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德



隋
．毒
曦
0

{、

l
j．
}，

北京市

通县地名志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1 9 9O年

t_

一。”0¨，●¨=_1‘}。一}1■．



(京)．新登字200号

封面题帛

封面设让

摄 数

编 图：

责任编辑

宣祥鎏

王海歧

王启会刘姝平

李松江张晨声崔维善

王瑞新

季英正

北京市通县地名志

BEIJINGSHI ToNG×IAN DIMINGZHI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jE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t 100011

北京科技印尉厂印尉

*

787 x 1092毫米16开本3l印张?2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l一5000册

ISBN 7—200-01818一X／K·179

定价t 47．OO元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矧匕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主要领导成员

顾 问 张百发 陈明绍

主任黄纪诚

副主任宣祥鎏 王 晋 郑一军 平永泉

孙同越 陈永川 韩剑昆

学术顾问 田 耕 张大有

总编．陈永川

副总编王海歧

总编辑部成员王瑞新 刘秋君



幸 仵
．．I— J—L

副主任

委 员

顾 问

主 编

副主编

编 审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主要领导成员

李瑞和

郑国本 杨凤祥 李瑞忱

崔利民 王家明 赵庚戌

孙自凯 周庆良

王海歧

杨凤祥

韩万珍
‘

池 源

《通县地名志》编辑办公室成员

主编杨凤祥

副主编 韩万珍

编 辑 (按姓氏笔画)邢士国

臧凤兰 窦凤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幸 仵
．．I— J—L

副主任

委 员

顾 问

主 编

副主编

编 审

《通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主要领导成员

李瑞和

郑国本 杨凤祥 李瑞忱

崔利民 王家明 赵庚戌

孙自凯 周庆良

王海歧

杨凤祥

韩万珍
‘

池 源

《通县地名志》编辑办公室成员

主编杨凤祥

副主编 韩万珍

编 辑 (按姓氏笔画)邢士国

臧凤兰 窦凤仪



团

结净地名诂漫故



，九九

一磊叮卞憾



多

丢节，

多霉蹦f

孝墙茹



前言

前 言

地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是

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交际工具，没有地

名的社会将是混乱的社会。地名又是传统文

化的组成部分。为了继承和发扬地名文化遗

产，加强地名的科学管理，为社会主义四化建

设服务，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京政办

发(1 989)40号文件精神，在市，县人民政府

的直接领导下，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责成县规

划管理局组织县地名办，编辑出版的第一部

记述通县地名的专业志书《北京市通县地名

志》。

本书是《北京市地名志》的一部分，单独

成册．在1 981年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

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广泛搜集有关资料，查阅

史志典籍，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详今略

古，符合史实”的原则，在政治性、思想性、科

学性和可读性方面，体现编志的宗旨，三易其

稿。本书采取了以地名为词头，依名系事，小

中见大，微中见全的方法，翔实地记述了每个

地名正确的书写形式、标准读音、地理位置、

隶属关系、名称来历，含义和更替，综述该地

名所指代地域范围内的自然、经济、历史及聚

落现状等各类信息。全书正文选录了通县

91 2．34平方公里地域内的政区聚落地名、

自然地名、经济地名、文化地名，历史地名的

条目877条，附篇包括具有地名意义的部分

企事业单位和地名专题文章、地名工作文件

汇编等七项内容，总计约70余万字。收入

了现状和历史地图39幅，彩色和黑白照片

百余帧。在编排形式上，力求合理严谨，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

本书编辑工作是在《北京市地名志》编纂

委员会、北京市地名办公室直接指导下进行

的，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市政管理委

员会、档案局、党史县志办公室、水利局、文化

文物局、公路分局、教育局、卫生局、乡镇企业

局、各乡镇人民政府等有关单位和专业人员

给予我们工作以大力支持。编写地名志是地

名工作的一项新任务，它不仅涉及面广，而且

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限于编

辑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本书疏漏、缺点甚至谬

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鲥匕京市通县地名志》

编辑委员会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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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志书体例，由文、图、照片、

表格等内容组合而成。

二、在编排顺序上，主体部分以县、镇、乡

为序，街道办事处所辖街、巷，村民委员会所

在自然村以首字笔划为序，其余各条目多以

重要程度为序排列。

三、地名的汉字书写，使用国家规定的规

范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联合印

发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

四、地名读音，以汉语拼音为准。拼写方

法按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和国家测绘总局联合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

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部分)为准．·书后

附有汉语拼音音序词目索引和词日首字笔划

检索表配合使用，以便查找。

五、地名来历、含义及演变，有根据者予

以肯定；传说符合当地自然地貌或历史者予

以采用；尚未查清和牵强附会者予以舍弃，力

求准确。

六，本志所绘地名图，以1 969年出版的
1：50 000地形图、1 979年测绘的1：

10000地形图和1980年出版的通县地名

图为依据。图上县、乡、镇区划界线只作地名

区域范围参考，不作为实际分界线的依据。

七、县域、乡域面积，以1 982年中国科

学院地理研究所测量核实的数字为依据。

八，本志资料下限为1989年底。为增

强实用性，对1 989年底以后的变化也酌情

载入并在文中加以说明。凡使用的数字未标

明年份的，均为1 989年底县、乡统计部门的

统计数字．县、乡镇使用的数字、采用县统计

局统计的《北京市通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自然村所用数字资料，采用各乡镇统计科的

经济统计资料；凡非1 989年统计数字，均明

确标出年份．

九、数字书写形式，一般用阿拉伯数码，

约数、单列个位数以表示方便为据，专名用汉

字表示．

十、年代一般用公元纪年．历史性叙述，

清代以前用帝王纪年后面加注公元纪年。

十一，地理位置用八方位法确定，即以通

州镇中心点起算，用直线距离表示．县城中

心定在新华大街与新华北街交会处。县城至

北京市的距离以建国门起算。

十二、计量单位按国务院1981年批准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方

案》书写。

十三、专业术语以各专业部门提供的资

料所用的专业名称和用语为准。

十四、村民委员会一般未单列条目，只在

所驻自然村条目中叙述；一个自然村多个村

民委员会的，在所驻自然村条目中注明，所有

资料以各村民委员会统计资料之和进行综

述；一个村民委员会辖多个自然村的，在村民

委员会所驻自然村条目中叙述，其余自然村

只附其后，简述其他地名要素；个别村民委员

会因地处通州镇区域内，地域已并入镇区．

在城关镇下单列了条目。居民委员会未单列

条目，只在街道办事处中综述．

十五，文中所注海拔，均以1 979年北京

市测绘处绘制的1：1 0 000地形图注记的

高程为准。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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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十六、本书条目除政区地名、聚落地名、 十七、本志所收的地名为通县标准化名
街巷名称、自然地名全收外，其余皆选收。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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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市长在通县风港减河工地(1990年11月16日



中共通县委员会、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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