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廊坊市 1998年国家双拥模范城市； 

廊坊市 2003年全国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 

廊坊市 2003年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 

廊坊市 2003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廊坊市 2003年 5 月 18 日，成为“ISO14000 国家示范区”； 

廊坊市 2004年科技强警示范城市； 

廊坊市 2005年被新华社评为中国二十佳投资区； 

廊坊市 2006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市； 

廊坊市 2006年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廊坊市 2006年国家环保模范城； 

廊坊市 2006年国家园林城市； 

廊坊市 2006年保护臭氧层示范城市； 

廊坊市 2007年国家节水型城市； 

廊坊市 2007年首批中国最具魅力金融生态城市 

廊坊市 2007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固安县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温泉之乡”。 

 

 

第二章 市情简介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西邻北京市，东与天津市接壤。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

距省会石家庄市区 250.8 千米。全市总面积 6429平方千米。总人口 396万人（2006年）。

全市辖 2 个市辖区、5 个县、1 个自治县，代管 2个县级市。即安次区、广阳区、三河市、

霸州市、香河县、永清县、固安县、文安县、大城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市人民政府驻安次

区。京哈、京秦、京沪、京九、京广、津保等多条铁路干线和京津塘高速公路过境，公路遍

布乡间。古迹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回龙亭碑、大辛阁石塔、唐大墓、龙冢等。 

廊坊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被誉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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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300年，廊坊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聚居耕种，创造和延续着人类的

文明。1900年曾发生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 

    中文名称： 廊坊  

    所属地区： 中国华北  

    下辖地区： 三河市、香河县等 2 个县级市、2 个市辖区、5 个县、1 个自治县 

    政府驻地： 廊坊市广阳区  

    电话区号： 0316  

    邮政区码： 065000  

    地理位置： 河北省中部  

    面积： 6429 平方公里  

    人口： 408.3 万人(2008 年末)  

    气候条件： 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 

廊坊市地处中纬度地带，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

冷干燥，春季干旱多风沙，秋季秋高气爽，冷热适宜。 

气温：廊坊市年平均气温(1971—2000)为 11.9℃。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零下 4.7℃；

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26.2℃。 

无霜期：全市早霜一般始于 10 月中、下旬，晚霜一般止于翌年 4 月中、下旬，年平均

无霜期为 183 天左右。 

降水量：全市年平均降水量(1971—2000)为 554.9 毫米。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多集中在

夏季，6-8 三个月降水量一般可达全年总降水量的 70-80%。  

日照：全市年平均日照时数(1971—2000 年)在 2660 小时左右，每年 5—6月日照时数

最多。    

风力：本市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多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年平均风速多在 1.5—

2.5 米。    

光热资源充足，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但同时气象灾害较多，干热风、雷雨冰

雹大风、连阴雨、寒潮等灾害性天气常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地理地质 

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廊坊市大部处于凹陷地区，随着地壳下沉，地面逐渐被第四纪沉积

物填平，致使新生界地层沉降厚度较大，全市地貌比较平缓单调，以平原为主，一般高程在

2.5--30 米之间，平均海拔 13 米左右。由于洪积、冲积作用和河流多次决口改道淤积，沉



 

积物交错分布，加上风力及人为活动的影响，境内地貌差异性较大，缓岗、洼地、沙丘、小

型冲积堆等遍布，全市地貌呈现大平小不平状态。  

北部地区(包括三河、大厂、香河三个县)，地势较高，北高南低，地貌类型较多，三河

县东北隅有小面积低山丘陵，为燕山南侧余脉，面积 76 平方公里，一般山高海拔 200—300

米，大岭后山海拔高度 521 米，为全市最高山峰；其次是龙门山，海拔 459 米；在山地丘陵

西部和南部，沿燕山南麓，呈东西带状分布着山麓平原，面积 773 平方公里，地势由北向南

倾斜，高程在海拔 10 至 30 米之间，平均海拔 18米左右；再往南沿香河县中部和南部为冲

积平原区，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坡度 1/3000，海拔 5—16 米，平均海拔 11 米。 

本市中、南部地区(包括廊坊市区及固安、永清、霸县、文安、大城等六市县)，全部为

冲积平原区，地貌类型平缓单一，总面积 5179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80%以上。高程

在海拔 2.5--25 米之间,坡度为 1/2500—1/10000。大清河以北地势由西北向东南低平，大

清河以南，地势由西向东北低平。著名的文安洼和东淀，分别处在大清河南北，洼淀总面积

7.9 万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 12.3%。其中文安洼面积 5.9 万公顷，平均海拔不到 4米，马武

营村北一带，海拔只有 2 米，为全市最低点。东淀面积 2 万公顷，平均海拔 5 米左右，最低

处 2.5 米。 

纵观全市地势，从北、西、南三面逐渐向天津海河下游低倾。 

   

交通运输 

廊坊市没有机场，但是市区距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天津国际机场车程都在 1 小时左

右，可乘坐机场巴士沿京津塘高速往返，十分方便。到北京（南苑）机场更加便利，打车前

往即可。 

廊坊扼守着北京东南方向京九铁路的咽喉，每天都有众多客运列车通过这里前往北京、

天津、上海、济南、南京、烟台、唐山、包头、宁波等地。廊坊火车站位于市区南面，乘坐

1路环线 2路 3路 4路 5路 6路 7路 8路 9路区间 9路 10路 11路 12路 12路快线 13

路环线 14 路 15 路 16 路 等线路公交车可以到达。 

廊坊的公路交通十分发达，京津塘高速从西北至东南贯穿全市，是廊坊交通的骨干，两

条正在建设中的京津高速也将经过廊坊，届时廊坊的公路交通将更加便利。廊坊市长途汽车

站位于市区南面的解放道上，每天都有大量开往北京六里桥、木樨园车站，天津小树林车站，

以及前往承德、邯郸、张家口、唐山等地的客运班车。 

经济发展 

近年来，廊坊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综合实力和经济总量迅速壮大，

发展环境明显优化。在全国中等城市中率先通过“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成为



 

“ISO14000国家示范区”，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先进市”、“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市”、“科技强警示范城市”、“首批中国最具魅力金融生态城市”、“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

“保护臭氧层示范城市”、“全国投资环境诚信安全区”、“中国二十佳投资区”、 “国家双拥

模范城市”等一批国家级荣誉。  

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全市拥有数万家工业企业，形成了电子信息、汽摩配件、新

型建材、家具制造、会展旅游、印刷包装、房地产、食品加工等八大产业。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重大项目建设进展加快，富士康产业基地一期投产，新奥薄膜太阳

能电池投产并成功进入国际市场，华为产业基地投入运营效益良好，中兴产业基地、首钢装

备制造业基地、廊坊科技谷、燕达健康城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产业升级加速推进，装备制

造、健康休闲、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园区承载力进一步提升。廊坊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建成全国首家煤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全省首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中心和专利技术展示交易

中心，国家级家具质检中心落户香河。对接北京轨道交通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中国印刷之乡 

河北省廊坊市素有“印刷之乡”之称，廊坊的印刷业，起步于八十年代，发展于九十年

代，进入新世纪后，逐步形成了上规模、上水平的趋势，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到 2004

年底，全市共有各类印刷企业 1550家。其中：出版物印刷企业 108 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

261 家，出版物装订（含专项制版）企业 339 家，其他印刷企业 442 家，打字复印 400 家。

印刷业拥有固定资产 27亿元，从业人员 6 万人，产值 25 亿元，与京津 250 多家出版单位建

立有稳固的业务关系，年生产能力用纸量 3000万令;近年来，该市印刷业取得了较快的发

展，固定资产投资、产值、利税每年以 15%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该市印刷业综合实力在全

省排位第一。市委、市政府将印刷业列入全市八大支柱产业之一。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廊坊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早在 6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聚居，廊坊人的祖先就在

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聚居耕种，创造和延续着人类的文明。4000 多年前"黄帝制天下以立

万国，始经安墟"，“安墟”即在现安次区常道村附近。《廊坊市志》载:"现境域夏商处冀州

之地，战国秦汉于蓟燕之野，晋唐属幽州之域，元明清为京畿要冲"。即现境域在廊坊在春

秋、战国时为燕国封疆，秦时属渔阳郡、广阳郡、巨鹿郡，汉、三国时为幽州，唐时属幽州、

蓟州、瀛州，宋、辽时属河北东路、南京道，元时属中书省，明时属顺天府，清时属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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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廊坊 十九世纪初廊坊还是一个偏僻小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京山

铁路建成通车，并在此设站，之后才渐成集镇。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英军首领西

摩尔率英、美、法、德、俄、意、日、奥八国联军沿京山铁路北侵，义和团奋起迎击，取得

了震惊中外的“廊坊大捷”。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城区面积 0.4 平方公里，人口

近 4 千。已建有“三角地”、东南西北四条主街及东小街、南小街。 

 1948 年 12月 13 日廊坊解放，当时城区面积仅 0.5 平方公里，人口近 5000 人。共 8

条街道（4 条主街与 4 条背街），全部为土路，且较狭窄，全长不足 3000米。城区仅有房屋

3000 余间，建筑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1949 年初廊坊设镇，隶属安次县。1950 年安次县政

府迁驻廊坊。1958 年全国农村以社代乡，廊坊镇遂并入廊坊公社。1965 年又重新恢复廊坊

镇建制。1969 年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迁址廊坊。  

1975 年，将廊坊公社划归廊坊镇。1982年 3月 1日经国务院批准廊坊镇改为廊坊市（地

辖），1983 年安次县并入廊坊市。1989 年 4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地建市，廊坊地区改称廊坊市

（省辖），原廊坊市改为安次区。 

市名由来 

廊坊名称的来历，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在宋朝初年，安次县出了个宰相，名字叫吕端。吕端的父亲叫吕琦，吕琦的官职是兵部

侍郎。吕琦在任时，他在老家盖了一所大宅院，就在现在的廊坊市区。由于房屋高大，远近

闻名，加上房子的主人是兵部侍郎，所以就成为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老百姓管它叫“侍郎

房”。叫的时间长了，“侍郎房”变成了村名。又经过长期的口传笔写，慢慢的，就演变成为

郎房——廊房——廊坊。  清朝康熙年间的《安次县志》记载的就是“郎房”。 

 1897 年，廊坊建火车站开始用“廊房”。1948 年，毛泽东起草《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

方针》，写的就是“廊房”。1950 年后，廊房成为安次县城，廊房名字的使用率大大提高。

老百姓为书写方便，就把“廊房 ”写成“廊坊”，以后广泛流传，约定俗成，大家就都用“廊

坊”了。 

刘六刘七起义 

刘六刘七起义是指明中叶爆发于明朝北直隶（今河北地区）的一次著名的大规模农民起

义。正德五年（1510 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发动起义，数千农民响应。次年，

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以后又由山东回攻京畿。起义军纪律严明，不妄杀人，使起义军迅

速发展到数万人。起义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另一路由杨虎、刘惠、

赵鐩、邢老虎等率领。两路起义军时分时合，互相倚重。明武宗朱厚照以宦官谷大用为总督

军务，平乱的主要将领有伏羌伯毛锐、右佥都御史陆完、 边将总兵许泰 ，调京师及宣府、

大同、延绥等地军队前往镇压。正德七年，杨虎一路起义军被击溃，刘六、刘七孤军奋战，



 

率部走湖广，在黄州兵败，刘六船翻身亡。七月，刘七与起义军余部全军覆没于江苏狼山，

起义最终失败。 

廊坊大捷 

发生在庚子年初夏的廊坊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撼人心魄的一次重大战役，是整个义和

团运动期间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在这次战斗中，中国人民敢于和敌人血战到底的

英勇气概震惊了世界。近百年来，“廊坊大捷”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一直鼓舞着廊坊人民。    

据《武清县志》载：1900 年春，武清各村纷纷建起义和团坛口，义和团、红灯照活动

遍及全县，并在境内蔡村、河西务等地相继发生义和团抗击外国侵略者活动。武清义和团近

万人在五月初十进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在关帝庙总坛口高喊“上法抵外寇，还我好河山”进

行声势浩大的“树旗宣誓”。京津铁路自天津至廊坊大半里程途经武清下朱庄、杨村、黄庄、

豆张庄、东马圈五乡镇。武清县城总坛口距城南京津铁路十余里。当年义和团在天津河北区

一带设有大坛口（总坛口），总首领曹福田（静海人）。 

武清义和团得悉联军将经京津铁路进犯北京的情报后，即向各村坛口发去“揭帖儿”（义

和团专用，相当于紧急通知）。各村坛口接帖后，火速组织团民按“帖示”指令向京津铁路

聚集。武清义和团分东、西两线行动，东线为杨村火车站东，主要任务是拆毁铁路，拦截联

军列车；砍断电杆，切断铁路通讯。西线为杨村西，也以拆毁铁路为主，并埋伏于铁路两侧

青纱帐中，做好狙击专列准备。武清义和团讲战略、有组织的行动，完全出乎八国联军意料。 

6 月 11 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 2066 名（英军 915人、德军 540

人、俄军 312 人、法军 158 人、美军 112 人、日军 54 人、义军 40 人、奥匈军 25 人）官兵

组成联军先遣队，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任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司令、俄国上

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原计划当天下午到达北京，但是

在廊坊一带遇到了义和团的奋力阻击。西摩尔和他的联军，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惯了，认为

此趟北京之行，从天津到北京有铁路之便利，对一支有枪炮武装的外国军队来说，乃是朝发

夕至、瞬息可成的事情。这支由现代化的枪支、火炮和装甲列车组成的侵略军遭到惨败，不

得不于 6 月 18 日退回杨村，在义和团的追击下，再败回天津西站。这支队伍从天津老龙头

出发时以军乐队壮行，最后变成一支长长的担架队沮丧地败回。义和团在廊坊抗击八国联军

这出色的一役，不仅阻止了洋兵更多地进入北京，而且也大大坚定了天津人民的抗战决心。

从而使得天津和北京没能遽然陷入帝国主义列强手中。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这一震惊中外的

廊坊大捷史实永传佳话。 

廊坊大捷一役，从 11 日开始到 18 日结束，共打死八国联军 62 人，负伤 332 人。义和

团 1 清军 1平民群众死伤近干人。西摩尔事后回忆说：“如果义和团所用武器是近代枪炮，

那么，我率领的联军必定会全军覆灭”。 



 

第四章 风俗文物 

固安焦氏脸谱 

固安焦氏脸谱是固安特有的文化产业之一，属民间工艺，诞生在固安县北马村，历经三

代传承，其当代传承代表人是焦影明。 

固安焦氏脸谱是固安特有的一文化产业，形象主要为中国京剧角色，通常以手工制作，

小的脸谱只有一毛钱硬币大小，大的直径有 1.5 米。现在焦氏脸谱掌握的谱式有 300 多种，

典型作品有《古城会》、《钟馗嫁妹》等。1999年焦氏脸谱开始上网。 

基本特征 

（1）底蕴深厚，制作古朴。每一个脸谱都是一个历史的缩影，都是一个历史的特写镜

头，都是一个历尽沧桑的历史故事。刘关张的义载千秋，孙悟空的智勇绝伦，窦尔墩的英雄

霸气，穆桂英的统帅风度，杨玉环的美艳无双，通过反朴归真的艺术手法，再现于当今。  

（2）画工精细，推陈出新。在脸谱的制作中，画笔所起的作用至少要占总成果的 1/3 。

这是因为，原型只是毛坯，艺术的展现基本上靠画笔来完成。这既需要传统的美术功底，需

要脸谱绘画的基本手法，又需要大胆的创新精神。精雕细刻，新颖迷人。焦氏脸谱更注重每

一个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和风格，人们看到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历史故事，都是一段中国

的历史。 

（3）今古结合，融会贯通。固安焦氏脸谱在古老的传统上，登堂入室，达到了很高的

境界。如果仅仅局限于此，那么也不会有当今的成果。摄影和电脑，这些现代化的设备和技

术，原本与脸谱无关，却被焦氏脸谱率先巧妙地利用了。犹如在古老的花园中，不仅有传之

久远的名花异草，而且有了嫁接而成的新鲜品种，并且有了喷绘、霓虹之类的高新技术的应

用。这就不是传统的匠人所能摩仿的了。 

主要作品 

固安焦氏脸谱的主要作品有：《西游记》、《闹天宫》、《四大天王斗悟空》、《九龙图京剧

脸谱》、《刘关张》、《义薄云天关公像》、《窦尔墩》、《穆桂英》、《梁红玉》、《杨贵妃》、《皮画

系列京剧脸谱》、《寿字脸谱》、《福字脸谱》、《二十八宿》等上百种，光头的，戴头盔头饰的，

头部的，全身的，单个的，群体的，式样繁复，五彩缤纷。 

艺术特色 

固安焦氏脸谱在画法上，不拘一格，贵在创新，吸纳和运用最先进的科技信息和手段，

含宏万汇，溢彩流光。焦氏脸谱作品在国内外市场都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加拿大、法国、



 

处，地灵人杰，乃龙飞凤翔之地，后世非但富庶隆兴车水马龙，且多出慷慨之士、将相之才。”

众文武点头称甚是。 

今天，这两条河一条在廊坊南，一条在廊坊北。仍然叫龙河与凤河。 

第五章 美食特产 

香河肉饼 

特点介绍 

四十多年前，香河县城里北街有一号“哈家老店”，肉饼是本店供应旅客的拿手饭食。

颇有名气的“京东香河肉饼肉饼”，其实就是这儿的肉饼。 这店里的肉饼，三个摞在一起

也不过半寸厚。个一般大，一般圆，直径在一尺半开外。象是一个模子搞出来的，擀完以后

又薄又软又大，能擀面杖把饼耍得团团转，面皮上也不出一点褶。在铛里烙出均匀一色焦黄

嘎渣儿。火候一到，饼就鼓成球样，这证明面皮薄如纸，但没有漏馅漏气的地方。起鼓后，

用长毛刷在饼的两面刷油，面皮被油混得半透明，几乎看得见馅。如有的地或有一面刷油后

透明程度不太好，这说明两面的面皮不一般厚。熟后面皮酥脆，里边是嫩生生香喷喷的一层

肉馅。这种没熟时候是面皮起连接作用，熟后是肉馅始连一一起，成为一个大圆熟肉片。所

以偌大个的饼，虽酥不碎。 和这种面时，面里要“加酥”。不然的话，饼上刷油再多也不

酥脆。加酥到什么程度，那就看手艺高低了；剁肉的方法有讲究，用的是羊肉，偶尔也用牛

肉，肉剁得合适之后，把翻过来用刀背砸，把肉砸成肉泥，加入适量水搅成粥状、撬里只放

葱姜和调味品，没有菜。烙时的标准是一斤水面要搁半斤肉馅。香油拌馅。豆油刷皮。吃肉

饼要就着醋、蒜。不但好吃还不腻人。主副食全有了，很省事也很实惠。 

这种饼好吃，是因面少，肉多。一张大饼是用一斤面、二斤肉、一斤大葱烙成的，直径

二尺左右。无论从香河肉饼和面到制馅都极为讲究。面，要和得不冷不热不软不硬，揉起来

光滑柔软，擀起来得心应手，皮儿薄如纸且有弹性。那肉馅，或是牛肉或是羊肉，经过刀口

剁、刀背砸，形成肉泥，放入葱姜蒜香精等多种拌馅调料，然后用香油搅拌。所以香河肉饼

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丝絮般均匀，无一

断缺处。就见厨师在平锅里一转一翻，面皮儿焦黄，渐成圆球。偌大的肉饼无一漏馅漏气之

处。然后刷上油，那纸样的面皮儿被油浸成半透明状，几见肉馅，出锅后，就成了颜色焦黄、

外酥里嫩、油而不腻、香醇可口的香河肉饼。 

现在，香河肉饼的种类逐渐增多。汉族人多用猪肉作馅，再将少量韭菜、茴香等味浓的

菜馅搅入其中，风味别具特色。 



 

在三至五龄，重量在 450公斤以上的去势公牛。大厂“肥牛”火锅选用的肉牛主要是鲁西牛、

晋南牛、南阳牛、秦川牛等。90 年代中期，大厂“肥牛”，先后经华安、协力、福华、通达

等肉类有限公司推出面市，迅速走红。90 年代末，以福华为首的牛羊肉类加工企业，又将

“肥牛”火锅这一在大厂新生的清真特色食品推向全国大市场，建立“肥牛火锅连锁店”，

打进北京、天津、沈阳、石家庄、唐山、廊坊等城市，使这一特色产品名扬全国。目前，全

国各地的“大厂肥牛火锅城”已有 168 家。这期间，大厂回族自治县职能部门综合华安、福

华两家公司先进的管理工艺，并参照国家推荐性标准的有关规定，制定命名了“伊乡肥牛”

的农业地方标准。“伊乡”即“伊斯兰之乡”。“伊乡肥牛”标准的制定，反映了大厂回族自

治县区域内按伊斯兰教规屠宰加工优质牛肉的特点。 

纯正的伊乡“肥牛”色泽鲜艳，呈大理石花纹；口感细嫩，入口绵润，回味无穷，一年

四季都可食用。既含有丰富的营养，吃到嘴里又不让人有肥腻感觉。尤其在冬季食用，在增

加人体的抗寒能力的同时，更能强身壮体，增强人体免疫力。 

食用肥牛的同时，配以各种新鲜蔬菜和由多种中药配成的调料或汤料，能获得增强美味、

开胃健脾、帮助消化、强化滋补的功效 

第六章 自然资源 

廊坊自然资源丰富，有平坦肥沃的土地，四季分明的气候，类型多样的植被，蕴藏丰富

的矿产。良好的自然条件，为廊坊经济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廊坊土地资源比较丰富，除北部有 76 平方公里的低山丘陵外，98%的土地为平原，地势

平坦开阔，地层深厚，土壤类型多样，适宜种植多种作物。    

廊坊处在海河流域中下游，水系发达，流经本市的大小河流有 20 条，一般平均每年可

拦蓄地表水 3.33 亿立方米；水资源可利用量 7.74亿立方米。    

廊坊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干旱多

风沙，秋季秋高气爽。年平均气温 11.9℃，年平均降水 554.9 毫米，年平均无霜期 183 天，

年平均日照时数在 2660小时左右。光热资源充足，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廊坊位于燕山山脉的南侧，有着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熔剂

白云岩、水泥用灰岩、紫砂陶瓷用粘土、海泡石以及地下热水、矿泉水等矿产资源。煤炭主

要分布于北部三河市和南部大城县境内，根据河北省煤田地质局对大城县地下煤田多年的勘

查，大城县地下蕴藏着一个储量高达 190.1 亿吨的优质煤田，煤层几乎遍布该县全境，在这

个西南一东北走向的煤区中，煤炭资源分布在地下 2000 米以浅，含煤 14 层，厚度达 27.6

米，总含煤面积达 1040平方公里；石油和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安次区、永清县、固安县、霸



 

州市和文安县，已探明石油储量 2亿吨，天然气储量 186亿立方米；辖区内各区、市、县均

有地下热水分布，总面积达 1007.9平方公里，出口最高温度达 93℃，极具开发价值。    

全市植物资源有 127 科，400 余属，920 种左右。栽培植物有粮食作物、豆类、薯类、

油料、棉麻、烟草、药材、蔬菜、瓜类、林果、牧草等 11大类共 100多种。 

第七章 旅行游玩 

廊坊儿童乐园  

廊坊儿童乐园座落在金光道北，新开路东，永丰道南，市区繁华地段。总投资 4000 万

元以上，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2500 万元，娱乐设施投资 1500万元。总占地面积约 150000 平

米，其中商业用房建筑面积约 25360平米，园内有过山车、空中列车、自控飞船、激流勇进、

碰碰船等大型娱乐设施 15 项，还有近 7000 平米的人工湖供游客进行水上活动。儿童乐园的

绿化用地约 8 成平米，可称得上是一个“绿色乐园”。在设计上通过市规划论证采用重庆资

历深设计院担当设计，突出一个中心，两条轴线，三环多片区，以步景观为轴线将一个个设

施连起，其中有供不同年龄游客娱乐的水上活动区、核心活动区、青少年活动区、探险活动

区，以及为游客提供饮食、休闲、健身、医疗多种服务的综合服务区等配套设施，还将建成

2000 平米的环球影院和 5000 平为的植物园作为儿童植物绿色环保教育科普园地及文化长

廊，寓教于乐，与花卉市场交相辉应，使乐园成为绿荫环抱之中集娱乐、教育、观赏、休闲

于一体的设备完善，功能齐全的大型游园。 

 

胜芳三宝 

一、戏 楼 

胜芳戏楼，即“九成楼”，约建于清乾隆年间，咸丰年间重修。戏楼座南朝北，清制大

式建筑结构，歇山大屋顶，屋顶四角有跑兽，左右前檐飞翅为翼，东西檐脊上刻有十尊栩栩

如生的鸟兽造型，两边檐角各悬一铜铃，正面两根明柱支撑，檐板绘以花纹图案，画工精细。

戏台高二米，周围镶以汉白玉条石，中间以木制屏风分隔前后台。木屏两侧设“出将”、“入

相”二门。戏楼正中悬以竖匾，上书“九成楼”楷体大字，为清代刘标所书。“九成”者，

谓之“九重”极言其高。 

戏楼台正中，悬有一块横匾，上书“动 天倪”四字，传说为清代纪虚中为表达对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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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有：灵山塔、灵山寺、一线天、皇叔院(柿子沟)、白果树。 

灵山塔,建于辽代，曾列为三河八景之一,明代曾重修，三河市在 89 年、90 年先后两次

对其进行临时性修补,保持不塌不漏。为使灵山塔重放异彩,98年 7月 l4日,省古园林建设

公司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其进行抢救性维修,此工程共投资 9 万元,其中，省文物局拨款

5 万元,大唐回村出资 4万元,经过近 50 天的辛勤劳作,终于使灵山塔恢复了原貌。之后,文

体局又投资树立了两通火理石碑记，大唐回村修建了精制的大理石保护栏,使得这座古塔更

加雄伟壮观。 

灵山寺：位于灵山山腰,灵山塔西北侧,重建于 99 年度,由大唐回自行筹资。灵山寺由大

雄宝殿、普萨殿、天王殿组成。灵山寺的修建完成,使得它与灵山塔交相辉映、混然一体，

不但加强了对省文保单位灵山塔的保护,同时也拉开了我市以灵山为龙头的旅游开发区建设

的序幕。 

皇叔院：位于本市段甲岭镇十百户东北 2 公里处,旧为寺院,称“滴水灵岩寺”,相传建

于唐代,为盘山 72 古寺之一。另有一座椎形砖塔,上下为 7 节,高约 6 米。 

大掠马白果树：位于大掠马村小学院内,据传是唐王李世民征东路过此地,并安营扎寨,

将马鞭插在此处,次日变成白果树,距今已有 1300年的历史。此树围长约 14 米,高 24 米,历

经千年风雨,但在大掠马村民的精心保护下,至令依旧枝繁叶茂,浓荫蔽日,枝梢交错,千姿百

态,显示出勃勃生机。为更好地保护这一千年古树,文化局和新集镇共同投资 12000 万元在白

果树周围设置了保护栏。 

龙潭沟:位于灵山东北七华里,西邻磕头岭,东通蒋福山盆地.全长四华里,从灵山沿沟而

上,沟底起伏不定,两旁峭壁如削,时而沟谷纵横,时而怪石突兀,因沟内有龙潭而得名。所谓

龙潭.即从西往东三个有水深潭,名为一潭、二潭、三潭,浑然天成。潭四周草木森森,山花烂

漫,每逢夏季凉风扑面,雾气氤氲,令人神清气爽, 相传康熙年间,天旱无雨,县令彭朋曾在此

设坛,祈求上仓普降甘霖,保三河百姓五谷丰登,此事妇孺皆知。1972 年蒋幅山人在三潭筑坝

拦水建水库,后因一场暴面将坝冲塌,泥石俱下,将三潭淤平。龙浮沟自然风景优美,内有锷鱼

潭、龙潭峡、一线天、神象沟、虎穴峪等多个景点。 

 

第八章 名校风采 

东方大学城 

东方大学城是由北京市外企服务总公司投资兴建的高校密集型教育基地。位于廊坊市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