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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大港医地名录
TIANJINSH I DAGANGQU DIMIN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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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及天津市

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地理和经济概况，进

标准化，用字规范化的处理，编辑出版的。

本录内容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和居民地名称；行政单位和各专业

部门使用的名称；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重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和历史

地名等；共610条。收录概况文字材料74份。区、乡等地名图11幅。

此外还收集了有关反映本区发展的图片(彩色)共20帧。本录的编辑

出版，使我区地名趋向标准化．规范化．不仅为公安、民政，城建，

邮电、交通、外事和测绘等方面提供了标准的地名资料，同时也为文

化教育．历史研究和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本地名录除已注明时间者外，其它均截止一九八五年底；地名图

所标行政区划界线，不作划界依据；历史地名和现用名称统一按类别

排列，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按行政名称辑录；书中收录的各类标准

地名，是经过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为各单位和部门使用的法

定性地名．

大港区是新建区，其建设发展速度很快，地名录刚刚编成，又有一

些地名出现，今后，我们将视情况采取续补措施，以满足社会需要。．

编者



序言

根据国务院和天津市的有关规定：大港区人民政府从1981年组织

对全区各类地名进行了普查，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地名标准化和

用字规范化的处理。对这次地名普查的主要成果和有关资料，编

《天津市大港区地名录》。这是地名普查工作的一大成果。本书

录了法定性的标准地名外，还记载了重点地名的沿革．含义，地

貌及相关的经济，文化和史实。以地名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我

历史和现状，是当地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辑。它的出版，为各单

各部门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地名资料。

今后各级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凡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

车站名称等，都应与本录的标准地名相一致。加强地名管理，使之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各行、各业和人民群众服

务．
。

区长：历家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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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区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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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大港区概况⋯⋯⋯⋯⋯⋯⋯⋯⋯⋯⋯⋯⋯⋯⋯⋯⋯⋯⋯⋯(1)

≯：本拳辱及驻地名称．录¨‘?j’-‘?j。。：⋯·’。：。：：。_．⋯⋯⋯⋯．．．⋯⋯(5)
一、；行政区划，居民地 ．．

大港地名图

㈡。大港概况⋯⋯⋯⋯⋯⋯⋯⋯⋯⋯⋯⋯⋯⋯⋯⋯⋯⋯⋯⋯⋯⋯⋯⋯⋯⋯⋯⋯⋯⋯⋯(?)

。“胜利街道办事处概况⋯⋯⋯⋯⋯⋯⋯⋯⋯⋯⋯⋯⋯⋯⋯⋯⋯⋯⋯⋯⋯⋯⋯⋯⋯⋯(7)

j胜利街道办事处地名录⋯⋯⋯⋯⋯⋯⋯⋯⋯⋯⋯⋯⋯”．．?⋯⋯⋯⋯⋯⋯⋯⋯⋯⋯·(8)

板厂路街道办事处概况⋯⋯⋯⋯⋯⋯⋯⋯⋯⋯⋯⋯⋯⋯⋯⋯⋯⋯⋯⋯⋯⋯⋯⋯⋯(9)
、

板厂路街道办事处地名录⋯⋯⋯⋯⋯⋯⋯⋯⋯⋯．．．⋯⋯⋯⋯⋯⋯⋯⋯⋯⋯⋯⋯⋯(9)
i

官港街道办事处地名图

。。官港街道办事处概况⋯⋯⋯⋯⋯⋯⋯⋯⋯⋯⋯⋯⋯⋯⋯⋯⋯⋯⋯⋯⋯⋯⋯⋯⋯⋯(11)

。‘官港街道办事处地名录⋯⋯⋯⋯⋯⋯⋯⋯⋯⋯⋯⋯⋯⋯⋯⋯．．．⋯⋯⋯⋯⋯⋯⋯⋯(11|)

千米桥街道办事处概况⋯⋯⋯⋯⋯⋯⋯⋯⋯⋯⋯⋯⋯⋯⋯⋯⋯⋯⋯．．．⋯⋯⋯⋯⋯(12)

千米桥街道办事处地名录⋯⋯⋯⋯⋯⋯⋯⋯⋯⋯⋯⋯⋯⋯⋯⋯⋯⋯⋯⋯⋯⋯⋯⋯(12)

、。大港石油管理局地名图
‘

大港石油管理局概况．．．⋯⋯⋯⋯⋯⋯⋯⋯⋯⋯⋯⋯⋯m．．．一⋯⋯⋯．．．⋯⋯⋯⋯⋯(13)

大港石油管理局地名录⋯⋯⋯⋯⋯⋯⋯⋯⋯⋯⋯⋯⋯⋯⋯⋯⋯⋯⋯⋯⋯⋯⋯⋯⋯(14)

主要街道概况

。港北街·⋯⋯⋯⋯⋯⋯··⋯····”·IlltO··n····”⋯”·“··一”·”··””·“·IJodllet·······““··”⋯(17)

“胜幂q街⋯⋯⋯⋯⋯⋯⋯⋯⋯⋯⋯”⋯·⋯⋯⋯”·”·⋯···”··”⋯”·”·····”···”·”··⋯n(17)

迎新街⋯⋯⋯⋯⋯⋯⋯⋯⋯⋯⋯⋯⋯⋯⋯⋯⋯⋯⋯⋯．．．⋯⋯⋯⋯⋯⋯⋯⋯⋯⋯⋯(17)

板厂路⋯⋯⋯⋯⋯⋯⋯⋯⋯⋯⋯．．．⋯⋯⋯⋯⋯．．．⋯·⋯．．．小⋯⋯⋯⋯⋯⋯⋯⋯⋯一(17)

。．．振兴路⋯⋯⋯⋯⋯⋯⋯⋯⋯⋯⋯⋯·”一·“····”··”·cole·”·oeli)b·ll⋯Oililll··”．．··”“⋯⋯-(18)

团结路⋯⋯⋯⋯⋯⋯⋯⋯⋯．．．·⋯⋯⋯⋯⋯⋯⋯”0·1IIIii．．．I·i'·Ollil⋯．．．．．．⋯⋯⋯”⋯⋯·(18)

，．官港西路⋯⋯⋯⋯⋯⋯⋯⋯⋯⋯⋯．．．⋯⋯1111 BillIll·II)lldillm⋯⋯．．．⋯⋯⋯．．．⋯⋯⋯⋯(18)

。街道名番l：枣⋯⋯．t．，．．一．．．，．．．．．q 99 0

4·et-．．t．·e．e 9-·99·If⋯⋯吖⋯．．．⋯⋯⋯．．．．．．．．．⋯⋯⋯··(19)



上古林乡，板桥农场地名图

上古林乡概况⋯⋯⋯⋯⋯⋯⋯⋯⋯⋯e eo=ol eee eee”·⋯⋯⋯⋯⋯⋯～⋯⋯⋯⋯．．．“⋯·(23'

新上吉林村⋯⋯⋯⋯⋯⋯⋯⋯⋯⋯““”：””⋯⋯⋯⋯⋯”⋯⋯”⋯⋯⋯⋯⋯⋯⋯⋯·(23)

上古村乡地名录⋯⋯⋯⋯⋯⋯⋯⋯⋯⋯⋯⋯⋯⋯⋯⋯⋯⋯⋯⋯“⋯⋯⋯⋯⋯⋯⋯·(25)

板桥农场概况⋯⋯⋯⋯⋯⋯⋯⋯⋯⋯⋯⋯⋯⋯⋯⋯⋯⋯⋯⋯⋯⋯⋯⋯⋯～一⋯一(26)

板桥农场地名录⋯⋯⋯⋯⋯⋯⋯⋯⋯⋯⋯⋯⋯⋯⋯⋯⋯⋯⋯⋯⋯⋯⋯⋯⋯⋯⋯⋯(27)

沙井子乡地名图

沙井子乡概况⋯⋯⋯⋯⋯⋯⋯⋯⋯⋯⋯⋯⋯⋯⋯“⋯⋯⋯⋯⋯⋯⋯⋯⋯⋯⋯·一一一‘29)

远景⋯⋯⋯⋯⋯⋯⋯⋯⋯⋯⋯⋯⋯⋯⋯”⋯”“⋯⋯⋯⋯⋯⋯⋯⋯”⋯⋯⋯⋯“”⋯<29)

沙井子乡地名录⋯⋯⋯⋯⋯⋯⋯⋯⋯⋯⋯⋯⋯⋯⋯⋯⋯⋯⋯⋯⋯⋯⋯⋯⋯⋯⋯一·(30)

太平村乡、大苏庄农场地名图 吒． v

太平村乡概况⋯⋯⋯⋯⋯⋯⋯⋯⋯⋯⋯⋯．-．⋯⋯⋯⋯⋯⋯⋯⋯⋯⋯⋯⋯⋯⋯·：⋯·(31)

7太平村⋯⋯o⋯⋯．．，⋯⋯⋯⋯⋯⋯⋯⋯⋯⋯⋯⋯⋯⋯⋯⋯⋯⋯⋯⋯⋯”⋯⋯⋯一，”(32)

．太平村乡地名录⋯”i⋯⋯‘：．．?⋯。：”j⋯j：：⋯⋯’：⋯⋯⋯Jibe e‘siJ⋯⋯⋯⋯⋯⋯”¨··”．．．(33)

4大苏庄农场概况⋯⋯⋯”OI·⋯⋯⋯⋯⋯．．．⋯”⋯⋯⋯⋯⋯⋯⋯⋯⋯⋯⋯⋯⋯⋯⋯·(35>

大苏庄农场地名录⋯⋯⋯⋯⋯⋯⋯⋯⋯．．．O 0 8 0 00 0|U．．．⋯⋯””一一·：⋯⋯⋯⋯⋯一，⋯n(36Y

徐庄子乡地名图

徐庄子乡概况⋯⋯⋯⋯⋯．．．⋯⋯⋯⋯⋯”⋯⋯⋯·OIUIIO OIO ee·oel⋯⋯⋯⋯⋯⋯D00．O00⋯(37)

徐庄子⋯⋯··?⋯⋯⋯⋯⋯．．．⋯⋯⋯．．．”!：”⋯⋯．．．“⋯⋯⋯⋯⋯⋯⋯⋯⋯⋯⋯·eoo Q eo(37)

徐庄子乡地名录⋯⋯⋯⋯⋯⋯⋯⋯⋯⋯⋯⋯⋯⋯⋯⋯⋯⋯⋯⋯⋯⋯⋯⋯⋯⋯⋯⋯(38)

小王庄乡，北大港农场地名图

小王庄乡概况⋯⋯⋯⋯⋯⋯I O tI⋯⋯⋯⋯⋯⋯·OO@OI@000(pl(o 4J00 090800⋯⋯．．．⋯⋯⋯⋯⋯f39)

渡口⋯⋯⋯⋯⋯⋯oiI o o⋯⋯II I⋯⋯⋯⋯⋯⋯⋯⋯一“”⋯¨．⋯⋯⋯⋯⋯⋯⋯m⋯(39．)

小王庄乡地名录⋯⋯⋯⋯⋯⋯⋯⋯⋯⋯⋯⋯⋯⋯⋯⋯⋯⋯⋯⋯⋯⋯一⋯⋯⋯⋯⋯(40>

北大港农场概况⋯⋯⋯⋯⋯⋯⋯⋯⋯⋯⋯⋯⋯⋯⋯⋯⋯⋯⋯⋯⋯⋯⋯⋯⋯⋯⋯⋯(41)

北大港农场地名录⋯⋯⋯⋯⋯⋯⋯⋯⋯⋯⋯⋯⋯⋯⋯⋯⋯⋯⋯⋯⋯．．．⋯⋯⋯⋯⋯(42)

赵连庄乡地名图 ，⋯，， ，。

赵连庄乡概况⋯·?⋯·ailIi O⋯⋯l··O·0I·I e40·(Hi(tOO Oq)O(eoo，⋯⋯⋯⋯⋯．．．⋯．．．⋯⋯⋯⋯⋯”．‘43)

。洋闸⋯⋯⋯⋯⋯⋯⋯⋯⋯⋯·”⋯·OgI OO”·”·”·”·IOIgllI·l····“·”·”．“·”·．．．”·．．．．．．⋯”·<44)

赵连庄乡地名录⋯⋯⋯．⋯⋯⋯⋯⋯⋯⋯⋯⋯⋯⋯⋯⋯⋯⋯⋯⋯⋯⋯⋯⋯¨．．．⋯··(45)

中塘乡地名图 ．一 ，

中塘乡概况⋯⋯⋯⋯⋯⋯⋯⋯⋯⋯⋯⋯⋯⋯⋯⋯⋯⋯⋯·⋯⋯⋯⋯⋯⋯⋯⋯⋯⋯·?‘47)

黄房子O OlI⋯⋯⋯⋯⋯⋯⋯⋯⋯⋯⋯⋯⋯⋯⋯⋯⋯⋯⋯⋯⋯⋯⋯⋯⋯⋯⋯⋯⋯⋯(47)

中塘乡地名录⋯⋯⋯⋯⋯⋯⋯⋯⋯⋯⋯⋯⋯⋯⋯⋯⋯⋯．．．⋯⋯⋯⋯⋯⋯⋯⋯⋯⋯(48)
’’ f’

‘。‘。 ●

1‘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 ⋯．

重要单位概况⋯⋯·j··j··j·⋯j⋯⋯⋯·j”j·：⋯⋯⋯⋯⋯⋯⋯⋯⋯⋯⋯⋯⋯···0 0 0 0 0 0”(51)

大港区人民政府概况⋯_⋯⋯。⋯⋯j⋯⋯⋯⋯⋯⋯：j⋯⋯⋯⋯⋯⋯⋯⋯⋯⋯⋯⋯⋯(51)

天津石油化工公司概况⋯．．⋯·ij⋯·ii⋯⋯⋯⋯⋯⋯·：·j·：⋯⋯⋯⋯⋯·I g B 00·00·1 0,0’(51)

第四建设公司概况．．．⋯⋯·j⋯⋯．．．⋯⋯⋯⋯⋯⋯⋯j·：⋯·⋯：⋯⋯⋯⋯⋯⋯⋯⋯⋯”(52)



大港发电厂概况⋯⋯⋯⋯⋯⋯⋯⋯⋯⋯．．．⋯⋯⋯⋯⋯⋯⋯⋯⋯⋯⋯⋯⋯⋯⋯⋯⋯(52)

4六局一公司概况⋯⋯⋯⋯⋯⋯⋯⋯⋯⋯⋯⋯⋯⋯⋯⋯⋯⋯⋯⋯⋯⋯⋯⋯⋯．：⋯．：．．℃53>

‘津港化肥厂⋯⋯⋯⋯⋯⋯⋯⋯⋯⋯⋯⋯⋯⋯⋯⋯⋯⋯⋯⋯⋯⋯⋯⋯⋯⋯⋯_⋯j．．t(53)

滨海养虾场⋯⋯⋯⋯⋯⋯⋯Q@OI Q·@0@I

B@@$⋯⋯⋯⋯⋯⋯⋯⋯⋯⋯m⋯⋯⋯⋯⋯⋯⋯(54)

北大港水库管理处⋯⋯⋯⋯⋯⋯⋯⋯⋯⋯⋯⋯⋯⋯⋯⋯⋯⋯⋯⋯⋯⋯⋯⋯一⋯⋯≮54)

大港石油管理局职工大学⋯⋯⋯⋯⋯⋯⋯⋯⋯⋯⋯⋯⋯．⋯⋯⋯⋯⋯⋯⋯⋯⋯⋯．(55)
”大港第一中学⋯⋯⋯⋯⋯⋯⋯⋯⋯⋯⋯⋯⋯⋯⋯⋯⋯⋯⋯⋯⋯⋯⋯⋯⋯⋯⋯⋯j．．：(55)

大港医院⋯⋯⋯⋯⋯⋯⋯⋯e 0 0@$⋯⋯⋯⋯⋯⋯⋯⋯⋯⋯-⋯⋯⋯⋯⋯⋯⋯⋯⋯一(55)
大港石油管理局职工医院⋯⋯⋯⋯⋯⋯⋯⋯⋯⋯⋯⋯⋯⋯⋯⋯⋯⋯⋯⋯⋯⋯⋯⋯(56)

胜利邮电支局⋯⋯⋯⋯⋯⋯⋯⋯⋯⋯⋯⋯⋯⋯⋯⋯⋯⋯⋯⋯⋯⋯⋯⋯⋯⋯．“n“(56>
天津市市内电话局99分局⋯m⋯⋯⋯⋯⋯⋯⋯⋯⋯⋯⋯⋯⋯⋯⋯⋯⋯⋯⋯⋯⋯⋯(57)

大港百货商场⋯⋯⋯⋯⋯⋯⋯⋯⋯⋯⋯⋯⋯⋯⋯⋯⋯⋯⋯⋯⋯⋯⋯⋯：⋯⋯一．．．．<57)
胜利副食商场⋯⋯⋯⋯⋯⋯⋯⋯⋯⋯⋯⋯⋯⋯⋯⋯⋯⋯⋯⋯j⋯⋯-，．．⋯k⋯⋯一<57)
港城饭店⋯⋯⋯⋯⋯⋯⋯⋯⋯⋯⋯⋯⋯⋯⋯⋯⋯⋯⋯⋯⋯⋯⋯⋯⋯⋯⋯⋯⋯⋯．(55)
文化宫剧场⋯⋯⋯⋯⋯⋯⋯⋯⋯·“⋯⋯⋯⋯⋯⋯⋯。～⋯n⋯⋯一．．．⋯⋯，．．⋯⋯“《58)
第四建设公司俱乐部⋯⋯⋯⋯⋯⋯⋯⋯⋯⋯⋯⋯⋯⋯⋯⋯⋯⋯⋯⋯⋯⋯⋯⋯⋯⋯(58)

，职工文化宫⋯⋯⋯⋯⋯⋯⋯⋯⋯⋯⋯⋯⋯⋯⋯⋯一⋯一⋯⋯⋯⋯一·一一⋯⋯⋯m<58)

避憩园⋯⋯⋯⋯．⋯⋯⋯⋯⋯⋯⋯⋯⋯⋯⋯⋯⋯⋯⋯⋯⋯⋯·n⋯⋯⋯⋯⋯⋯⋯⋯··(59>
旱冰场⋯⋯⋯⋯⋯⋯⋯⋯⋯⋯⋯⋯⋯⋯⋯⋯⋯⋯m·⋯··一⋯⋯～⋯⋯⋯⋯⋯⋯⋯‘(59)
北大港站⋯⋯⋯⋯⋯⋯⋯⋯⋯⋯⋯⋯⋯⋯0OO O@⋯⋯⋯⋯⋯⋯⋯⋯⋯⋯⋯⋯⋯⋯⋯(59)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泉⋯⋯⋯⋯⋯⋯⋯⋯⋯⋯⋯⋯⋯⋯⋯⋯⋯j⋯⋯⋯⋯⋯⋯“(60)

三、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

重要实体概况⋯⋯⋯⋯⋯⋯⋯⋯⋯⋯⋯⋯⋯⋯⋯⋯⋯⋯⋯⋯⋯⋯⋯⋯⋯⋯⋯⋯⋯(69>‘

北大港水库⋯⋯⋯⋯⋯⋯⋯⋯⋯⋯⋯．．．⋯⋯⋯⋯⋯⋯⋯⋯⋯⋯⋯⋯⋯⋯⋯⋯⋯⋯<69)

钱圈水库⋯⋯⋯⋯⋯⋯⋯⋯⋯⋯⋯⋯⋯⋯⋯⋯⋯⋯⋯⋯⋯⋯⋯⋯⋯⋯⋯⋯⋯⋯．．’(69)

万亩水库⋯⋯⋯⋯⋯⋯⋯⋯⋯⋯⋯⋯⋯⋯⋯⋯⋯⋯⋯⋯⋯⋯⋯⋯⋯⋯⋯⋯⋯⋯⋯(69)

北大港⋯⋯⋯⋯⋯⋯⋯⋯⋯⋯⋯⋯⋯⋯⋯⋯⋯⋯⋯⋯⋯⋯⋯⋯⋯⋯⋯⋯⋯⋯⋯⋯(70)

官港(湖)⋯⋯⋯⋯⋯⋯⋯⋯⋯⋯⋯⋯⋯⋯⋯⋯⋯⋯⋯⋯⋯⋯⋯⋯⋯⋯⋯⋯⋯⋯(70)

独流减河⋯⋯⋯⋯⋯⋯⋯⋯⋯·≯⋯⋯⋯⋯⋯⋯⋯⋯⋯⋯⋯⋯⋯⋯⋯⋯⋯⋯⋯⋯⋯(70)

马厂减河⋯⋯⋯⋯⋯⋯⋯⋯⋯⋯⋯⋯⋯⋯⋯⋯⋯⋯⋯⋯⋯⋯⋯⋯⋯⋯⋯⋯⋯⋯⋯(70)

娘娘河⋯⋯⋯⋯⋯⋯⋯⋯⋯⋯⋯⋯⋯⋯⋯⋯⋯⋯⋯⋯⋯⋯⋯⋯⋯⋯⋯⋯⋯⋯⋯⋯(71)

万家码头温泉⋯⋯⋯⋯⋯⋯⋯⋯⋯⋯⋯⋯⋯⋯⋯⋯⋯⋯⋯⋯⋯⋯⋯⋯⋯⋯⋯⋯⋯(71)

姚塘子扬水站⋯⋯⋯⋯⋯⋯⋯⋯⋯⋯⋯⋯⋯⋯⋯⋯⋯⋯⋯⋯⋯⋯⋯⋯⋯⋯⋯⋯⋯(71)

马厂减河弧形闸⋯⋯⋯⋯⋯⋯⋯⋯⋯⋯⋯⋯⋯⋯⋯⋯⋯⋯⋯⋯⋯⋯⋯⋯⋯⋯⋯⋯(71)

工农兵挡潮闸⋯⋯⋯⋯⋯⋯⋯⋯⋯⋯⋯⋯⋯⋯⋯⋯⋯⋯⋯⋯⋯⋯⋯⋯⋯⋯⋯⋯⋯(72)

东风大桥⋯⋯⋯⋯⋯⋯⋯⋯⋯⋯⋯⋯⋯⋯⋯⋯⋯⋯⋯⋯⋯⋯⋯⋯⋯⋯⋯⋯⋯⋯⋯(72)

渡口桥⋯⋯⋯⋯⋯⋯⋯⋯⋯⋯⋯⋯⋯⋯⋯⋯⋯⋯⋯⋯⋯⋯⋯⋯⋯⋯⋯⋯⋯⋯⋯⋯(72)



’。j津淄公路⋯⋯⋯⋯⋯⋯⋯⋯．．．．t．⋯一⋯⋯⋯⋯⋯⋯⋯⋯⋯⋯⋯⋯⋯⋯⋯⋯m"．⋯(73)
。’津歧公路⋯⋯一⋯⋯⋯⋯⋯．．．⋯⋯⋯⋯⋯⋯⋯⋯⋯⋯⋯⋯⋯⋯⋯⋯⋯⋯⋯⋯⋯⋯(73)

。津港路⋯⋯⋯⋯⋯⋯⋯⋯⋯⋯⋯⋯．．．⋯⋯⋯⋯⋯⋯⋯⋯⋯⋯⋯⋯⋯⋯⋯⋯⋯⋯⋯(73>

。。。i小万公路⋯⋯⋯⋯⋯⋯⋯⋯⋯⋯⋯⋯⋯⋯⋯⋯⋯⋯．．．⋯⋯⋯⋯⋯⋯⋯⋯⋯⋯⋯⋯(73)

‘一：勘探路⋯⋯⋯⋯⋯．，-⋯⋯．．．⋯⋯⋯⋯⋯⋯⋯⋯⋯⋯⋯⋯⋯·“．-．⋯⋯⋯⋯⋯⋯⋯⋯(73)

：：李港铁路⋯⋯⋯⋯一．．．⋯⋯⋯⋯⋯⋯⋯⋯⋯⋯⋯．．．???⋯⋯⋯⋯⋯⋯⋯⋯⋯⋯⋯⋯(74)
：4 4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录-．”⋯⋯⋯⋯⋯⋯⋯⋯⋯·j⋯⋯⋯⋯⋯⋯⋯⋯⋯一(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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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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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大港区地名普查工作简况··：⋯··：-·：”：⋯⋯⋯⋯⋯⋯⋯：··：⋯⋯⋯⋯⋯⋯⋯⋯⋯⋯“(81)

i一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文件漳港政发(1984)77号《关于编整更换胜利、滨海，

7j：”、 官港生活区门牌里巷名称的通知》，⋯··：⋯··!··：⋯⋯⋯⋯⋯⋯⋯⋯⋯⋯⋯⋯⋯(86)

i一国务院文件国发C1979)305号、《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
f一1， 知》．··?·?：⋯?⋯⋯⋯·：：··：：：⋯··：·：!⋯⋯⋯⋯⋯⋯⋯·⋯⋯⋯⋯⋯⋯⋯⋯：?⋯⋯⋯(e9)

一’：天津市人民政府文件’津政发(1985)130号关于颁布((天津市地名命名，更名

f～j．管理实施细则》韵令⋯⋯⋯⋯··：⋯··：⋯⋯⋯⋯⋯⋯⋯⋯⋯⋯⋯⋯⋯⋯⋯⋯⋯(94)

∥“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文件津港政发(1985)62号关于印发《天津市大港区地名

，4：，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99)

．．天津市大港区人民政府文件津港政发(1986)89号《关于我区与塘沽区区界问题的

报告》⋯⋯⋯⋯⋯⋯⋯⋯⋯⋯⋯⋯⋯⋯⋯⋯⋯⋯⋯⋯⋯⋯⋯⋯⋯⋯⋯⋯⋯(103)

后记⋯⋯⋯⋯⋯⋯⋯⋯⋯⋯⋯⋯⋯⋯⋯⋯∥?·，，·，∥：⋯．．⋯⋯(106)．
： ，

索引
’_L

一●

”‘地名汉宇首宇笔画检索表⋯⋯⋯⋯⋯⋯⋯⋯⋯⋯⋯⋯⋯⋯⋯⋯⋯⋯⋯⋯⋯⋯⋯(107)

、‘地名汉语拼音汉宇首宇音节检索表⋯⋯⋯⋯．．．⋯⋯⋯⋯⋯⋯⋯⋯⋯⋯⋯⋯⋯⋯(11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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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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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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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一大、港区．概

大港区位于天津市最南部，渤海湾西海岸。东北与塘沽区接壤，了

南与河北省黄骅县毗邻，西与静海县为界，西北、北分别与西郊区及南

郊区相邻．地理座标北纬38。33‘7至38。57，，东经117。08 7至117。34，。；区、

划形似金龟：面积约962．7平方公里。辖胜利街，板厂路街、官港街、拣

千米桥街4个街道办事处和上古林：沙井子，太平村，徐庄子，小王：‘

庄、赵连庄、中塘7个乡，’25个居民委员会、76个村民委员会，85个自4‘

然村。共256，325人，’其中回族3，835人、满族598人：朝鲜族122人。j．：‘

蒙古族120人、壮族47人、苗族33人，土家族13人、土族10人，布依’

族8人．白族7人、瑶族5人、2川族5人、彝族4人、达翰尔族4人，2余为

汉族。区人民政府驻地大港北距天津45公里。 4’’∥

大港区因境内有北大港故名：相传，南部和西部地区成陆约三手?

年，东部成陆于明清。战国时期，属齐、燕，赵，秦(1)。汉至．北魏

属章武县[2]：隋改鲁城县。‘唐改乾符县(3]。五代并入清池县(4]。

宋承五代(5)。金归清池、。靖海两县(6]。元袭之。明改清池为沧州，改靖’

海为静海，辖地未变。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属静海、沧州、天津三

地(7了。1937年成立新海设治局(今黄骅县前身)。1943年改称黄骅县，县

治黄骅，属河北省。1945年5月建津南县，范围包括今大港区、静海县、，

黄骅县，属河北省。1949年1月解放，分属河北省的静海县，黄骅县-’

1963年2月，由静海、黄骅两县析置北大港区，区人民政府驻洋闸，属天

津市。1970年1月撤销北大港区并入南郊区。1979年llY]6日，由南郊

区析置大港区至今。．t ··’ t-‘ 。_。；

大港区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俗称膏九河下梢一，地势平坦，北



部，西部略高。最高海拔5．4米，最低1米(黄海高程)．土质多淤泥

沙土，盐碱缺磷，含盐碱量在1．5j|i以上的±地，．遍及全区．境内沟渠纵

．．横，多坑塘洼淀，水域面积近36．6万亩，占全区面积的25％．其中有位

于中部的北大港水库，占地22万亩；东南部有万亩水库；东北部有官

港湖；西北部有钱圈水库，分别占地1万亩、1．5万亩．’1．35万亩．全医。L

’有大，中河流lO条，均系减缓海河水系流量的人工河，主要有子牙新

诃，独流减河，马厂减河等，流径总长210公里，i属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四季变化分明。，年平均气N12。C，一月平均气温一4．9 9C，七月

平均气温26．4。C。年平均日照2，294dx时，90。C的年积温4，460--4，700

， ?C．，年降水量586毫米，大多集中在7、8月份。春旱夏涝的现象时有发一

’’一、生二无霜期209天。。r’； ‘．

；

，、j一自然资源丰富，除正在开采的石油和天然气外，另有万家码头一

带为地热田，水温高达90。C以上；’有近lO万亩的芦苇地，可作造纸、

编织原料；有可供养殖用的淡水面积24万亩；海岸滩涂10万亩；还有广

阔的处女地，可供开发建设．
“-

．

．’

。～．：解放前，j这里多为盐碱荒滩，人烟稀少，是有名的盗匪膏安乐

窝?：j流传着：．Ⅳ风凄凄，野茫茫，春旱夏涝不收粮。老幼吃糠菜，-

壮年去逃荒，有女不嫁东南乡。，一的民谣．解放后，根治海河，移民

垦荒．，改土治碱，．先后建有北大港，大苏庄，，板桥三个国营农场和厂t

，矿办六个小型农场。耕地发展到了32万亩，分布在北大港水库四周，。

成为天津市的农业生产基地．1966年以前是小站稻的重点产区。后由
’

于水源不足，大部改为旱田，种植高梁、玉米．小麦等。产粮8，000，

万斤左右，丰年可达亿斤；大豆，花生和葵花子等油料作物85万斤以

’上；蔬菜l，000万斤，农业基本自给。有果树16万株．主要为苹果，梨、

桃和枣树等，每年可供应市场鲜果200—300万斤．畜牧，养殖业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马，牛，驴等大牲畜近万头(匹)，羊2．5万多只，猪2．5万多头，兔迸jj

万只，貂5，000多只，。’鸡、“鸭0鹅等227万多只∥敞淡水产品每年可’
产140多万斤。1984年：’农业总产值17，105：6万元。金区拥有排灌站125 7

处j’受益面积30多万亩。有大i中型拖拉机700多台；农机具900多台

(件)，各种农机总动力11万多马力．，机耕、’机耙面积达8嘣；机播面，

．积达22．2％，植保、，脱粒、扬场、I粮食加工等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

化。
’

一 。．t。：，．_。 。_’t：j、

’大港区是华北地区石油和石油化工工业基地。驻区的大港石油管

理局．天津石油化工公司，大港发电厂等单位，主要工业项目有石：

油、化纤、炼油等，年工业总产值在16亿元以上，在天津市国民经济申，罐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港发电厂是京津唐电网的重要输电单位。乡

村企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到1984年底，已建V'112个，产品达二?，三百

种，其中主要有钢木门窗，水暖，自行车零件，五金工具和地毯等17

个品种。有些产品如铁丝．斧子，地毯等为外贸产品，远销国外。商

业有百货、五金、粮食．。副食等网点，遍布城乡。城区及各乡政府驻

地均设有贸易市场。

解放前文化落后，有的村庄连个能看信的人都没有。现在，全区

有中学39所、小学6 O所(包括厂办校)，教职324，000多人，学生

5万多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有的乡还办起了农业技术学校。现．

有影剧场5座，电影放映队39个，文化站(馆)7个，各厂、乡都有图

书室，有农村业余剧团4个，其中窦庄子村业余剧团在天津市1982年

农民业余汇演中获得了优秀演出奖。解放前缺医少药，是霍乱，伤

寒病的流行区。现在，村有卫生所，乡有卫生院，全区有医院5所．各

种常见病，多发病可就地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的发病率较解放前明

显降低。全区还建起4所敬老院。使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幸福地安度

侈



晚年。 一。■， ∥∥、‘。j．’。。‘

大港区解放前没有一条公路，运输物资主要靠肩挑，

运．现在有李(七庄)——(大)港铁路，大厂有专甩线连

(天)津一一歧(口)公路j (天)津一淄(博)’公路
～★万(家码头)公路过境．连接境内的港中，津港、板

穿港、太沙、徐太、洋苏公路形成了庞大的交通网。公路

公里，乡乡通公共汽车。

，’ 昔日的大港区盐碱荒滩，满目凄凉。如今已形成以大港为中心的

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天津的新型卫星城市．
带注；．J

．

一，原载《津门考古》

二，原载《(畿辅通志》 ⋯ ，．．：

．三，《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
，

四．《旧五代史，郡县志》

；五，《宋史·地理志》
’

六、<(金史》



大港区爱驻地名称录

类别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人 口 鲁 缝

区 大港区 DagSng Q凸 256，325 驻大港

城镇 大港 Dag百ng 34，686
大港区人民政府驻地，设
2个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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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概。况

大港位于大港区北部，西北距天津约45公里。东濒渤海湾，面积9．5平方公里(规划

面积东至塘沽盐厂卤水池，南接独流减河北堤，西迄万家码头村，北到李港铁路线，约6l平

方公里)。现设胜利，板厂路2个街道办事处，有居民34，686人。为大港区人民政府驻地，

是大港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天津的卫星城。

， 大港始建于1972年，初称“化纤生活区黟，又称“胜利生括区刀，1986年经市人民政府

命名大港，因区内有北大港故名。

大港地处滨海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平均海拔3．5米。属暖温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

温13。C，一月份平均气温一5 9C，七月份平均气温26。C。年降水量600毫米左右。

城区东部驻有区党，政机关．是大港区的文化，商业中心．西部有天津石油化工公司。

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大港已成为全国石油化工工业的基地之一。城区主要干道有板厂路，

港北街，胜利街，石化路等12条，居民楼群整齐有序，鳞次栉比，翠木繁花，环境宜人，展

示了卫星城的风貌。 一

文教卫生：设中学7所、小学ll所，医院2个，影剧院2座，文化馆，图书馆，职工文化

宫，广播站，电视差转台、游泳池、旱冰场、逆憩园等，另有体育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也即将竣工使用。 ·-

李(七庄)一(大)港铁路， (天)津——歧(口)，公路经此，交通便利。

胜利街道办事处概况

胜利街道办事处位于大港南部，东至育秀街，南靠津港路，西傍十米河，北临板厂路。

面积为3平方公里。辖15个居民委员会，有居民20，075人，其中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

族625人，余为汉族。
。

胜利街道办事处因驻胜利街故名，1981年成立至今。界内有迎新街，胜利街，港北街，

育秀街，振兴路，永明路，兴华路，育才路等街巷。大港百货商场，胜利副食商场，港

城饭店分别座落在胜利街东西两侧c振兴路设有贸易市场，曙光路设有农贸市场。辖区的文

化体育活动场所有文化馆，电影院，职工文化富，避憩园等。大港区委，大港区政府，大港

第一中学，大港医院座落界内。胜利街道办事处为大港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o，居

民住宅绝大部分为楼房，布局合理，外观整齐，楼群空间育花植树，三春里绿化尤胜，繁花

翠木簇拥着幢幢高楼，环境优美宜人o

界内街道宽敞，有161路，169路．205路，208路公共汽车通往天津，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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