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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说明

《河西区地名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及《天

津市地名普查试行办法》‘，在1982年以来进行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

区政府181次常务会议批准出版的标准化地名目录。通过全面，准确地

记载河西区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以加强对地名的统一管理，更好地为

人民生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地名工作，是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本录具有法

定性质，是工厂企业，文教卫生、‘财贸交通，’公安政法等各行业，各

部门必备的标准地名工具书。因之，凡以河西区地名命名的单位，商

店、学校、车站等名称，都应与本录标准名称相统一。凡应由河西区

经手命名、更名、调整或注销的地名，均需报区地名办公室审核，经
，_

●

，

上级机关批准，方能生效。 ‘一．． ：·。，
一’，

’’

，

．编辑出版《河西区地名录》，。在我区历史上是首次。在体例上主

要有“行政区划和居民地静，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一、 “名胜古

迹和人工建筑物一、 “河流’’、。“历史地名力-等五部分。总计收录地

名1，787条，其中：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248条；。居民地(包

括居民区、点和胡同，里巷)1，050条：街道133条；专业部门使用名

称265条；“纪念地，游览地和建筑物66条；7河流6务；历史地名19条。以

115篇《概况》文字和各种名称录、一览表的形式记述，约30万字，

并附有河西区、各街道办事处地名图与45幅照片。资料充实，图文并茂。

· 本录除行文中己标明时间者外，均为1981年底的情况和数字；人

口数字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1982年以后，行政区划(包括居民

{t，}．H善瑾薯．《，

；l。．秀芦∥鼍萼j§≥≥§l{#镕§《，§鼍鸯



委员会)和许多单位发展变化较大，并出现一些新建单位和新的市政

建设，一般没有订正或收录。故缺体院北、友谊路等街道办事处和西

郊区新划入地区及中环线、立交桥等j居民地和街道收录到1984年。，

本录地名图系示意图，无实测比例，不作划界依据。

参加编辑《河西区地’名录》的人员有： ．

；： 刘峰岩、刘宪昌、李安森 ，．， ．I．。_

．- 甄 吉、王庆欣，曹开正 · ．’ +．，
l二．

‘

I
， j

李庆年、李炳智，孙福华 。

主编 甄 吉
’

：

．审核 刘峰岩，陈灿文，

摄影(除署名外)王羽来、雷平 二*

·

制图 王恩成 ．一

校对 杨逢春，赵玲’ ⋯

扉页象征图 袁家菽 ．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卞僧慧同志和作

家柳溪同志亲予指导勘正，并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还得到天津师

范大学中文系、新闻班80级部分同学，天津文史研究馆、市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历史博物馆、河西区档案馆，文化馆、天津市静一

胶印厂以及各街道办事处和热心此项工作同志的帮助和支持，特此一

并表示谢忱．．
‘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肯定会有讹误阙漏之处，尚望指正。
，

：，

，

‘

编 者
?

一九八五年八月
。』 ，

， 一

lf

，



下，《河西区地名录》问世了，这是值得祝贺和称赞的一件

好事。不仅因为编撰这部地名录，在我区历史上是第二次j

．是开先例之举，只有清除。文化大革命’’流毒，历史得到

披乱反正，。才能得以实现。而且是因为在编撰时‘，坚持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目的，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需要出

7发，详今略古，古为今用，不拘泥于一般历史修志‘，、因而既

有现实意义，又为后人积累和保存了丰富的宝贵资料。 ．

地名，是历史的一种现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从事生

产活动中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在祖国悠久的历史中，各朝

代都有地名的著述。与地名相关的地名工作j，是关系到人们

居住、通讯、交往等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内政，军事，经济建

设乃至外交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是我{：『1政权建设和政府、行

政管理的_个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祖国优良传统，使

地名在社会主义时期更能充分发挥作用．：是我们应有的职责

；并要努力去做好的工作。．不言而喻，出版，《河西区地名录》

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此，它本身就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办法》、
{’

和市政府有关文件，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
“0

’

j ～
’ 。

神，河西区地名办公室依靠群众j、依靠基层，深入扎实地开

展了地名普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文、图、表、。卡四项成

．果和《河西区地名录》一书，从而使全区地名现状：来历、

含义以取历史沿革有了准确、，翔实的记载：!并使之标准化。 i

规范化。由于这是一项政治性’『_政策性和科学7性很强的工√

作∥，在编写地名录过程中力求精心考证，f+存真求实’，使内容．，‘

准确、。。生动、’丰富。’因此，‘它具有实用性、知识性的特点。，，
‘

是我区一部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书。j但因缺乏经验：、难免有缺 ·‘

点和不足之处，．要不断总结和完善。’，’i j’，|．：‘：卜”、I：． ，。；。’

t。．’当前扎我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在贯彻落实：河西区以
“‘

它的地理优势和特点承担着重要任务，将以我市政治、外 ?

事、文化和轻纺，、机械加工工业为中心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全 ’!

市人民面前。随着本区经济建设的起o j一新的地名会不断地 《

大批涌现：‘在命名中如何使它富于时代感、’i：美好感，清新贴

切。生动易记，这对地名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

信， 《河西区地名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区地名工作的新起

点，。使这一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建设事业的工作不断前进’6’

o‘、?最后，；借出版之际，对参加编辑和在编辑出版中给予指

导帮助和关怀支持的同志和单位j表示衷心感谢!’∥‘’”；t-
，：，卜。 ，，

。；一．· ．，-。 ，r?，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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