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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倒

． 凡 例．
I

●

一、《天津市地名志》丛书是天津市地名委员会主持编纂

的天津市第一部大型地名专著。它以天津市1987年地名补查

和资料更新成果为基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立足当代，

鉴古察今，记实叙事。力求在内容上既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又

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知识性。

‘二、本志是《天津市通志》的一个分志，共十九卷，每个区、

县为一分卷，市为总卷。它全面地公布市辖各类地名(包括有

地名功能的重要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等共约4万条。每条地

名都标有汉字标准书写形式和汉语拼音罗马字母拼写，个别

地名专用字，方言用字，都作了必要的注音和释义。同时，还准

．确地表述了每条地名的位置、起源、演变和有关的地理环境及

历史条件等。。．·
‘ ‘

三、本志按通常分类原则将所收地名划分为行政区划名

称、居民地名称、自然实体名称、行政企事业单位名称、各专业

部门使用的名称、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名称、历史地名(包括曾

用名、旧名)和简名等共八大类。另有地名工作、地名史话和附

录等： ·

四、本志地名时间上限追溯到事物开始之时，下限到成书

的前一年。有关历史的记述则划分如下几个阶段：以无文字记

‘载的称远古，有文字记载的并在鸦片战争前的称古代，鸦片战

争后至建国前的称近代，建国后的称现代。涉及到纪年时，清

代以前的用帝王纪年(即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以后的用公元纪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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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五、本志中采用的统计数字以市、区、县统计部门核定的

数字为准，统计部门未有的则用单位自身的统计数字。计量单

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为准，建国前的沿用旧制。

六、本志大事记是从地名工作发轫起一切重要的具有普

遍性意义的活动，在志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采用“编年体一

记述，以年、月为经，以事为纬。只记述事实、人物活动，不述个

人事迹，不加评论。

七、本志的资料依据，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援引资料原

文采用脚注方式，按顺序列于本条志文末尾。

八、本志涉及的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及官职除租借地

区、日伪统治时期外，均依当时名称。
‘

九、本志气象资料，采用国家气象局《全国气候区划》资料

(1978年)。 ， ．

十、本志体裁采用志、记(大事记)、图(包括照片)、表、录

(附录)等几种形式，以志为主。

十一、各分卷按分类和分区相结合的原则编排，各卷卷末

附地名音序索引和地名首字检索表。

天津市地名志总编纂委员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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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西青区是1952年设立区(县)级建置的。历史上此

地分属几个县的居民聚落，没有专门的志书传世。我区地名工

作者在1982年首次地名普查的基础上，在各界人士大力支持

下，经调查考证，于1990年始，历经四载，数易其稿，现在刊印

出版《天津市地名志·西青卷》。这是我区历史上公开出版的

第一部地名专著。是致用存史、流传后世的宝贵财富。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称谓和符号。它不仅仅反映着山川、河

流、风物的概貌和时代变迁，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本志

系统地编辑了西青区地名的历史和现状，为人们提供标准化、

规范化的地名资料，为我区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

的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历史和现实资料，也为广大读者了解我

区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它是一部用途广泛的工具书，在当前深

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参考作用。

编纂地名志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编纂过程中，
编辑人员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精力，并得到有关单位的大力

支持，市、区专家学者的多方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副区长 高洪涛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本卷说明

本卷说明
·

， 一、《天津市地名志·西青区卷》是在西青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的

领导下，按照《天津市地名编纂纲要》，以天津市首次地名普查和1987

年地名补查与资料更新成果为基础，经反复调查考证编纂而成。

二、本志辑录各类地名1 500条，其中政区和居民地名称1 126条；

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5条；行政和企事业单位名称122条；各专业

部门的设施名称64条；名胜古迹与纪念地名称10条；简名和历史地名

162条。收地名图13幅，地名照片29帧。另有地名工作、地名史话及地

名文献资料等。
。

三、志文所列数据资料均以区统计局和专业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截止日期为1992年底。人口数采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居民

地人口由公安派出所提供。 ， ，

‘四、各类地名编排顺序：政区名称按区政府习惯排序编排；居民地

按自东而西、自北而南的顺序编排；行政单位按区政府编制顺序排列；

企事业单位按类型并参考其规模及知名度大小排列。

五、采词原则：政区和居民地名称全收；行政单位只收委、办、局以

上名称；企事业单位和专业部门的设施名称选收；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只

收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

六、地名工作一章只收反映地名工作梗概的组织机构、地名普查、

地名补查与资料更新、地名管理、地名档案、编辑出版等内容。，

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杨柳青农场、工农联盟农牧场，参照

政区名称收录。
’

八、本卷地名图不作行政区划依据。 ．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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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委员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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