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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 吉
朗 青

各类地名的规范统一，不仅对军事，外交、交通、公安、民政，，

城建，新闻、出版、邮电、测绘等项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也对文化教

育、历史研究、人民生活以及当地的工，农业生产起着直接作用。因

此，进行地名普查，以实现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编纂出版《静海

县地名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静海县地名录》是我县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它包括

县、镇、公社(乡)地名图28幅，县、镇，公社(乡)重要行政、事

业、企业、台站、场、重要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纪念地，历史地

名的文字概况68份和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后的各类名称1，670条，并

附县人民政府《关于静海县首批地名命名、更名的通知》，1983年静

海县地名命名、更名对照表，1983年行政体制改革一览表，1984年门

牌编整时部分街道，胡同更名一览表等．

《静海县地名录》是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力协助下，在县

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根据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编写

的，对主要的地名来历，行政沿革、地理特点、经济概况深入地调查

研究，并广泛征求了群众和各方面的意见，做了大量的考证与核实工

作．本地名录的编纂出版，意味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已告

结束。今后各行业、各部门必须加强对地名管理工作的法制观念，对

居民地所沿用地名，凡与本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随意更改地名．地名的命名，更名一定要根据国

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逐级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地名图系据1970年总参谋部测绘局绘制的1：50，000地形图绘制



便于成册对个别图幅比例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所标界线未作实

仅为示意，不作区划依据．．

所用资料及各种数字来源于1981年至t98z年地名普查材料，1984年门牌编整时新增

同，里巷166条，其资料截"蓼1984年8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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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静海县概况 一、

静海县位于天津市西南隅，县驻地静海距天津40公里，北纬

38。56’，’东经116。54 7。东与大港区为邻：东北隔独流减河与本市西郊

区相望；其余各向为河北省诸县环绕：西北与霸县相连，西与文安县

接壤，西南与大城县毗邻，南与青县．黄骅县交界。面积约1414．9平方公

里．辖静海、唐官屯。独流3个镇，24个公社(乡)，383个生产大队，359个

自然村，共426，189人：，其中农业人口389，790人，8 93．1％，有汉，’

回i1满、壮、朝鲜等民族，汉族占99．3叻，其它民族共1，891人，‘占

O．70k，唐官屯回民较集中，共有回族40I户，1，450人，占全镇总人

口的1了％，其它少数民族零散地分布在全县各地． ‘

一 静海县地处华北平原，地势西高东低，最高海拔lO．5米，最低海

拔1米(黄海高程系)，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1．9。C，

一月均温～4．8。C，七月均温26．2。C，年积温4，343．5。C，年降水量

588．9毫米，多集中于盛夏，无霜期193天。、 ．
一

静海县因驻地静海得名．据历史文献记载：静海乃退海之地，‘三

千多年以前，尚属泽乡，这里只有“四不象一等野生动物繁衍生息。

据《静海县志》记载，东周时期，静海先民即在此猎狩饲养，垦荒从

耕，称此地为Ⅳ长芦一，先后属齐、燕：赵等。秦属巨鹿郡。西汉置

东平舒县，属渤海郡．西汉初元二年(公元前4了年)， 。海水溢西南

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为海水所渐①”：直至晋隋以前，仍为“渤

海西南隅一泽国，．唐乾宁三年(896年)，置。乾宁军摩。五代后

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割十六州于契丹，乾宁军被割，改称

．=宁州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收复，仍称。乾宁军詹，治所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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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今青县)②。宋太平兴国七年即辽乾亨四年(982年)，宋设窝子寨，

亦称涡口寨或窝子口，属乾-7县，悉统于清州③。金明昌四年(1193年)

置县，取名膏靖海一，乃渴求安定太平之意④。元至元二年(1265

年)并入会川(今青县)，属河问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为避

讳“靖难一以求安宁，改搿靖帮为膏静斗，称静海县，属河间府⑤。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改属顺天府(今北京)。明洪武十年(1377

年)改属河间府青州⑥。清雍正三年(1725年)属天津州；九年(1731

年)改属直隶省天津府。民国十七年(17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

静海县遂改属河北省；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静

海沦陷，设“静海县公署一；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投降，·置静海

县政府，属河北省沧州专署。早在1942年静海县西南部和大城县部分地

区建立革命政权，置静大县人民政府，属冀中第八分区．1945年3月静

海和大城两县分设，静海仍属冀中第八分区．1948年12月，静海县人

民政府由东藏庄(现属大城县)迁静海，属河北省天津专署．1949年3

月原津南县的砖垛、湾头．中旺、马圈，抛庄5个区并入静海县。19

58年儿月青县、静海合并，称静海县，县治静海，改属天津市。1961

年5月13日青县、静海分置，静海县驻静海，改属河北省天津地区。

19了3年8月1日改属天津市。 ，， +．

静海县人民历来就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清咸丰三年

(1853年)，太平天国将领林风祥率太平军北伐至静海，静海县人民

积极支持太平军与清军鏖战，当地群众至今仍传颂着太平军英勇抗清

的事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暴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

动，直隶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⑦在独流设膏天下第一团一，亦称天

下第一坛．曹福田、刘连胜⑧分别组织。乾宇坛”和。北坛’，全县人

民奋起响应，境内遍设。坛口一·同年六月，张德成、曹福田．刘连胜



，率颔静海团民五、’六千人开赴天津与各路义军会合，’抗击八国联军，

，围困法租界，巧摆火牛阵j猛攻紫竹林；‘奋战老龙头(今天津站一

带)‘，海河两岸遍插义旗：：义和团民用长矛大7I谱写了爱国反帝的光

．辉史篇。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

0，。大庄子惨案⑨?。，7’’当时津南县十余名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同年，

，。静海县人民武装配合冀中军区某团，在运河以西全歼国民党张耀勋部

800余人；并在子牙镇奋战三天两夜，：全歼国民党某部500余’人。+。其

j间，县内人民武装转战津浦铁路以东与渤海沿岸的广阔地区，先则游

。r击静海运河以东，继而迂回黄骅-9捷地，再而挺进津郊，‘-9运河以西

，，人民武装协同作战，，为解放天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的斗争中

有张宝林、’夏英才、．韩兴、王庆儒，李芹书、杨万辉、陈克功，’刘英

等⑩数以百计的烈士英勇牺牲、他们的英名与精神将永远活在静海人

，民心中、。⋯‘．√，|。，7．．、，f|．r．；·， ‘』‘．^lv．、。◆、一．∥。

．’：静海县居渤海之滨，处滞洪地带，境内有南运河、；子牙河，黑龙

港河，大清河√马厂减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等，向有。九河下

梢劳：之称，历史上屡遭洪水灾害．1963年7月中旬，河北省邢台：’保

一定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漫山遍野似万马脱缰直泻贾口洼，洪峰高达3

米，宽13公里，水势之大史无前例。7为确保天津的安全，在静海境内

破堤排洪，全县被淹，但所有灾民都得到救济和安置，以抗洪斗争的

巨大胜利载入史册． ’，， ⋯‘j一’

x经济以农为主，．主产小麦、玉米、．高梁、豆类，兼种棉花、蔬菜

等经济作物，境内土质为亚粘土，耕地105．9万亩，1多含盐碱，历为

搿薄田弥目，红草不毛⑧一之地。早在十八世纪，静海县人民就有

。开斗门，杀虐水，◎一，．。开渠，造林，凿井一改土治碱，变膏不毛

之地一为一膏腴之田一，的愿望，但未能实现．自五十年代以来，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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