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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县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和地名标准化的基础上，按照

《地名志编写纲要》的要求，从直接服务于四化建设出发，坚持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编成的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典籍。，

它实事求是地、较全面地记述了兖州县各类地名的现状和历史沿

革，为行政管理、经济建设以及军事、交通、公安、邮电、水利、

科技，新闻、文教、测绘等各部门提供了系统准确的地名资料。

本志系我县纂成的第一部地名工具书，内容方面我们着重考虑

到它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力求做到存真求实，论述客观，

采撷详备，使用方便。在工作进行中，我们对全县533个自然村和

城内1 34条街巷逐一做了实地考察，写了数十万字的走访、座谈记

录，搜集了近30部族谱，摘抄T2 50余块碑碣上的文字，查阅了大

批史、志、文献及有关档案材料，并做了深入调查和反复核对，使

所编地名条目有证率达80％以上。

本志内容由地图、文字说明、照片、表格等几部分构成。有’

县地名图、历史沿草图、城区地名图共i 0幅。文字说明系主要部分，

有县概况及历史考略各1条，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概况17条，城内

街道考证1 34条，居民委员会、家属宿舍12条，乡、镇各自然村考证533

条，乡镇企业1 2条，敬老院1条；其余各类地名有：专业单位55

条，名胜古迹、革命纪念地12条，人工建筑物1 5条， 自然地理实

体12条，总计805条。每条地名均加汉语拼音，介绍其地理位置、



名称来历，外貌特征，并根据其不同的类型作侧重介绍，如村庄的

户数、人口(民族)、地亩，农副业生产、建村年代及发展变化等，

专业单位的服务性质、．占地面积，隶属关系及沿革等，名胜古迹、

自然地理实体的现状及历史考证等。并于相应处插印彩色、黑白照

片60余幅。每乡、镇列有村名表。为了便于查找，卷末附有。地名

汉字首字笔画一索引。全书总约35万字。

本志在编写期间适值行政区划改革，因此，其内容既以地名普

查成果为基础，又尽量反映政区改革后的新情况。其中所有各类、

项统计，除标明时间者外，均使用1 987年底的数字。

凡收入本志条目的各类地名，包括我们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做

了。命名”和“更名”的地名，均已报兖州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成为标准名称。今后使用兖州县地名，一律以此为依据。如要更改，

必得按照有关文件规定，经过申报批准，方为有效。

本志的编辑出版是在省、市地名办公室和县委，县政府直接领

导下进行的。在工作进程中，得到了各有关单位，各乡，镇以及热

心这一工作的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由于我们思想、业务水平不高，缺乏经验，致使本志内容．技

术等方面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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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为古九州之一，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六七千年前我们

的祖先即在此定居生息，世代繁衍，以至今日。中国古籍《尚书·

禹贡》中就有关于兖州的记载。

但自古及今，专门编纂记述兖州地名的志书，却是从来未有

的。我县地名办公室的同志，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以地名普查资料

为基础，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历时五年，编出了这部图文并茂

的《山东省兖州县地名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这部志书共收法定地名800余条，内涵丰富，考证详尽，汇集了

大量的史料，服务当前，惠及后代，是各部门不可缺少的实用工具

书，是教育子孙的乡土教材，也是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

自夏禹分九州，疏四水，迄至今天的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时

代变迁，沧海桑田，我县几千年的旧貌新颜，从这部地名志里大都

可以梗概地反映出来。通过这部书．会激发起我们中华儿女的自豪

感和责任感，使全县人民更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尽心尽力地为

建设兖州、发展兖州服务。略缀片言，以志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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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县农村林网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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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坝f“金口秋波”古为兖州八景之一

泗河桥二泅水流芳

古为兖州八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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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御桥中路北口的鲁门酒家

李宫出土的商代青铜器

巨王林出土的明代白瓷坛



滋阳县一八八六年政区图



滋阳县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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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阳县·九 九年政区图三



-1●■o■一 ⋯—一

滋阳县一九五。年政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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