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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地处华北平原与燕山山地交接地带，是北京通往内蒙古草

原和东北各省的交通要冲及重要门户。考古学家依出土文物考证，县

域内早在十万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之际此地

设有军事及区域机构等设施，并出现了渔阳、黍谷山等地名。扼要的

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为后人创造和遗留了灿烂的文化。密云之名，

始于北魏时期的武烈河畔，东魏元象年间徙迁今地。辗转沿革，繁衍

至今。在今密云这二千二百二十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遍布着古今各

类地名，有的由来已久，有的刚刚产生，有的则除旧换新，密云县的

地名有其丰富的内涵。《密云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密云县地名的专业

志书，是密云县第一部较完整的具有法定性的标准化地名典籍。是行

政机关、工业、农业、交通、邮电、财贸金融、文教卫生及科研等部

门都必备的工具书。 ，

《密云县地名志》中所收录的每条地名均有释文，记载了每条地名

的现行标准名称、汉语拼音、地理位置、隶属关系、名称的来历、演

变、含义以及和地名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自然经济、文教卫

生等内容。图、文、表、照片并茂，为各行各业提供了较全面和翔实

的地名史料。查阅地名志不仅可以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而

且还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的历史脉络、地理现状及经济、文教卫

生等发展情况，使地名工作直接地为四化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更

重要的是，这部《地名志》的出版，为我们的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珍

贵的地方地名史册。以唤起后人重修的兴趣，不断地改进提高，增补

遗漏，使其日臻完善。

《密云县地名志》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的要求和北京市政府及市地

名志编纂委员会的部署，在县委、县政府及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的领

导下，从事地名工作的人员经过走访群众、实地调查，翻阅资料、多

方考证、归纳整理后编纂而成的。它的出版，是我县城乡文化建设的

一个综合记实，也是我县地名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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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地名志》是根据北京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

府领导下，按照《北京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大纲的要求，在完

成地名普查、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和地名资料更新的基础上，由

规划局、地名办公室组织编辑完成的。

地名的称呼和书写是否标准、规范和统一，对于国家政区管理、国

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有极为重要的

关系。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按照地名志书的体例、言简意赅的文字，反映和提供本县各类地名的

名称来历、含义、所处位置、辖属关系及其现状、历史的各种情况，为

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及新闻、公安、邮电、交通、城乡规划、民政、测

绘、文教、外事等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统一的地名及资料。它既是

“四化一建设和全社会的广泛需要，又是地名研究、学术交流和编写地

方志的重要参考资料。它对实施地名管理，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和对人

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

《密云县地名志》是《北京市地名志》的一个分卷。全书分7篇，

共有60余万字，31幅地图，258帧彩色、黑白照片。收集各类地名1429

条，其中：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地名1061条；路、街、巷名131条，工

矿企事业单位名55条I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地地名8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39条，人工建筑名94条；历史地名41条。还收集了

部分地名传说等。

编辑、出版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疏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密云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j．U，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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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年9月10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密云水库建设工地

●-

1959年9月6口朱德委员长视察密云水库建设』=地。 1958年6月26口周恩米总理察勘密云水库坝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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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县委、县政府人楼

拓荒牛 象征密云人民

劳f吃占耐劳的奉献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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