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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专

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产物，是人们赋予不同地域或地理实体的

专用名称，它不但客观地表现出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又具体地赋予了鲜明

的时代特征。我区地名管理工作，关系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

和人民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各部门必须严肃对

待，认真做好。

根据市规划局的统一部署，在市地名办公室具体指导和区政府的领导下，由区城

市规划管理局主持编辑的《通州区地名录》，为行政管理、城乡规划建设、公安、交通、

新闻、出版、邮电、测绘、旅游等部门提供一部资料新、信息准、内容简明、方便实用的地

名工具书，以达到知通州、爱通州、建设通州的目的。

《通州区地名录》，共收录各类标准地名和具有地名意义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

称965个，是我区1982年版《通县地名录》所收录地名的1．24倍，它不仅充分体现了

我区地名的现状，直观地反映出我区改革开放以来全区城乡建设兴旺发达的崭新局面

和撤县设区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折射出我区是北京市郊最大的卫星城、首都农副产

品生产基地和京东商业贸易中心的特色，并将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为工业、人口两个战略转移做出贡献。

收人本录的各类地名，均为标准地名，具有法定的性质。地名管理与使用，必须纳

入法制化轨道，成为社会行政管理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各单位、各部门，在使用通州区

地名时，应以本录标准地名为准。凡因新建改建或其它原因，需要命名、更名及合并地

名时，必须依照地名工作管理程序申报，经市、区政府批准方为有效，任何单位或个人

都无权命名地名和随意更改地名o

《通州区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得到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谨代表区委区

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州区区长 熊压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前 言

1982年编辑出版的《通县地名录》，作为地名工具书，对推广地名标准化、规范化

的使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十六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城乡建设发生了很大

变化，原有地名录已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需要。

《通州区地名录》是在县改区建制的有利条件下，为加强城乡地名管理工作，将地

名管理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更好地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遵照北京市统一布

署，根据《北京市区县地名录》修订方案与细则的要求，在市地名办指导和区政府的领

导下，由区规划局组织人员，采用文、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编辑而成。

为了全面反映通州区情况，本录由政区聚落地名778个、自然地名13个、经济地

名130个、文化地名40个、开发区名称3个和附录等内容构成。为了便于查阅，对正录

中所收录的各类个体地名，编有地名首字笔画索引和汉语拼音索引。同时还编有新增

地名、注销地名和新旧．地名对照表，以便了解全区地名变化情况，达到“以旧找新、以新

查旧、易于求索”之目的。本录地名编排顺序为：政区(城区、镇、乡)地名，以北京市第四

次人口普查(1990年4月)行政区划代码为序，先城区后镇、乡排列；聚落(街巷、自然

村)地名，按所属政区自北向南、从西向东编序；其余以同类地名中个体地名首字笔画

排列，笔画少的在前，首字笔画相同的名称字数少的在前，以此类推。

本录除政区、聚落、街巷、居住区、自然地名全收外，经济地名、文化地名等选收。为

方便群众使用，将具有地名意义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编入附录，但不作为标准地

名。

地名的读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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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

分)为准，以解决一字多音、地方读音等各类问题。地名汉字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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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个体地名的地理位置，用八方位确定，以新华大街、新华北街、佟麟阁街交会

处为中心，用直线距离表示，通州至北京城区的距离以建国门起算。文中所用的海拔，

均以1979年北京市测绘院绘制的1：10000地形图注记的高程为准。

本录时限，上溯不限，下限断至1998年底，凡重要变化的记述截止时间，另加文字

说明。常变数据，如人口、土地、经济指标等，一律按1998年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国民

经济统计》数据和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提供的数据为准；不常变的数字，如公路、河流

等，依各专业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
’

本录所用计量单位，政区面积为平方公里，依198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测量
1



核实的数字为准。街道办事处面积，以1996年县改区划定的上报面积为准。占地面积

为公顷，建筑面积为平方米，耕地面积为亩，体积为立方米，距离为公里，长度、宽度为

米，重量为公斤，温度为摄氏温标“℃"，幅度值用“一"号表示。

根据本区目前特点，所收各类地名，均以表格形式载录，采用直编横排方法依序编

录。通州地区办事处和街道办事处所辖政区与实际管辖区暂不一致，按所辖区列表，在

表后注明暂时管辖区名称。凡跨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的街道，以共管街道载录，以给人

们一个整体概念。

本录年代表述，一般用公元纪年，民国以前以朝代纪年，加括公元纪年。

为了便于使用者直观地查找本区地名，本录附有“通州区地名图"、“通州街巷名称

图"，其所标示的政区界线，不作为划界的具体依据。

《通州区地名录》的修订工作，在市地名办指导、区政府和编委会的领导下，得到有

关委、办、局、办事处和各乡、镇政府的大力协助，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规划局做了大量

组织编辑工作，经编委认真审阅，区领导审核、市地名办终审，最后由区人民政府批准，

使本录方得以顺利出版，以政府法定性文件形式发布。望单位及个人在使用本录时，发

现错误，予以及时指正。

2

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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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

通 州’区
ETOngzhou Q03

北京市辖区。位于北京市域东南部，北运河上游。区政府驻地通州，西距北京建国

门17．5公里。全境地处京、津、冀、辽环渤海经济区腹地，北京、天津经济发展带的中间

地带，东隔潮白河与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相望，西与朝阳区毗邻，南

与大兴县、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武清县交界，北与顺义区接壤。东西最宽处36．5公

里，南北最长处48公里，总面积912．34平方公里。辖4个街道办事处，2个地区办事

处，61个居民委员会；8个镇，12个乡，482个村民委员会，525个自然村。常住人口

226593户，601219人，其中，农业人口151411户，425254人，非农业人口75182户，

175965人。汉族人口居多，另有回、满、壮、蒙、朝、苗、锡伯等21个少数民族19901人，

占人口总数的3．34％，其中回族人口达181 61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1．3％，人口密

度为每平方公里653人。

通州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在该地繁衍生

息。据史料记载，秦时(公元前221—207年)，即利用潞河(今北运河)自然河道自山东

运草输粮，以给渔阳、右北平诸郡，巩固边关，所修长安至秦皇岛驰道经潞河，潞河渡口

便成为商贾、行人停栖之所，为建县奠定了基础。西汉初年(公元前206—140年)，始置

路县(今通州区、三河市前身)，以交通要路而得名，时属渔阳郡，治所在今胡各庄乡古

城村。王莽新朝(公元9—23年)时期，改县为亭称通路亭。其后复为路县。东汉建武二

年(26年)，光武帝刘秀，为纪念收降五幡，铜马等部众于潞河之东，改路为潞，县从水

名。其后境域，治所多变，直到北齐方迁县治于今址(通州)。唐武德二年(619年)，在潞

县治所置玄州(元州)，辖潞、无终、渔阳、临洵四县。辽太平中(约1026年)，析潞、泉州

地置都阴县。金天德三年(1151年)，海陵王于潞县治设刺史州，取“漕运通济’’之意，命

名为通州，为通卅1名称之始，辖潞、三河二县。明洪武元年(1368年)裁潞县为通州地，

潞县之名消失。洪武十三年(1380年)，通州辖三河、武清、宝抵、郡县四县。清顺治十六

年(1659年)裁济县入通州，初步确定了今区境辖地。雍正六年(1728年)，通州不再领

县。民国3年(1914年)改州为县，始称通县，属京兆地方管辖。民国17年(1928年)通

县改属河北省。1948年12月通县全境解放。1949年8月，河北省于此设通县专区，辖

通县、大兴、良乡、房山、宛平、昌平、顺义、平谷、密云、怀柔、蓟县、三河、香河、宝抵十四

县。1958年3月，通县与通州市合并划归北京市，改名通州区。1960年2月复称通县。

1997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通县，复设通州区，同年10月，通州区正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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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垦兰兰兰堡 、 ：

通州地处永定河、潮白河洪冲积平原地带，是北京小平原冲积扇和华北平原的一

部分。地势平坦，自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平均海拔高程20米，海拔最高之域为徐辛庄

镇，最高点是葛渠，高程为27．6米；海拔最低之域为柴厂屯乡及其附近地区，最低点在

半截河，高程仅有8．2米。北部保存有较完整的阶地、陡坎及冲沟；北运河与潮白河间

形成沿河的条形洼地；西部与南部为永定河作用地区，呈现出由东南至西北向上的波

状起伏之势。土壤多为黄潮土、两合土、沙壤土构成，西部地区分布着水稻黑粘土和砂

礓底黑粘土，南部地区多为盐潮土，土质肥沃，适合各种农作物生长。

通州区气候，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季风气候区，为半湿润、半干燥气候。受冬、夏季风

影响，气候特点是春旱多风，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寒干燥，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多年

平均气温11．2 C。最热月份为7月，平均温度26 C；最冷月份为1月，平均温度为零下

5．2 C。全年无霜期185～192天，初霜一般在10月16日以后，终霜在4月19日以前。

日照实际时数多年平均为2700小时。多年平均降水量600．6毫米，一般年平均降水量

为617．4毫米，多集中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85％，易

于形成洪涝灾害。 ·7

通州区境内多河富水，有“九河下梢”之称。全境分布着大小河流13条。其中西北

东南走向的河流有北运河、潮白河、温榆河、小中河、中坝河、玉带河和港沟河，多为自

然形成的河道；东西走向的河流有通惠河、运潮减河、萧太后河、凤港减河、凉水河和凤

河，多为人工开挖的河道，均属海河水系，境内河道总长247．8公里，构成了地表水资

源网。通惠河、凉水河则为北京市主要排水河道。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广泛分布着第

四系地下水，单井出水量一般在1000,--一3000立方米／日，可开采资源量达2．2亿立方

米／年，同时大部分地区覆盖有基岩水，由于受地质构造影响，埋藏深度不一，自北向南

由浅变深，一般埋深在200米以下，单井出水量为1000-'--4000立方米／日。目前勘测资

料表明，我区部分地区如通州城区、柴厂屯地区等，埋藏着地热资源，有待于进一步开

发。在历史上曾围绕漕运对河道局部进行疏挖治理，但从未进行过综合整治，每遇汛

期，河水泛滥成灾。1949年后，为消除水患，先后对北运河、潮白河、温榆河、凉水河等

进行多次综合治理，修复新培堤防221公里，利用河道阶梯兴建13座闸坝，7座橡胶

坝，一次性蓄水2300立方米；同时开挖运潮减河、风港减河，以分流洪水，减少主干河

道的洪水压力。修建桥涵等各种水利设施6000余座，累计完成土石方1．98亿立方米。

河堤植树131万余株，总投资2亿余元。1989年被评为全国水利先进县。1997,--．1998

年，以县改区为契机，又以改善沿河两岸生态环境为重点，先后对通惠河下游、北运河

上游进行综合治理，同时再次疏挖小中河和玉带河，使全区境内主要河道按50年一

遇，支流河道按20年一遇的行洪标准完成治理任务，以达根治水患，开展地表水综合

利用的效果。

1998年，全区经济处于重要调整时期，抓改革、抓发展、抓实效，已成为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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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

的中心环节，经济发展稳中有升，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44．53亿元，第一、二、三产业

所占比重分别为21．49％、31．27％、47．24％。外贸出口供货额5．06亿元。

农业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三

个阶段，以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以增加投入为重点，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

强。1998年，财政投入支农资金6001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粮食生产使用耕

地面积基本稳定在60万亩左右，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和水稻。现有集体经营农场

223个，面积20．5万亩，专业承包到劳面积37．5万亩，余为家庭联产承包。其中建有

粮食高产示范区10万亩，开发中低产田10万亩，种植常规种子田20万亩，依靠种子

精选包衣、测土配方施肥、光合生物菌肥等科技成果，增加农业效益。全年粮食总产5

亿多公斤，平均亩产843．1公斤。
’

副食品生产，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生产结构，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成效显著。

蔬菜生产大力开展“万亩万元”和“一户一亩一棚”工程，推广“四位一体”永久性日光温

室、无土栽培和蔬菜保鲜等科技成果，以中以示范农场、通州新世纪园艺农场等为龙

块，引进以色列、美国、韩国、荷兰、泰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157个蔬菜品种，进行大
路菜、反季节蔬菜和特种蔬菜生产。全区蔬菜种植面积22．89万亩，其中，保护地面积

2．8万亩，“四位一体”永久性日光温室2．59万亩。现有4个专业乡镇和一批专项品种

基地，10处千亩规模菜田，5个试验示范基地和3个科技示范园区，对蔬菜生产起到了

带动作用。全年蔬菜总产达75307．3万公斤。特菜产品主要供应首都机场和朝阳、崇文

配菜中心，部分蔬菜经真空保鲜处理成冷干菜出口，逐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

区域化、规模化种植。果树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年果品产量3096．3万公斤。1996年

北京市葡萄示范园区在张家湾建成。1998年全区有葡萄、桃温室大棚350栋，种植反

季节果品面积350亩，其中葡萄330亩、8万株，桃20亩、1．2万株。张家湾盆栽反季节

葡萄已由北京调运云南，参加99国际园艺节博览会北京馆展览。花卉栽培面积490

亩，年产鲜切花332．7万支、盆花8．4万盆、宿根花3．1万株。养殖业发展迅速，现有规

模猪场97个，年出栏商品猪39．47万头；14个规模鸡场，出售商品蛋1411．6万公斤，

肉鸡358．4万只；肉牛养殖场6个，出售肉牛8775头；奶牛场15个，鲜奶产量3410．8

万公斤。全区各类养殖专业户16330户，其中畜牧特种养殖专业户2480户，渔业特种

养殖481户。养鱼水面2．4l万亩，成鱼捕捞量1150万公斤，其中观赏鱼养殖水面4013

亩，占养鱼总水面的16．7％，主养金鱼、草金鱼、锦鲤鱼等，以供出口和国内销售，总产

量8000万尾左右，出口2300万尾。稻田养蟹350亩，总产1万公斤。新开发养殖乌鸡、

鹦鹉、七彩山鸡、鸵鸟、梅花鹿、肉鸽、鹧鸪、狐狸、肉犬等特种养殖初具规模，7家乌鸡

养殖户，年出售乌鸡200万只左右，占北京市场供应量的80％。全年植树64 1 5亩，

123．64万株，林木覆盖率达20．1％。

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199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0．7万千瓦，年末拥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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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聚落地名

大中型拖拉机2277台，小型拖拉机2841台，农用载重汽车874辆，联合收割机887

台，其中自走式联合收割机693台。机播面积103．81万亩，机收面积86．65万亩，农业

生产全过程基本上实现机械化。连续14年获北京市农机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农田水利建设执行“以排为主，排灌结合、成网配套、旱涝保收”的方针。为合理开

发利用水资源，开挖主干支沟200余条，累计修衬砌渠道569．4公里，铺地下管道

1314．5公里，建扬水站853处，打机井9091眼，可配套使用机井8893眼，喷灌设备

1351套，有效灌溉面积83．27万亩，旱涝保收面积68．51万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自1995年以来，连续4年被评为市农田水利建设第一名。

1998年，工业生产以重组转制、结构调整为契机，充分发挥支柱产业和名牌效益

的作用，成为全区经济工作的重点。现有工业企业2469家，职工总数77567人。其中，

区属企业55家，乡镇属企业196家，村属企业1355家，个体企业863家。初步形成了

以机电、建材、轻纺、化工、医药、印届4、服装、家具、食品为主体的工业行业体系。工业企

业集团52个，职工2。95万人。重点企业集团有以生产联合收割机为主的牧机集团、生

产福田汽车的福田集团、生产大型变电设备的变压器股分有限公司；以汽车零部件生

产为主体的机电行业；以东亚铝业、依美思彩板门窗为主体的建材行业；以9个医药研

制和生产厂家为主体的新医药行业以及服装、家具、印刷、化工和食品行业等。全年完

成工业总产值(1990年不变价)47．52亿元，其中区办工业产值5．12亿元，乡镇办工业

产值9．88亿元，村办工业产值30．83亿元，私营个体工业产值1．69亿元。分别占工业

总产值的lO．77％、20．79％、64．88％、3．56％。全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40．85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1．6亿元。北汽福田公司、中牧集团总公司、中法合资化工集团公司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在区境内落户。新引进电子、电讯、环保等科技企业项目，填补了工业发展

空白。强力家具等8家企业通过了IS09000质量认证，名牌产品有九州床具、强力家

具、金响食品、宋庄铸造厂生产的铸铁管件等。
’

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本年新发展“三资”企业34家，累计341家。年末已有134

家“三资”企业投产，完成产值8．67亿元，创汇2087．7万美元。外贸出口企业75家，主

要出口日本、美国、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全年出口供货额5．06亿元。

1989和1992年，相继建立占地200公顷的次渠工业区和通州工业开发区现已初

具规模。次渠工业区已完成开发面积86．6公顷，入区企业已达18家。占地面积278公

顷的通州工业开发区，入区企业已达29家，其中，外资人区企业14家，入区较大的企

业有马来西亚金狮集团、马来西亚大中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香港维林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北京泛华玻璃有限公司、日超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等。

商业稳步发展。1998年全区拥有商业、服务业网点11709个，从业人员24921人。

其中，国有635个，集体180个，个体10994个，国合商业仍保持远郊区县领先地位，以

糖业烟酒公司、生产资料批发公司为配送中心的便民连锁店发展到28家；全区拥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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