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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西县地名志》是在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内业整理

和标准化处理，制作了“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普查成

果表"、“重要地名概况汇编"、“地名卡片黟四项成果的基

础上，经过进一步审查，核实、修订、充实编篡的。

我县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的

指示，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1981年6月开始，

成立地名工作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和培训专业骨干力量，广

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全县730条

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全面，认真地调查考证。其间，

挖掘不少碑碣、墓表、铸字的庙钟，刻文的城砖，名人的传

记，以及大量家谱．族谱，收集了不少有关地名和家族的传

说，查阅了《东昌府志》、《临清州志》，《临清县志》及

《左传》、《明史》，《明清史讲义》等地方志和历史书

籍，对调查到的材料，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经过反复缜密地

分析研究，制作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经省、地、县三级验

收审验，达到了标准要求。

《临西县地名志》综合了四项成果的基本内容和普查中

收集到的全部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且在方便使用的编篡思

想指导下，本志无论在完整性、系统性、实用性方面，比四项

成果都进了一步。它是一部比较完整，比较准确的地名工作

工具书，它能够向有关部门进行地名理论研究，地名科学管

理，地名标准化处理提供可靠的资料和依据I它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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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西县概况

临西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卫运河中游左岸，属海

河流域。县政府驻地童村，距省会石家庄市约185公里。东和

东南两面与山东省临清县隔河相望，西南与馆陶县毗邻，西

与丘县交界，北与威县，清河两县接壤。总面积550平方公

里，总耕地57．4万亩。总人口234841人，除回族2724人、满

族2人外，其余均系汉族。辖15个公社，295个大队，303个

自然村，1个镇，两个居民委员会。

临西县，原是山东省临清县的一部分。为便于卫运河管

理，1964年4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将临清县卫运河左岸

的五个区(即尖冢、吕寨、下堡寺，老官寨、童村)划归河北

省邢台地区管辖。因地处临清县西部，故取名临西县。1965

年1月1日，临西县政府在童村办公，1965年8月县政府迁

至先锋桥镇(当时称城关镇)。为便于工作，1971年经省批

准将县驻地迁回童村。而后，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陆续迁

来，工厂，学校、商店，医院相继兴建。新建城区以十字街

口为起点，向东为东大街，向西为西大街，向南为南大街，

向北为北大街。县政府设在西大街路南。随着县址西迁，童

村形成了临西县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全县属温带季风气候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

旱多风，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冷干燥，。年降雨量多在

300一800毫米之间．一般集中在七月下旬，八月上甸，年平

均气温12．70 C，一月份平均气温零下3．1。C，七月份平均



气温26．7。C，≥O。C积温5008。C，≥10。积温4437。C。

无霜期223天。

全县地势比较平坦，中部有鲧堤(《临清县志》记载：

为汉金堤或谓鲧堤)，纵贯南北，将全县分成堤上，堤下两个

区域，西部海拔在在36至33米之问，东部海拔在33至28半之

间。县境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少有倾斜，特别是堤下被西部高

地和长达80华里的卫运河左堤所围，北部又是省内有名的局

部大洼一一南坡洼、白坡洼，与清河，威县部分区域共同形

成封闭洼地，洼底地面高程仅27．8米，地上水排泄不畅，地下

水很浅。在华北半湿润气候的影响下轻，度和中度盐化的浅色

草甸土大量积盐，全县有12．2万亩次生盐渍化耕地。沿卫运

河的土地因河道多次决口喷沙又形成了一片片沙滩。由于受

旱、涝、沙、碱的影响，农业生产落后，粮棉产量低而不

稳。建国前即便风调雨顺也是粮菜各半，一遇灾年，群众生

活更无法维持，造成背乡离井，妻离子散。直到1965年粮食

亩产仅134．9斤，皮棉仅35．8斤。 ．

为了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全县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

设，建成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从19 65年到1979年，随着根治

海河的进程，全县沟、渠、田，林，路统一安排，旱，涝，

碱、沙综合治理，先后开挖疏浚骨干渠道20条，长达182．3丁

公里I仅1977一1979年的清凉江配套施工中，就开挖田间支

斗农沟1995条，总长2313公里，修建骨干渠道建筑物276座，

小型建筑物1768座。加上遍布全县的3781眼机井和沿河五处

国营扬水站，九处社办扬水站，一处排灌站，使全县排灌水

系日趋完善，基本达到了渠渠相通，沟沟相连，能排能灌，

有效灌溉面积可达41．13万亩。全县拥有大、r中、小型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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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781台，农用排灌电动机2342台，24900马力，柴油机2922

台，40588马力。生产条件改变，使原有的9700亩沙地和

12．2万亩碱地得到改良治理，粮棉产量不断提高。1980年

全县粮食亩产与1965年相比增加了两倍，达394．7斤，总产

14929．9万斤，棉花亩产84．3斤，增加了一倍半。

临西县有悠久的植棉历史。据《山东通志》记载：明万

历年问，山东“棉花六府皆有，东昌犹多(临清属东昌府)，

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博。移民国23年的(<临清县志》又

载：虬⋯．．西乡七、八、九区，中，美棉皆宜。艿，⋯⋯土

田种棉者十之六，种谷(系指粮食作物)者十之三。乃临西

县境地从明初至今，是个“犹为发展”的植棉区。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林业也有很大发展。1965年

全县仅有一个园艺场和点滴片林。现在先锋桥镇，黎博寨、

下堡寺等公社都建起了面积较大的果园和防风林带。全县初

步呈现“林带连成片，沙丘变新颜，渠旁树成行，果子枝压

弯”的景象。林地面积已有2．9万亩，桃、梨、杏等果树都

有种植，而数苹果发展较快。据统计，植苹果1200 o亩

180000株，年产量700万斤，可收入140万元，畅销全省。

工业以火柴、镰刀，：制砖、棉织、化肥、酿造酱菜为

主。1965年建县初期，全县只有一个火柴厂、一个砖瓦厂和

几个区办铁业合作社。到1980年末，县、社，队企事业已发

展到67个(其中县办工厂25个，社办厂42个)，工业总产值

3852万元。“王一摸秒镰刀具有二百多年的生产历史；临西

酱菜颇有盛名，其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公路运输较为便利，邯临、邢临两条公路横穿全县，东

牵津浦线上的德州、济南，西联京广线上的邢台、邯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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