍庙后街街道办事处 大学习巷 12

梁家牌楼街道办事处 梁家牌楼 12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青年路一 lO

西关街道办事处 西关正街 10

东举院巷街道办事处 东举院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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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莲湖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西安市莲湖区人民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省人委(75)会民谢字第051号文件批复，将未央区，

新城区所辖北关、北大街划归莲湖区，并成立北关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省人委(75)会民李字第072号文件批复，将未央区

大白杨乡一万余人划归莲湖区，并成立红庙坡街道办事处l将二府街东口以南划归北

院门街道办事处管辖I以北划归大莲花池街街道办事处管辖，调整后莲湖区共管辖十

个办事处，即。红庙坡街道办事处，梆子市街街道办事处，北院门街道办事处，青年

路街道办事处，大麦市街街道办事处，梁家牌楼街道办事处，大莲花池街街道办事处，

城隍庙后街街道办事处，西关街道办事处，北关街道办事处，人口计十四万三千三百

六十九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市人委发出“调正街道办事处政区的方案"，将原莲湖区

十个街道办事处合并为四个街道办事处，RP=北关街道办事处，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北院门街道办事处，西大街街道办事处，有居民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九户，计十七万二

千九百三十三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陕西省西安市人民委员会(58)会办秘区字第782号

文件批复，将北院门街道办事处撤消，并入城隍庙后街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市人委(59)民字第66号文件通知，莲湖区恢复红庙坡、西关

两个街道办事处，全区所辖六个街道办事处，即：北关街道办事处，红庙坡街道办事

处，西大街街道办事处，西关街道办事处，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城隍庙后街街道办事

处。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莲湖区委038号文件通知，成立城隍庙后街人民

公社，其他办事处也相继成立人民公社，街道办事处名称仍存在，两个名称一套班子，

公社与办事处业务未明碓分开。

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二日，市人委(60)会民字第262号文件通知，撤消莲湖区

建制，划归阿房区管辖；将原莲湖区所属六个公社建制改为莲湖公社下属六个分社，

各公社名称与原街道办事处名称相同。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省人委(62)会民字第219号文件批复，同意恢复莲湖区

建制，所管辖范围与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该区撤消前相同，所辖六个公社，即：

北关人民公社，红庙坡人民公社，西大街人民公社，西关人民公社，青年路人民公社，

北院门人民公社。区政府领导机关驻红埠街二十九号。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市人委(65)会办文字第206号文件通知，将阿房区所

属土门、桃园路、三桥人民公社划归莲湖区管辖，莲湖区共管辖十个城市人民公社，

即：北院门、庙后街、西大街、青年路，北关、红庙坡、西关、桃园路、土门、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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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西安市辖区更名问题文件中 ，

。

批覆，’将莲湖区更名为红卫区。同年、陕西省西安市人民委员会(66)会民字第79号

文件通知，将全市兰百五十三条街巷名称更换，红卫区所辖公社也按新命名后的驻地

更换名称，如。“三桥公社"改为“红桥公社修，“西关公社”改为“抗美路公社扫，“桃

园路公社修改为“长青路公社一，“庙后街公社修改为“红歌街公社一，“北院门公社"，

改为“革命街公社黟，“北关公社一改为“大寨路公社一，“红庙坡公社"改为“三红公

社一，“西大街公社"改为“反帝路公社"。

一九六八年三月九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支左委员会批准，成立红卫区革命

委员会，领导机关驻大皮院二十四号I同年八月，西安市红卫区革命委员会(68)红

革审字第(99)号文件批覆，成立反帝路，抗美路，三红，青年路、红桥、革命街，

红歌街、土门公社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文革发<1972)18号文件通知，红

卫区所属各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文革’’前习惯名称，所辖范围仍为十个公社，llp=

北院门、庙后街，西大街、青年路、北关、红庙坡，西关、桃园路、土门、三桥人民

公社。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莲革发(72)034号文件通知，恢复莲湖区名称，同时启

用“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革命委员会修新印章。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市革发(1978)181号文件通知，将莲湖区所辖十个公

社一律改为街道办事处。 ．

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市政发(1980)50号文件通知，将莲湖区所属三桥街

道办事处移交未央区管辖。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经莲湖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西安市莲湖

区人民政府，正式启用莲湖区人民政府印章，区政府机关驻红埠街二十九号。

一九)k--年六月地名普查时，各街道办事处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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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名称 驻 地 所属居委会数 所属家委会数 合计

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东梆子市街 23 l 24

庙后街街道办事处 庙后街 19 2 21

北院门街道办事处 北院门 16 16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青年路 26 26

北关街道办事处 北关正街 20 20

红庙坡街道办事处 红庙坡路 15 12 27

西关街道办事处 西关正街 19 6 25

环城西路街道办事处 铁塔寺路 10 12 22

桃园路街道办事处 沣惠南路+ 9 25 34

土门街道办事处 沣镐西路 7 27 34

霞．

枣园街道办事处 、 大庆路中段 4 12 16
●

注t表列中的环城西路和枣园两个街道办事处是在地名普查以后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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