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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为了加强对全区地名的统一管理，适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在地名

普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河东区地名录》。 ．

《河东区地名录》收录我区各类地名I，770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

21 9条；居民地名称1，1 76条；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建筑物、游览地名

称30条；历史地名93条；主要行政单位和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261条。

本地名录是以图、文、表三种形式加以表述的。以区，街道办事

处为单位绘制了地名图14幅，照片29张，撰写了重要地名概况文字材料

75份，按地名分类逐条列表。为了使大家熟悉地名管理的有关规定，

将各级政府颁发的有关地名管理的文件收录在附录中。

《河东区地名录》所载各种信息，除注明时间者外，一般截止到

1 982年底；人口数字以1 982年7月1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

字为准；各类地名均为标准地名；地名图标注的行政区划界线仅作参考，

不作划界依据；书中凡带“※”符号者，为文化大革命曾用名；居民

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但有一定的工作职能和区域管理范围，故本录

收在“行政区划”名称类下，特作说明。

编 者

1987年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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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河东区地名录》是我区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著，是一部区域性

的用途广泛的工具书。它是在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从一个

侧面真实地记载了我区的历史和现状，将直接为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必

要的地名资料，为经济建设部门提供信息，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

地名学是一项崭新的学科，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

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日益发展将

更加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地名工作，

但十年动乱给地名管理带来严重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地名工作也为之一新。地名录的编辑出

版，结束了我区地名混乱现象，标志着我区地名管理工作已经纳入正

轨，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有不少同志对地名工作比较陌生，尚未看

到它在四化建设中的经济价值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起到

的积极影响。但是，我们相信，人们会很快地熟悉它，认识它，最终

离不开它。

全区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充分利用这部工具书，了解

和熟悉自已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协助做好地名管理工作，

有效地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使之为四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区长张惯文

1 987．7．1



河。东风貌
f，B召
、，--～ 片选)

L／、p



Ⅱ

如啉糖长<凶矮筻

售督缸<凶《妒



C

河东区政恸

河东区地名普查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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