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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留县人民政府

关于更改部分杜队地名的通知

各公社，大队，厂，场，学校、各部、局。

根据国务院1979年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打，为了使地名命

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经研究决定，

更改以下社、队名称t

东洼公社改名为西洼公社。

驼坊公社改名为高头寺公社。

中村公社改名为宜林公社。该公社的西村大队改名河西大队。

余吾公社的西庄大队改名为前庄大队，贾庄大队改名为东贾庄大队，甘草滩大队改

名为余富村大队。

上村公社的司徒大队改名为东司徒大队。

西贾公社的张村大队改名为张贤村大队，罗庄大队改名为罗家庄大队。

河神庙公社的郭家庄大队改名为刘家庄大队，南沟大队改名为柏盛大队，东坡大队

改名为范家沟大队。

八泉公社的芳草沟大队改名为西沟河大队，上村大队改名为西上村大队。

西村公社的西坡大队改名为老庄沟大队。

上莲公社的茶棚大队改名为北茶棚大队。

各有关单位接文后，即将上述社队名称更改过来，按更名后的名称刻制印章，对外

一律使用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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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留县标准地名录》，是在省、地地名委员会的关怀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的直

接领导下，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

遵照搿《山西省标准化地名录》编写提纲疗，并因地制宜结合我县的地方特点编制而成

的。它是晋东南行署地名委员会1980年9月下旬组织全区16个县在屯留召开地名普查工

作试点会议后，全县进行地名普查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我县一件具有政治意义和历

史意义的好事情。它能进一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县的地理和社会

经济状况，为发掘地理资源，支援“四化"建设提供可靠资料；它能为邮电，航陆交通

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更好地为国防建设和国内外贸易服务，它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和

侨居海外侨胞的爱国、爱乡观念，促进他们同故乡、祖国加强联系往来。

《屯留县标准地名录》的出版，它意味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即将结束。

这本地名录，把可以继续使用的地名确定下来了，把受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思潮

影响而任意乱改的地名更正过来了，把1 s 5万分地形图上标错的地名恢复过来了I把

因其他缘故不宜使用的地名改正过来了，还把互相雷同，很易混淆的地名作了适当的调

整。《屯留县标准地名录》，是经过屯留县委、县政府审定批准的。今后，各行各业所

使用的地名，凡与标准地名不一致的，应以这本标准地名录所录取的地名为准改正过

来。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改变屯留县标准地名，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

地名，需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手续。

在《屯留县标准地名录》中，一共普查汇集了全县总面积1142平方公里，总人口

208604人，20个人民公社，292个生产大队，1529个生产队，1389个自然村庄的居民地

名称、8个主要独立存在的台、站、厂、场名称、64道主要山、呤、沟名称，46处较大

的桥梁、河流、泉池、渠道、水库、2处有名的革命纪念地名称，名胜古迹因已毁灭，

未作查访，共计各类地名3350条。经过规范化的处理，按类编章，以章划节，因节分

在进行地名普查和编印地名录过程中，有关单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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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是晋东南地区第一个地名普查的试点县，由于缺乏经验，人力不足，能力有

限，其中难免缺点或错误，谨望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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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屯留县概况

屯留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北部。东界长治市，南邻长子县，西连沁

源、安泽县，北与襄垣县毗连，西北同沁县接壤。县境处在东经112。287——113。03 7、

北纬36。137——36。307之间。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西部多山，地广人稀，东部平原，

人烟稠密，县城偏东，县西长90华里，县东长30华里，东西全长120华里，南北宽48华

里，呈长方形，平均海拔高达945米，全县总面积1142平方公里，总人口208604人，共辖

2卟人民公社，292个生产大队，1529个生产队，1389个自然村庄，居民多属汉族，也
有少数土、白、回等族。县委、县政府机关驻城内。

屯留有山有川，有河有泉。西半县群山环岭，有海拔1574米高的盘秀山，镶插着红

岭、摩诃岭，还连接有田石山，南屏山。北部有三峻山(俗名老爷山)，为本县大山之

一，有名的上党战役——磨盘脑战斗，我军歼灭阎匪七个师，就在此山上。北部还有石

聚山、良才山、自云山、浮山。南部有嶷山、凤凰山。屯留的河流以绛河水最大，发源

于盘秀山北怀的八泉、七泉，寨上三村山泉，由西向东，横贯全县，河槽长120余华里，

河床均宽50米左右，左会高丽水、三峻水等，经县城北脚，流入漳泽水库，此河平时流

量每秒为50立米。全县共有常年河5条，季节河百余条，山泉、水池近百个。全县有屯

绛矗八一万水库、西洼“七一"水库、石泉水库、贾庄水库等24座，高灌站199处，机井

517眼，排灌渠道4000余条，形成纵横交错排灌网，共有水浇地面积13．5万亩。全县机

械化、电气化程度较高，东半县更好一些，现在共有农机总动力49562马力，其中各种

类型拖拉机534台。全县共有汽车131部，其中社队汽车40余部。目前全县绝大部分生产

队通了电，排灌、动力、米面加工，山川照明都实现了电气化。

屯留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少雪，春季温和多风，夏季炎热雨

多，秋季天高气爽，年均气温9．2。c，最低气温0．20c，最高气温达300c，山区年均气温

8 oc左右，平川110c以上。全县无霜期170天上下，山区150天左右，平川180天样子。全

县年均降水量600毫米左右，山区500至700毫米，平川450至550毫米，主要集中于6至9

月份，7至8月最大。自然灾害以干旱为主，其次是霜，冻，风、雹、洪、虫等o

“一唱雄鸡天下白黟。解放后，党和政府迅速医治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创伤，恢复

了元气，发展了生产，尤其是公社化以来，农、林、牧、副，渔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工

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屯留素有“米粮川"之称。全县耕地面积572648亩，以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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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主，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谷子，小麦，高梁，豆类等。解放初，粮食产量亩产只

是百把斤，合作化时期200来斤，公社化以来达到300多斤，1980年提高到420斤，总产

2．1481亿斤。经济作物有少量的麻皮、花生，葵花、西瓜、芦苇等，产量都有提高。全县

共饲养生猪80000头，户均1头多，年均出栏肥猪25341头}有牲畜23670头，近年来还建

立了牧畜基地，兴办起畜牧场、肉牛场、牛奶场、鸡鸭场，鹿场、兔场等，填补了畜牧业

发展的空白，全县“四旁移植树2050万株，人均102株，荒山造林15．4万亩。不仅木材树

发展很快，而且经济树也大有发展，仅八泉公社近年栽培梨树、红果树、苹果树、核桃

树等20余万株，其中红果树、梨树较多，仅梨树一种，年均产量40多万斤，为全县主要

产梨区之一。尤其是该公社的西沟河大队(原芳草沟大队)黄梨多又好，个大水饱，肉

细核小，似蜜甜香，美味可口，驰名全县和外地。苹果主要分布在西贾，姬村等地，品

种好，质量高，肉厚汁多，个大皮光，色鲜味美，远销省内外。

屯留东靠长钢、潞矿，隔漳泽水库与长治市相望，东川有煤源，西山有油矿，可供开

采，为发展工副业生产创造下优越条件。解放后，县，社，队的工业、手工业蓬勃发展。

目前，县属工业、手工业有化肥，化工，农机、电机、机械、水泥、造纸、印刷、皮

革，食品，五金、木器、砖瓦、缝纫，制药等厂。社队企业星罗棋布，行业齐全，一般

年均产值800万元以上。

屯留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东临太郑(太原至郑州)铁路，境内有长治至太原、临

汾，屯留，襄垣，沁源、沁县，长子等地干线公路，县城通往长治、八泉、西流寨，宜

林，东坡等地一级公路4条，县到社队二级公路和简易公路500多条，社社通汽车，队

队通拖拉机，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屯留的通讯邮电也比较发达，各公社有电话室，各

大队有电话机，并在张店、河神庙，余吾、路村、东李高等地设有邮电所，通讯便利，

邮政方便，形成了现代交通通讯网，促进了各项生产。

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也相应大有发展。目前有县办高中3

所，社办中学77所，队办五年制学校429所，在校学生87700人，教职员2486人。有县办

医院1所，还有防疫、妇幼等卫生单位，各公社办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现在县社

共有641名医疗卫生人员，赤脚医生203人，实现了县有医院，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

站，就医便利，省时省钱，小病不出队，一般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初步形成了保健

系统和防保措施，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促进了各项生产。全县二十个公社，社社有供

销社、信用社，各大队有分销社，偏僻山庄有代销店，县城和集镇及公社驻地，商业单

位齐全，供销方便，尤其是各地的物资交流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非常活跃，市场

繁荣。屯留的文化事业发展也是较快的。建国初期，全县只有1所较大的露天剧场，现

在有影剧院4所，大部分公社和大队都新建有影剧场，县有广播站、文化馆、电影站、梆

子剧团、落子剧团、盲宣队、图书室、展览室，各公社和部分大队有电影队、电视机、

广播室，阅览室、业余文艺宣传队，人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屯留历史悠久，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绚丽文物触目皆是，虽遭破坏，但仍吸引游人

络绎而来。闻名全县的有八大景：三峻烟雨、八泉飞瀑、嶷山卧龙、绛水春涨、龙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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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壁晴岚、宝峰碑影，玉溪晚翠。据最近调查，古遗址有三唆庙，在县西北45华里

(即三崾山，因此山庙宇多，后人称老爷山)，此庙早建于宋代，元二十年重修。现数

庙均毁，只有一塔完好，七星台在县北3华里，绛河之滨，高7丈，宽8里，周10里，

自龙庙在县东25华里，建于宋代，元至正十一年重修，龙泽庙在县北2华里，建于宋

代，十八年知县郑谦重修，玉皇庙在县西南90华里盘秀山上，建于宋代，现庙存像毁，

十八莲花岗，西起莲村，东至王公庄，成为县城的自然屏帐，县北刘村的盘龙松、县南

康庄的金龙池，县西七泉的山泉池等都是屯留的名胜古迹。另外，县城东关的革命烈士

陵园，安葬着抗日时期英勇献身的省内外负责同志，具有光荣革命历史，1958年间，在

河神庙公社的店上村西军民合建屯绛“八一黟水库，并在石坝的东南角——端午山上又

建纪念塔一座，塔高10米，五层起顶，圆形八角，结构精巧，造形壮观，为游览胜地。

屯留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同心同德，鼓足干劲，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阔

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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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屯留县沿革

屯留是我们伟大祖国一锤之地，山西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

命传统。

屯留县最早的记载，起于周朝。那时，屯留的东部谓之留吁，西部是徐吾氏地。春

秋时，留吁并入晋国，称为纯留。战国时又改叫屯留，徐吾改称为余吾。到了汉朝，分

置屯留、余吾二县，全属上党郡。至后汉初年，余吾又改称侯国，但不久废去，并入屯

留，合为一县。

五胡乱华之后，先归后赵所有，跟前燕、后秦(符坚)、西燕、后燕等四国，都先

后占有本县。北魏时，屯留和寄氏两县相合。隋朝后，寄氏废，归安泽。

唐朝以前，县城在现今的古城付。唐武德五年(622)，因古城土质劣，粗而轻，

不宜筑城墙和其它建筑物，便将县城迁移到霍壁村(现今的县城)。宋、元、明、清皆

从今治，均属潞安府。

1938年日寇侵入屯留后，根据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划归太岳行署，直属岳北专区

管辖。那时，本县也划为屯留、漳西两县，后和襄南县合为襄漳县。1945年县城解放

后，原襄漳废去，仍按原治分为屯留，襄垣两县。在解放战争中，屯留属太岳第一专

区。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改属长治专区。

1958年5月1日，屯留与长子合并，改称屯长县，县委、县人委机关驻原屯留城

内。同年10月1日，屯长县并为长治市，屯留改称联社。1959年9月1日，与长治市分

设，复称屯长县。1960年5月1日，又同长子分设，恢复原建制——屯留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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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屯留县标准地名录

第一节行政区划与居民点

城关人民公社概况

城关公社位于屯留县东部，处在北纬36。197东经112。53 7之间，东与路村公社为

邻，西同河神庙公社交界，南连东李高、西贾公社，北和西洼公社毗连。全社总面积

60．35平方公里，总人口20108人，共辖28个生产大队，102个生产队，37个自然村，居

民多是汉族。公社机关驻县城内，故名城关公社。

解放初期，城关公社属东李高一区管辖，后又划为城关乡。1958年成立城关人民公

社。

城关公社地平水浅，气候温和，年均气温11度，年均降水量600毫米。全社总耕地

46487亩，其中粮田417，30亩，主要作物有玉米、谷子、小麦等，粮食产量过去亩产一百

来斤，公社化后，兴建小水库6座，高灌10处，井灌10处，加之屯绛水库灌区，水浇地

达到25900亩，促进了粮食增产，现在亩产达到530斤，全社有林地550亩，人均100株树，

全社养猪10000头，牲畜1700头，比解放前提高12倍。

城关公社工业、手工业发展较快。目前社办有水泥、农机、食品等厂，职工220人，

年产值65万元。队办有造纸厂、炼焦厂、炼油厂、农机修配厂、粮食加工厂等，参加人

数500人，年均总产值500万元。社办还有农机站，种籽站、牧畜站，队队有拖拉机，共

80余台，运输基本机械化，耕种半机械化。有40％的大队建立起科研机构，宋庄大队科

研队成为全省先进单位。

文教卫生、交通运输等事业也大有发展。目前社办中学4所，队办小学28所，共在

校学生4500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3％，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站，构成了医疗防

治网，全社有一、二级公路6条，简易公路57条，队队通车，村村通电，喇叭化，部分

队有电视机、放映机、文艺宣传队，人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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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生产大队和自然村

西街大队。

该大队地处平川，现有耕地1300亩，

一村。该大队驻地西街，故名西街大队。

东街大队：

该大队地处平川，现有耕地1900亩，

该大队驻地东街，故名东街大队。

南街大队：

该大队地处平川，现有耕地1010亩，

一村。该大队驻地南街，故名南街大队。

屯留城关：

1380人，以农为主，与南街、东街两大队共处

1740人，以农为主，与南街、西街共处一村。

790人，以农为主，与东街、西街两大队共处

该村位于屯留县城内，故名屯留城关。该村由西街、东街、南街三个大队组成，有

耕地4210亩，人口3910名，处于平川。

柳行大队t

该大队有耕地1710亩，人口603名，地处平川，辖两个自然村，以农为主。柳行大队

驻地柳行，故名柳行大队。

柳行：据传有姓柳的一户立村，为该子孙千秋顺行，取名柳行(xing)，后柳氏人

稀，它将姓行(xing)改为行(hang)以示兴旺，即柳行。该村处于平川，有耕地

1000亩，人口417名。

秦庄t该庄姓秦在此建庄，故名秦庄。该村有耕地710亩，人口180名，处于平川。

该自然村属柳行大队。位于柳行西。

尧泽头大队：

该大队地处平川，为独村大队，在县城西。有耕地1737亩，人口650名，以农为主。

该大队驻尧泽头，故名尧泽头大队。

尧泽头。该村名无据可查。

刘家坪大队：

该大队地处平川，在县城西，有耕地looo亩，人口417名，以农为主。该大队为独村

大队。该大队驻地刘家坪，故名刘家坪大队。

刘家坪：原姓刘在此居住，因地势平坦，故名刘家坪。该村地处平川，有耕地1000亩

人口417名。该村属刘家坪大队。

鸦儿堰大队：

该大队有耕地2040亩，人口740名，鸦儿堰与武家庄、良楼三个自然村为一个大

队，地处平川，在县城西，因该大队驻地在鸦儿堰，故名鸦儿堰大队。

鸦儿堰：该村原属小常村的一块南岸地，树木丛生，乌鸦成群，后有孟、史两姓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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