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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邢台地区行政公

署的指示，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县成立了

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抽调、组织和培训了具有专业

知识的业务骨干，自1 9 8 1年6月起，依靠各级党政领

导，广泛发动基层老干部，老党员、老知识分子和群众，开

展了地名普查工作。经过一年的时间，对全县2 9 2条地名

的现状和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参照

《廿四史》，《左传》，《北周地理志》，《括地志》等史

书专著和《柏乡县志》、《赵州志》，《邢台史话》等地方

志集，对查到的材料进行了考证。依照国务院(1 9 7 9)

3 O 5号文件规定核定了一大批标准地名，比较妥当地解决

了一地多名、一名多写、含义不妥等地名方面存在的混乱问

题。经过业务内业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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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普查工作的四项成果。经省、地，县三级领导机构审验，均

符合要求，从而为我县填补了地名资料的空白，同时为本书

的编纂创造了有利条件。

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巩固这项普查成果，加强地

名的统一管理，以利于祖国“四化’’建设、人民社会交往和日

常生活，二是尽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地名历史的热望，进

而激发人们热爱柏乡，建设柏乡的激情；三是为了给子孙后

代创编一部架桥辅路的地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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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列地名，均是在现行名称基础上经过标准化、规

理，并呈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具有法定性质的。今后

柏乡县地名资料。一律以本书所载为准，任何单位和

经批准，都不得随意更改地名，如确需更改或补充的，

务院有关规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方能生效。

书的内容均为1981年地名普查所得资料。书中所列数

未注明年份的，均为1 9 8 O年度统计数字，所注距

指大队、农村距公社，公社距县城、县城距省会石家

均为直线距离。

书在编纂过程中，承蒙县档案局、统计局、水利局、

等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各公社、大队积极协助，省，

办公室热忱指导，在此，我们谨向这些单位和提供资

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诚

读者批评指正。

柏乡县地名办公室



标准地名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柏乡县标准地名图

目 录

标准地名图

政区地名概况

柏乡县概况⋯⋯⋯⋯⋯⋯⋯⋯⋯⋯．．．⋯⋯⋯⋯⋯⋯”r 1'

柏乡县城历史沿革⋯⋯⋯⋯⋯⋯⋯⋯⋯⋯⋯⋯⋯⋯⋯(5)

附·柏乡县历史沿革表

柏乡县城沿革⋯⋯⋯⋯⋯⋯⋯⋯⋯⋯⋯⋯⋯⋯⋯⋯⋯(9)

城关公社概况⋯⋯⋯⋯⋯⋯⋯⋯⋯⋯⋯⋯⋯⋯⋯⋯⋯(1 1)

固城店公社概况⋯⋯⋯⋯⋯⋯⋯⋯⋯⋯⋯⋯⋯⋯⋯⋯(13)

南马公社概况⋯⋯⋯⋯⋯⋯⋯⋯⋯⋯⋯⋯⋯⋯⋯⋯⋯(15)

龙华公社概况⋯⋯⋯⋯⋯⋯⋯⋯⋯⋯⋯⋯⋯⋯⋯⋯⋯(1 7)

白阳公社概况⋯⋯⋯⋯⋯⋯⋯⋯⋯⋯⋯⋯⋯⋯⋯⋯⋯(19)

内步公社概况⋯⋯⋯⋯⋯⋯⋯⋯⋯⋯⋯⋯⋯⋯⋯⋯⋯(21)

南阳公社概况⋯⋯⋯⋯⋯⋯⋯⋯⋯⋯⋯⋯⋯⋯⋯⋯⋯(23)

王家庄公社概况⋯⋯⋯⋯⋯⋯⋯⋯⋯⋯⋯⋯⋯⋯⋯⋯(25)

西汪公社概况⋯⋯⋯⋯⋯⋯⋯⋯⋯⋯⋯⋯⋯⋯⋯⋯⋯(27)

南鲁公社概况⋯⋯⋯⋯⋯⋯⋯⋯⋯⋯⋯⋯⋯⋯⋯⋯⋯(29)

其它重要地名概况。

国营柏乡原种场⋯⋯⋯⋯⋯⋯⋯⋯⋯⋯⋯⋯⋯⋯⋯⋯(31)

j

、



韩村水文站⋯⋯⋯⋯⋯⋯⋯⋯⋯⋯⋯⋯⋯⋯⋯⋯⋯⋯(32)

柏乡县气象站⋯⋯⋯⋯⋯⋯⋯⋯⋯⋯⋯⋯⋯⋯⋯⋯⋯(33)

柏乡县运输站⋯⋯⋯⋯⋯j⋯⋯⋯⋯⋯⋯⋯⋯⋯⋯⋯”(34)

柏乡县影剧院⋯⋯⋯⋯⋯⋯⋯⋯⋯⋯⋯⋯⋯⋯⋯⋯⋯(35)

柏乡县百货商场⋯⋯⋯⋯⋯⋯⋯⋯⋯⋯⋯⋯⋯⋯⋯⋯(37)

人民银行柏乡支行⋯⋯⋯⋯⋯⋯⋯⋯⋯⋯⋯⋯⋯⋯⋯(38)

柏乡县医院⋯⋯⋯⋯⋯⋯⋯⋯⋯⋯⋯⋯⋯⋯⋯⋯⋯⋯(39)

柏乡中学⋯⋯⋯⋯⋯⋯⋯⋯⋯⋯⋯⋯⋯一⋯⋯⋯⋯⋯(41)

柏乡县邮电局⋯⋯⋯⋯⋯⋯⋯⋯⋯⋯⋯⋯⋯⋯⋯⋯⋯(4 3)

冯唐墓⋯⋯⋯⋯⋯⋯⋯⋯⋯⋯⋯⋯⋯⋯⋯⋯⋯⋯⋯⋯(44)

吕兆熊墓⋯⋯⋯⋯⋯⋯⋯⋯⋯⋯⋯⋯⋯⋯⋯⋯⋯⋯⋯(45)

古都城遗址⋯⋯⋯⋯⋯⋯⋯⋯⋯⋯⋯⋯⋯⋯⋯⋯⋯⋯(46)

坚镡墓⋯⋯⋯⋯⋯⋯⋯⋯⋯⋯⋯⋯⋯⋯⋯⋯⋯⋯⋯⋯(47)

汉牡丹⋯⋯⋯⋯⋯⋯⋯⋯⋯⋯⋯⋯⋯⋯⋯⋯⋯⋯⋯⋯(48)

部厉王墓⋯⋯⋯⋯⋯⋯⋯⋯⋯⋯⋯⋯⋯⋯⋯⋯⋯⋯⋯(49)

贾廷瑞墓⋯⋯⋯⋯⋯⋯⋯⋯⋯⋯⋯⋯⋯⋯⋯⋯⋯⋯⋯(50)

贞节贾母碑⋯⋯⋯⋯⋯⋯⋯⋯⋯⋯⋯⋯⋯⋯⋯⋯⋯⋯(50)

小里岗⋯⋯⋯⋯⋯⋯⋯⋯⋯⋯⋯⋯⋯⋯⋯⋯⋯⋯⋯⋯(51)

八角琉璃井⋯⋯⋯⋯⋯⋯⋯⋯⋯⋯⋯⋯⋯⋯⋯⋯⋯⋯(52)

焦旭墓⋯⋯⋯⋯⋯⋯⋯⋯⋯⋯⋯⋯⋯⋯⋯⋯⋯⋯⋯⋯(53)

宁高公路⋯⋯⋯⋯⋯⋯⋯⋯⋯⋯⋯⋯⋯⋯⋯⋯⋯⋯⋯(54)

镇固公路⋯⋯⋯⋯⋯⋯⋯⋯⋯⋯⋯⋯⋯⋯⋯⋯⋯⋯⋯(55)

山柏公路⋯⋯⋯⋯⋯⋯⋯⋯⋯⋯⋯⋯⋯⋯⋯⋯⋯⋯⋯(57)

午 河⋯⋯⋯⋯⋯⋯⋯⋯⋯⋯⋯⋯⋯⋯⋯⋯⋯⋯⋯(58)

午河大桥⋯⋯⋯⋯⋯⋯⋯⋯⋯⋯⋯⋯⋯⋯⋯⋯⋯⋯⋯(60)

柏乡县化肥厂概况⋯⋯⋯⋯⋯⋯⋯⋯⋯⋯⋯⋯⋯⋯⋯(61)

2



、

柏乡县农机修造厂概况⋯⋯⋯⋯⋯⋯⋯⋯⋯⋯⋯⋯·t(62>

柏乡县烈属养老院概况⋯⋯⋯⋯⋯⋯⋯⋯⋯⋯⋯⋯⋯(63)

自然村现状及沿革 ，，。

一 ，

城关公社⋯⋯⋯⋯⋯⋯⋯⋯⋯⋯⋯⋯⋯⋯⋯⋯⋯⋯⋯(64>

城关(64) 北街(64) 南街(64)

路蔡庄(64) 石家庄(65) 凌家桥(65)

后三里(66) 前三里(74) 巨鹿庄(66)

刘家场(67) 赵家庄(67) 任家庄(68)

南关(68) 西街(68) 侯家庄(69)

杨家庄(69) 北关(69) 张家庄(70)

东 街(70) 秀才营(71) 路家庄(71)

方鲁(72) 西路村(72) 东路村(73)

赵 庄(73) 西刘村(73) 东刘村(74)

固城店公社⋯⋯⋯⋯⋯⋯⋯⋯⋯⋯⋯⋯⋯⋯⋯⋯⋯⋯(75)

固城店(75) 正元寺(76) 三十里铺(76)

北江(77) 南江(77) 吕营村(78)

北小京(78) 西苏(79) 北天(79)

崔家庄(80) 城阳(80)

南马公社⋯⋯⋯⋯⋯⋯⋯⋯⋯⋯⋯⋯⋯⋯⋯⋯⋯⋯⋯(81)

南马(81) 东小京(81) 市 中(82)

北马(81) 常乐(82)． 西马(83)

北黄泥(83) 西黄泥(84) 中黄泥(84)

龙华公社⋯⋯⋯⋯⋯⋯⋯⋯⋯⋯⋯⋯⋯⋯⋯⋯⋯⋯⋯(85)

龙 华(85) 白 楼(86) 赵菅村(86)

3



小鲁村(86) 马庄(86) 后渤海营(87)

前渤海营(87) 十五里铺(88) 耿家庄(89)

巾疃(89) 冯上京(89)

白阳公社⋯⋯⋯⋯⋯⋯⋯⋯⋯⋯⋯⋯⋯⋯⋯⋯⋯⋯⋯(90)

白 阳(90) 神头(90) 邢村(91)

啻儿(91) 十里铺(91) 北郝(92)

南郝(92) 八里庄(93) 北张村(93)

口Ⅱ村(93) 南黄泥(94)

南阳公社⋯⋯⋯⋯⋯⋯⋯⋯⋯⋯⋯⋯⋯⋯⋯⋯⋯⋯⋯(95)

南阳(95) 北孙村(95) 北阳(96)

南滑(96) 北滑(96) 南孙村(97)

朵村(97) 小南阳(97) 小南滑(98)

东北鲁(98) 西北鲁(98)．

王家庄公社⋯⋯⋯⋯⋯⋯⋯⋯⋯⋯⋯⋯⋯⋯⋯⋯⋯⋯(99)

王家庄(99) 赵村(99) 杨村(100)

南新村(100) 贾庄(100) 北瀑水(101)

南营儿(102) 南瀑水(101) 小里村(102)

小里铺(102)

西汪公社⋯⋯⋯⋯⋯⋯⋯⋯⋯⋯⋯⋯⋯⋯⋯⋯⋯⋯⋯(103)

西汪(103) 寨里(103) 西文安(103)

东文安(104) 驻驾铺(104) 驻驾村(104)

陈家庄(105) 东汪(106)

南●公社⋯⋯⋯⋯⋯⋯⋯⋯⋯⋯⋯⋯⋯⋯⋯⋯⋯⋯(107)

西南鲁(107) 西施庄(107) 东施庄(107)

西里村(108) 东里村(108) 东南鲁(108)

中 鲁(1 09) ．

4



内步公社⋯⋯⋯⋯⋯⋯⋯⋯⋯⋯⋯⋯⋯⋯．

内 步(110) 韩村(110)

北大江(111) 赵上京(111)

王上京(112) 胡上京(113)

马村(113) 刘上京(113)

标准地名录

柏乡县标准地名录⋯⋯⋯⋯⋯⋯⋯⋯⋯⋯．

附 录

柏乡县行政区划系统表⋯⋯⋯⋯⋯⋯⋯⋯．

柏乡县地名分类统计表⋯⋯⋯⋯⋯⋯⋯⋯．

柏乡县自然村名称来历分类统计表⋯⋯⋯·

柏乡县历史人物统计表⋯⋯⋯⋯⋯⋯⋯⋯．

柏乡县历史大事记⋯⋯⋯⋯⋯⋯⋯⋯⋯⋯．

后 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政区地名概况



柏乡县概况

柏乡县位于河北省南部，县人民政府驻城关秀才营街，

在省会石家庄市南偏东70公里处。地处太行山东麓海河流域

平原。东与宁晋交界，南与隆尧县毗邻，西与临城县接壤，

北与赵县，高邑两县相连。东西宽16．4公里，南北长24．4公

里，总面积约262平方公里。总人口】36400人，多为汉族，还

有回族，蒙族，满族、壮族等4个少数民族，共10人。全县

辖】o个公社，12】个生产大队，743个生产小队，116个自然

村．

柏乡县历史悠久，北部古名郎城(即今固城店)。据《汉

书·地理志》记载，县南部分建柏乡候国，都唐尧时建城的小

里岗。高匿与柏乡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赵，秦始皇统一全国

划中国为三十六郡，郎县隶属常山(正定)郡，柏乡属巨鹿

郡。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郎南时改郎为高邑，并设

冀州治于此，因而在历史上古部城曾—度为东汉王朝的临时

都城。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在部城南22．2里处的柏

林关修建今县城，取名柏乡县，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八十多

年。1958年体制改革时曾一度并入内邱县，1961年划归隆尧

县，1962年元月1日恢复柏乡县建制至今。

柏乡县属海河流域平原的一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较为平坦。午河横贯全县，是一条典型的季节河。雨季

西部山区的山洪暴发，河水突涨，其它季节干枯无水。境内

土层厚，土质分轻、中、重壤三种类型，其占的比例是2，



5、8。除西南部有15000亩岗坡地外，其余30多万亩土地均

为平原。
。

据中国农业区划草案，柏乡为中国东部季风区暖温带干

旱季风气候区，大陆性显著，四季分明。

春季l平均气温14．1℃，降水43．5毫米，平均风速3．3

米／秒，降水少，风速大，湿度小，蒸发强烈，常常发生春

旱．

夏季；天气炎热多雨。平均气温为25．8℃，降水量约为31

8．9毫米。常有干热风和雹灾。

秋季l天气凉爽，平均气温为25．8℃，降水量约为82．8

毫米。常有洪涝。

冬季。天气寒冷。平均气温零下2．o℃．降水量15．5毫

米。

全年，降水量461．9毫米，太阳辐射量124．5874／厘米2，

日照时数2525．8小时，年平均气温】2．7℃，年极端最高气温

42．4℃(1979年6月13日)，年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4．9℃

(1972年元月26日)，最冷月为1月，最热月为7月，年较

差30．5℃。霜冻t初霜日为10月20日，终霜日为4月1 6日，

无霜期为184天。

近10年中大旱一次(72年)，偏旱4次(73、75、78、

80年)，偏涝年一年(76年)。干热风率发生最多为11天

(72、74、75年)，大风率最多年为1981年(30次)。暴雨

出现年率为80％，最多为两次(77，81年)。冰雹-1972年

8月、75年6月、80年10月有三次，其中1975年较重，对农

作物等危害较大。

农业经济结构渐趋合理，全县有耕地318000多亩，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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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条件看，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水位埋深一般在20米左

右。

建于内步公社大汪大队的大汪水库原计划蓄水以回灌

为主，近几年少量蓄水已起到补充地下水的作用。全县现有

机井2900多眼，有效灌溉面积30多万亩，平均近百亩一眼

井，水浇地面积占总耕地的90％以上，有三分之二的耕地在

早年也能保收。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406台，各种机引农

具1100多台。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棉花、豆类等。1980

年粮食总产11900多万斤。棉花总产525万余斤，农业总产值

3976万元。林业种植面积1万多亩。其中果树7000亩。畜牧

业有牛，马，驴、骡和猪，羊等。

工业方面t在解放前，全县只有—些个体零星的小手工

业。解放后，逐年有所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工业的发展速度

较快。现在已有农机、化肥、电器、木器、建材、印刷、服

装，食品等十九个县办工业企业。1980年总产值1908．5万

元，其中县办全民工业15个，总产值320．8万元J财贸系统

购销两旺，市场繁荣，社会商品销售额为2600多万元，全县

财政收入为260多万元。

。交通方面。解放前，全县仅有两条土面公路，运输物资

主要靠笨重的铁轮大车或独手轮推车。现在有主干油面公路

3条。宁晋至邢台公路穿越全境，高邑至宁晋公路横贯县境

北端，隆尧至柏乡公路与宁邢公路相接，西与京广铁路相

连。6个公社已通油面公路，4个公社修了土面公路，县有货

运汽车25辆，客运汽车1辆，社社能通汽车。

文教、卫生方面。解放前，全县只有乡师一所，高级小

学两所。1980年发展到学校137个，其中普通中学91个．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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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1个，农村高中10个，’农村初中80个，农村小学46个。

在校学生35142人，毕业生8062人，本年招生8753人。教职

员工1549人，其中国办502人，代课82人，民办965人。县城内

设有文化馆、影剧院各—座，体育场—处，县有予剧团一

个。各公社均有放映队、广播放大站，活跃了农村文化生

活。

解放前，我县没有医院，现在卫生医疗网已初步形成，

全县有医院、卫生院14处，干部、职工199名，其中全民156

人，集体40人，卫生技术人员165名，其中中医27人，西医89

人，其他52人。病床165张。大队合作医疗站2个，保健站58

个，农村医生243人。县城内设有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卫

校各一个，有力地保障了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

县境内名胜古迹一是北郝村“汉牡丹"，栽培历史悠

久，距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有“枝高七八尺，花发大如

莲”的碑文记载。二是《县志》所记载的南滑村西南O．2公

里处的“邡厉王墓"遗址，系地区级重点文保单位。1947年
挖掘出土有宝剑、铜人及玉印一枚，对考证龙山至秦汉文化

很有价值。



桕乡县历史沿革

柏乡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南部，大陆泽西边，北

有古槐河及沸水之险，南有尧山作屏障，京广铁路由县西侧

穿越，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民风朴实，勤劳，勇敢，交通

发达，古来素有“槐阳福镇"之美誉。

相传唐尧时代筑城于今小里岗一带。虞舜时分天下十二

州，柏乡隶属冀州辖区。夏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柏乡仍

为冀州的属邑。据《禹贡》一书记载，夏禹导河，积石龙

门，东至盂津，北至大陆泽，将太行山东麓的积水导入大陆

泽，致使尧城(柏乡的古城池)才能保全。

柏乡北部古名都，今固城店为郇邑。

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称霸，会同诸候于蔡

丘欲行封禅，管仲谏日：“古之封禅必有北里之禾，酃上之

黍，今麟风不来，嘉禾不生，而欲封禅乃不可乎’’?桓公

乃止。管仲所称“古之部"即今固城店，可见其历史之悠

久。

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赵成侯、魏惠王相

会于高B。显王三十七年中山国侵赵水灌攻取都城。周赧

王十年(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率众伐中山国时收复郎

城。

周赧王五十七年(公元前958年)秦攻赵危在旦夕，赵向

魏求救，魏安厘王惧秦兵强大不敢出兵，公子信陵君魏无忌

窃符救赵击败秦师，赵国得救后，赵王以部为信陵君汤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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