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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地名志
ZHANG WU XlAN Dl MlNGZHl

(内部资料)

辽宁省彰武县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五午十二月



。 二

《彰武县地名志》编纂成功，是金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

彰武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尽管没有名山大川、长河巨流，

没有四季如春的诗情画意，可它却别有一派引入倾倒的塞外风光。境

内高山台等大小四百多座山头，永远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柳河、‘

绕阳河、养息牧河及秀水河子等四个水系，就象母亲的乳腺，哺育了

勤劳，勇敢、善良、淳朴、智慧的彰武人民。彰武县的地名，很多是

以山川等自然地理环境命名的，如鸡冠山，兴隆山，黄花山、二道河

子、三道沟，泡子沿等，这是彰武地名特点之一。彰武是个多民族杂

居的县份，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统计，境内共有汉、蒙古，满、．

回、锡伯，朝鲜等八种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四点三。在漫长的岁月里，各民族在这里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彰

武历史和文化，这一点，必然要反映在地名上。比如，历史地名“苏

鲁克"，即为蒙古语，原意为畜群，彰武县的前身就是“苏鲁克”牧

场：又如，因固沙造林成果显著而名扬中外的章古台，也是蒙语，可

译为“有苍耳的地方"。这是彰武地名的特点之二。纵观彰武的历史

沿革及地名演变，虽然古地名大都湮没而不可考，但现存的今地名或多

或少地保存历史的遗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县开发的历史。比如，现

在村屯名称多有“窝堡"一词，有张家窝堡，李家窝堡、王家窝堡(现

正趋于简化，如“张家"等)。它反映了清代以来，特别是光绪二

十三年清政府决定将养息牧场开禁招垦以后，各地垦民，闻风踵至，

就地造屋(搭窝棚)，因姓为村的情景。这是彰武地名的特点之三。

总之，一个地方的命名，尽管情况不同，总是和当地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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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历史，地理及人民的生活息患相关的。

编纂一部地名志，是有益于本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

建设的好事。一部好的地名志，不仅是一部实际应用的工具书，也

一部激励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生动教材。编纂好一部地名志，

仅政治意义很大，而且是一项科研成果。编纂地名志，是科学性极强

工作，从事编纂工作的同志，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三十万

不寻常。在一部崭新的地名志问世的时候，人们怎能不对编纂者产

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之情呢?因为是初次编纂，疏漏之处在所

免。我们要利用好这部地名志，修改好这部地名志，使之日臻完善，

之在开发彰武，振兴彰武的两大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维阁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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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地名志》是按照省地名委员会下发的《辽宁省市其区‘<地

名志>编纂大纲》，’根据1982年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0它记载

了本县各类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以介绍本县地名为主的资料工

具书o i⋯ _．++| 一

《彰武县地名志》本照“详今略古矽和“重在叙名，略在述地"

的编写原则，对篇的设置上，《总编》中除增置“地名综述"并收进

设治以来各时期的地图或行政区划图11幅，在《乡镇及居民点地名

编》中附了乡镇地名图和镇街图26幅；对“自然地名，，及“人工建筑

； 地名"只选择了较大型的， 《纪念地和名胜古迹地名编》中只收入了

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选择的收入了部分具有地名意

7， 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亦单独设编。共计为九编，收入各类地名1．805

条。 ．，

． 为方便查阅和正确使用本志资料，兹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1． 本志中地名图的行政区划线，均未经实测，不能做为划界的．

依据； · ．

2． 本志所用数据：人口为1982年人口普查数字。大冷，东六家子，

西六家子，苇子沟四个乡的蒙古族、满族人口为1985年实际调查数。

乡，镇的土地面积为1984年统计数，村民委员会及自然村的土地面积，

因只作区分其规模之用，故未重新调查，一律依地名普查数字。书中

标示的里程距离一律以直线计算o

3． 本志所录地名的汉语拼音，系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测绘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J’1_Y



4． 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属标准名称。今后，使用彰武县有关

地名，应以本地名志为准，j不得随意更改。‘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受到省，市地名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和帮助，在此

表示谢意。

由于编写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彰武县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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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武 县 概 况

彰武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北纬42。077——42。517，东经121。537——122。587，是辽宁

省的边远县份。北邻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东接康平，法库两县，东南

以清代柳条边遗迹与新民县分界，西隔绕阳河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为邻。总面积3，635平方

公里。属阜新市。辖七镇，17乡(其中四个少数民族乡、镇)，一个办事处，248个村民委

员会，1，185个自然村。1984年总人口381，043入；其中汉族325，422人，蒙古族30，518人，

满族23，552人，还有回、朝鲜，锡伯、壮、苗等少数民族。县人民政府驻彰武镇，距省会沈

阳98公里。

彰武县前身为清王朝官办养息收场。清光绪二十八年以牧场地置县，设治横道子地方

(今彰武镇)。以地处彰武台边门外，故名。．．

彰武地形状如枫叶。地势北高南低，海拔313．1——57．6米之间。地处大兴安岭——太行山

隆起带和松辽沉降带交接部位。东西多丘陵，北部为科尔沁沙地延伸地，中部与南部属松辽

平原坡水地。大体是“三丘三沙四平洼黟。土壤多草甸土、风沙土、褐土，还有棕壤土，盐

土，碱土，水稻土，泥炭土等。

彰武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7．2℃，一月均温一12．4℃，七月均温24．2℃。年降

水量500毫米左右。．无霜期150天左右。年光照2，822小时，年积温3，800℃。春季多风沙，干

旱。夏季雨量集中。夏秋有冰雹、霜冻等灾害性小区气候。

彰武境内河网密布，有绕阳河，柳河、养息牧河、秀水河四个水系。绕阳河自成水系，

流经新民，盘山入渤海。在阜彰两县河段，除右受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众支流外，并左受本县

众支流，其中以苇塘河为最大。柳河是辽河右翼的一条主支，于库伦旗境汇三上源经闹德海

水库入本县，由西北向东南在县西半部斜穿，流经10个乡镇，县境长117公里，并受众小支流，

而后入新民县于巨流河河段入辽河。养息枚河亦辽河右翼支流，均源出本县，有头、二，三

道河及地河四主支，在县境寒半部呈扇形散布，然后相继汇合，经彰武台边门入新民县再入

辽河。县境东南部双徐河属秀水河支流，流经法库汇入。综上各水系主干与支流，流域在20

平方公里以上者，计23条，但除主支外，多为时令河。

县境无山系，丘陵地及平地，间有低山隆起。1：5万地形图计有标高者计40余座，最高

者八棵树山，海拔313．1米。

县境矿产资源主要有硅砂、珍珠岩、沸石，储量均较丰富。其中硅砂储量最丰，达1．5亿

吨以上，分布在章古台镇，冯家镇和阿尔乡一带，以章古台品位为最佳。珍珠岩储量在三千

万吨以上，分布在后新秋镇和苇子沟蒙古族乡一带。沸石主要分布在大四家子乡。

彰武，是一个农业县份。历来这里就是一个宜农宜牧，农牧并举的地方。党的十一届兰

中全会以来，由于认真贯彻了嘲整，改革、整顿，提高一的方针，以及推行一系列改革措
施，全县国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

全县现有耕地面积147．6万余亩。在调整作物布局的基础上，随着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粮谷作物种植面积虽有所减少，产量却稳步上升。1984年粮豆总产达2．88亿斤。油料作物以
，

一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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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芝麻为大宗，总产4，531万斤。粮食总产量是1949年的1．6倍。

经济作物，以甜菜、西瓜、黑瓜子为本县三大特产。甜菜播种面积1984年达30，459亩，

年产4万多吨。主要分布在冯家镇和双庙，兴隆山、兴隆堡等乡。甜菜种植，不但改变了这

些地区多盐碱地的作物结构，而且使彰武县糖厂有了充足的原料，工农业相互促进，为振兴

彰武经济开创了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本县西六家子乡的西瓜，是遐迩闻名的彰武土特产

品，有多年栽培历史，向以“口头好矽远销沈阳、通辽等地。满堂红，四堡子乡盛产之黑瓜

子，是历届旷交会’’国际市场的热门货，1984年荣获外贸部优质荣誉证书。
1984年全县林地面积达175．63万亩，有樟子松，油松、杨、柳、榆、槐等树种。森林覆

盖率巳由建国初2．9％提高到32．5％，是‘‘三北矽防护林建设重点县之一。1984年获辽宁省

“全民义务植树先进县"称号。章古台固沙造林保护区的形成，有效地制止了科尔沁沙地继

续南侵，并使本县北部章古台镇一带，由昔日莽莽沙荒，到绿树成荫，恢复了生态平衡。特别

是在不毛之地种植樟子松等乔灌木固沙造林，取得重大成果，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及国际

问的重视。

彰武是辽宁省改良黄牛培育基地之一。近十年来已改良黄牛五万头。1984年改良黄牛占

黄牛总数58％。近年又成为辽宁省肉牛出口基地。

彰武水库泡泽较多，有养殖水面3．2万余亩，1984年淡水养鱼产量达275吨。其中以大清

沟水库鲢、草鱼为大宗。近年县鱼种场人工孵化青、草、鲢，镛四大鱼苗成功，为发展淡水

渔业开辟了广阔前景。

彰武县工业基础较为薄弱，解放前，仅有烧锅、油坊、木铺等手工业作坊。经过三十多

年的努力，逐步发展起一批服务于农业和人民生活的工业门类。地方工业已有制糖、淀粉、

榨油．酿酒、食品、玻璃，水泥，棉织、农机、印刷、粮谷加工等。乡村工业近年发展迅

速。硅砂、珍珠岩、沸石、石灰石、毛石等建材工业的发展，成为乡村经济的一个支柱。硅

砂，珍珠岩，沸石已誉为“彰武致富三宝黟。编织、采石、制砖、粮米加工，农机修造则是

乡村工业的另一支柱。1984年，全县计有工业企业154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32个，集体

所有制企业18个，乡村工业企业104个。玉米淀粉、食用小苏打，米醋、农用拖拉机等工业

产品已列入市优质产品。柳编制品列为省优质产品。

彰武交通便利。有大郑铁路纵贯南北，境内长达66．5公里，是本县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彰武站是三级作业站。沿线还设有彰武南、五峰、新兴隆，冯家、清泉、章古台、阿尔乡等

站。有齐齐哈尔至北京、齐齐哈尔至南京问快车及大虎山至郑家屯、锦州至郑家屯、锦州至

彰武等旅客列车通过。公路交通有京沈、丹霍两条国线纵横县境，交汇于彰武镇。还有彰沈

(彰武——沈阳)彰阜(彰武——阜新)，彰库(彰武——库伦)、彰开(彰武——开原)，

彰康(彰武——康平)，彰新(彰武——新民)等市县长途客运，日通班车。县级公路20余

条，使县城与乡镇及沿途主要村屯每日都有班车往返，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

公路货运，计有各类机动车辆2，200余辆，其中个体户卡车及拖拉机已发展到1，259台(其中

中小型拖拉机1，234台)。 ．

1984年全县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已有3，100多个，其中个体营业点1，758个。乡镇集

市贸易发展迅速。大型农贸市场有彰武、哈尔套、后新秋，冯家等处。对哈尔套镇，．胡耀

邦同志子1984年8月29日曾作“应该把这个镇建设好伊的重要批示。市场贸易面积已由原来

16，Ooo平方米扩大到92，800平方米。是阜新地区最大的农贸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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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事业，1984年全县已有小学259所，在校学生达51，865人，初级中学31所，高

级中学三所，职业高中～所，农业高中四所，共计中学生17，909人。乡镇及农村托幼事业也

在积极兴办，计有托幼园(所)203个，入托儿童7，127人。文化设施，县城有文化馆、图书

馆，评剧院，电影院、职工俱乐部，广播站和电视转播台。各乡镇均有文化站，广播放大

站，电影放映队。全县现有医院28所，其中县级医院4所。病床1，300张。设在啥尔套镇的

县人民第二医院，1964年曾受到卫生部表彰。朱德、董必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为该院

题词。此外，还有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验所，结核防治所等医疗防治机构。

目前全县已有中专毕业以上各种专业人材3，900余人，授予职称者700余人。干部队伍结

构正在朝着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方面发展。一大批为四化建设的实千家，开拓者，正在

茁壮成长。

彰武县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清末，哈尔套等地就曾爆发过农民抗租抗税斗

铁路机务段开展地下活动，翌年建立党

秒事变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斗

店(今五峰)车站拆毁铁路，痛歼日本

，炸毁绕阳河铁路大桥。1937年3月，

激战，捣毁伪政权东科前旗旗公署和

日战争胜利以后，同年lo月初，中共辽

，在解放彰武战斗中，我军与国民党军

民手中。刘异云同志为中共彰武县委书

专处。其中1984年由辽宁省博物馆发

}}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被列

}东北大四家子乡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

≥阿古庙村并有千佛山名胜，环山摩崖

)所刻。

§牺牲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烈士墓簇

匀斗志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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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武县建置沿革

早在史前时代，彰武地区便有我中华民族先民的足迹，创造了灿烂的民族l文化。 “平安

堡黟，“侯贝营子"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古文化遗址所发掘的大量遗存，便是明证。

春秋时期，今彰武属古幽州之域。战国时期地属燕国，处燕长城之外。基于此一特定历

史环境，自先秦，两汉迄至隋唐、五代，彰武地境虽有中央王朝或地方割据政权所置行政区

划以示辖属，实质上这里历为东胡、肃慎，鲜卑、契丹、女真等东北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

公元十世纪初，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东北各部族；建立契丹汗国，后改称辽国，

与北宋中央王朝分庭抗礼。辽代彰武，初属上京道，在境内置有懿、豪，渭、遂、闯等头下

军州(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元1061年(辽清宁七年)，头下州懿州转化为国家行政

区划，改属东京道，辖宁昌、顺安二县(懿州治所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今县

境部分为懿州顺安所辖。部分仍辖于上京道失下州灵山县地。金代，懿州增辖灵山县，今彰
武全境属懿州。元代，属懿州地。

公元十四世纪六十年末，朱明王朝取代大元帝国，彰武地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广宁后屯卫

(卫治设旧懿州)。然洪武初(1368——)中央王朝即置蒙古兀良哈三卫，封其首领，划地

游牧，彰武属福余卫蒙古部落牧地。永乐八年(1410年)，徙广宁后屯卫于义槲卫(今义

县)，中央王朝对这里的行政管辖，名存实亡。明代末世，阜新境内分别有蒙古科尔沁部落

及土默特部落移来，彰武地境为该两部落驻牧地。这期间战乱频繁，使这里原有村屯，市肆

尽遭破坏，城毁人迁。

公元十七世纪初叶，建州女真兴起，其首领努尔哈赤建立汗国，史称后金。天聪间

(1629年前后)清太宗皇太极封归顺汗国征明有功蒙古贵族，县境分属科尔沁左翼前旗，土

默特左翼旗地。顺治初(1646年)在今县境中部始置养息牧场(又名杨柽木牧场，苏鲁克牧

厂)。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左翼旗宾图郡王及土默特左翼旗贝勒王奉旨令献

部分旗地，扩大牧场疆域，使养息牧场成为盛京三大牧场之一。今彰武县境全属牧场地。嘉

庆十七年(1812年)，养息牧场开始试垦。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年)牧
场全部开禁招垦。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升奉天省新民厅为新民府，析牧场全境置彰武县隶之，县治

设横遭子地方(今彰武镇)。以地处清代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外，故取边门中“彰武’’二字名

县，沿用至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属奉夭省。下辖县城、赏屯、大庙，哈尔套街四区。翌年，

置六局二十一区，四百九十五村屯。宣统元年(1909年)，县境改划为五乡二十一区(见附

图一，二： 《彰武县舆圈》，宣统元年《彰武县行政区划图》及附表)。

民国二年(1913年)，改属奉天省辽沈道。下辖沿清制。民国十二年(1923年)，改行

区村制，分县境为八区六十九村(见附图三。 《彰武县区村制区域图》及附表)。民国十四

年(1925年)改属奉天省洮昌道，下辖无变动。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改区村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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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村制，县境划分为四十主村，六百五十五附村(见附图四。Ⅸ彰武县区村图》及附表)。

民国十八年(1929年)，废道制，改奉天省为辽宁省，彰武县属之，下辖无变动。

1931年搿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彰武县属奉夭省，下辖沿旧制。1932年(大同二

年)六月，改行保甲制，县境划分为五区二十行政村，一百七十二甲。1934年(康德元年)

十二月，彰武县改属锦州省。1935年(康德二年)九月，县境划分为二十街，村(见附图

五：《彰武全县行政区域图》及附表)。

1945年矗九三一抗日战争胜利，我八路军收复彰武，全县划分为八个区。

1946年1月，国民党占据东北后，划东北为九省，彰武县属辽北省。初期地方行政区划

沿旧制。翌年二月，改村制为乡镇保甲制，全县划一镇，二十乡，一百五十六保(见附图

六：《彰武县全图》及附表)。此间，彰武部分地区为我游击区，属辽宁省。1946年4月，

设阜彰吐苏(阜新县、彰武县，吐默特左旗、苏鲁克旗)联合县，由中共辽吉省委五地委领

导。县政府驻哈尔套，全县戈lJ分九区，彰武县境有哈尔套，艾林，大营，黄花四区。1947年

9月中共辽吉省委五地委决定阜彰吐苏联合县分开，彰武县为彰苏(彰武县，苏鲁克旗)联

合县(1949年4月恢复原有县名)。

1947年12月，彰武解放后，属辽北省。划县境为八区一百五十四行政村，县城内设五

街，直至1949年初，下辖行政建制无大变动。 (见附图七。 《彰武县政区图))及附表)。

1949年4月设辽西省，彰武属之。期间科尔沁左翼前旗撤销。将该旗之后新秋、章古台两区

(辖四十二行政村)刘属彰武县，成为县行政区划序列之第九、第十区(见附图八t 《彰武

全县行政区域图》及附表)。同年八月，将本县之第五区所辖勿力不格等十三村划归库伦旗

(见附图九。 (<彰武县政区图》及附表)。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改区村制为乡制，全县划分一镇，46乡(见附图十。 《彰武县政

区图》及附表)。不久，又合并为31乡，14乡。10月底又改划l镇，8乡。1958年lo月人民公

社化，初建10个人民公社。1959年1月，彰武县划属辽宁省阜新市辖。1961年人民公社体制

进行调整，全县划分20个人民公社。至1983年全县划分2镇、23个人民公社、2 7r5个生产大

队(见附图十一； 《彰武县行政区划图》及附表)。

1984年初，实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以原人民公社区域建立3镇，2l乡(其中4个少数

民族乡)，一个办事处，248个村民委员会(见本书首页《彰武县地名图》)。

1985年12月，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新秋乡，冯家乡，五峰乡改设为镇，东六家子

满族蒙古族乡改设为满族蒙古族镇。乡改镇后实行镇管村的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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