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河县

地名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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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山海经》一书，《尚书》有《禹
贡》一篇，说明了我国“地名之学”起源是很
久远的。近代西洋研究地名的起源，发展、意
义和功用，成为一种学科。地名的正确使用，

对国家建设、对编史修志、对科学研究，都有
很重大作用，因此国务院(1 979年)305号文
件通知全国认真调查地名，切实考证，以便推
行地名标准化这一重要工作。我县遵照上级地
名领导小组的部署，于1981年6月组织专门力

量，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经过一年又六个月的
时间，发动群众，依靠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
对全县四百余条的地名，逐一勘查，并访问了

专家和老年人，又参考史志碑谱，深入而全面
地进行补充、考核。对地名的现状和历史沿草
以及名称由来、含义、演变，寻求根据。编写
重要地名概况，标注标准地名图表，排列标准

地名录，编制地名卡片，形成了四项成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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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省、地、县三级审查验收，列入国家档案。
在这四项成果的基础上，编成《新河县地名资
料汇编》，内容有地图，有政区地名和重要的
新建设和古迹形胜地名等概况，有自然村概况
和沿革。分别部居，井然有条，便于检查利

用。这是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法

律依据，是推广地名、地理知识的重要工具
书，ff也是我们钻研地理、历史、．社会和其它科
学研究等珍贵材料。最近国家号召我们编史、
修志，1这部《汇编》又。是这项工作，的基．本史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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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83／年6月j我来我省省会石家庄参加全
国公路交通史编写工作会议，看到。《汇编》初
稿，一以为它1除有上述政治、学术意义之外，’还
有增强我们爱家乡、爱国家的精神，因叙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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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县标准地名图

新河县城关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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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标准地名图上六户公社郗苗张砖应为郝苗张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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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地名概况



河县概 况

新河县位于河北省邢台地区东北部，属黑龙港流域。

西和西北部与宁晋县相邻，东和东北部与冀县接壤，西南至

巨鹿界，东南连南官。东西长31．7公里，南北宽20．2公里，

总面积约366平方公里。县城在省会石家庄市东南偏北89公

里处。全县共14个公社，169个大队(175个自然村)，

33224户，139052人，其中回族7人，满族1人，余皆汉族。

县境自然地势，由西南渐向东北倾斜，最高海拔26．5

米，最低海拔24．8米，一般海拔25．5米。空气干燥，雨雪稀

少，风沙较多，属暖温带季风气候。1972年至1978年，年平

均降雨量为478毫米，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据水文资料分

析，近30年来雨量逐渐减少，五十年代，年平均降雨量为

534．6毫米，六十年代，年平均降雨量为509毫米，七十年

代，年平均降雨量为480毫米。气温年差较大，一月份平均

气温摄氏一3．5。，七月份平均气温摄氏27．3。，年平均气温

摄氏12．7。，年活动积温摄氏4696．3。，全年无霜期203天，

年日照2772／J、时。

新河县古称“九河下梢之地"。老漳河与滏阳河在县境

西部汇合，滏阳河沿县境北部由西东下。夏秋洪水泛滥，淹

没田园，“村庐漂荡，形同泽国一。人民苦于洪水，有首民

谣诉说- 矗新河县，多灾难，九河下梢年年歉，河里杂草论

斤卖，手拉儿女去换钱殄。又据民国县志记载，明朝永乐年

小叁



何，由于水，旱，兵，匪为患，境内荒芜，人烟稀少，现居

民多从山西洪洞县老鸹窝迁来。从近些年来看，1963年洪

水，1966年地震(7．2级)，两次严重灾害，房屋各倒坍百

分之九十以上。由此可见新河县历来多灾多难。

1964年根治海河以来，开挖新河，浚通河道，水患始

除，县境内的滏阳河、滏阳新河，滏东排河、西沙河等四条

河流，。也得到治理。近几年来，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又开挖了东风渠、跃进渠、建成了郜宋张砖浮体闸、』挽

庄节制闸i’台家庄节制闸，北陈海穿堤涵洞，使三河沟通，

起到了洪沥相济，引水灌溉的作用。除滏阳河外三河蓄水

1700万立方，一次性可灌溉面积16万亩。多年为害的河流，

开始为人民造福。。 ：·

～ 全县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379300亩，大部分是沙土、

壤土，小部分是粘士，有首民谣说： “新河土地赖，好地没

几块，。不是沙土窝，就是盐碱坏。刀由于土质瘠薄，产量很

低i群众生活清苦，多是糠莱半年粮。1949年解放初期，粮

食亩产仅86斤。从1958年开始打井，先是砖井、竹管井、缸

．管井，后是人工架机井，钻机井，大锅锥井，直到水泥管‘

两头铁、全铁管井。=十多年来共打井9003H艮，投资约201 5

万元。其中国家投资381万元。经1963年洪水、1966年地震

的破坏和水质变坏等原因，大部分水井已废弃。据1980年统

计，全县有能用机井564眼，可灌溉面积60000余亩。农业机

械总动力为48000多马力，其中耕作机械7850马力，排灌机

械36000马力。j农业载重机械600马力，副业机械3100多马

力；大中小型拖拉机290余台。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

棉花。谷子、，花生及杂粮等。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变，产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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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高。1979年粮食亩产275斤，1980年尽管旱灾严重粮食

总产仍达4073万斤，单产比1949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七。

林，牧、副业也有所发展，现有用材林11000多亩，果

林23 000余亩，果树311000多棵，主要是梨、枣，桃，。杏，

年产量358．5万斤，收入449．8万元。新河鸭梨，体大皮薄，

甘甜脆嫩，通过天津出口，畅销国外。大红枣年产70余万

斤，收入2l万元。沙荒宜林面积共58000多亩，利用面积已

达百分之八十九。据统计，1980年全县有大牲畜8900多头。

猪只存栏27000头，养鸡84000只，养羊11770只，家兔饲养

量达15万只，年总收入284．5万元。社队企业340处(其中社

办企业18处，队办企业322处)，年总产值达1126．7万元。

解放初期，全县没有工业，仅有几家手工作坊，现在建

有钻机、地毯，机械、棉织、油毡，面粉、化工、合纤。，五

金、印刷，木器、皮革等十三家地方国营工厂和29处集体企

业。可生产潜水钻机，地毯、油毡纸、灯芯绒布，电动机、

铡草机、阴阳树脂等产品。1980年总产值2035万元。地毯厂

生产的男工手工栽绒地毯，原料纯真，图案新颖，美观大方，

经久耐用，畅销十几个国家。县钻机厂研制成功的潜水

系全国首创，每小时钻深五十至六十米，适用于建桥和

楼房的基础施工，深受各地用户欢迎。

全县交通方便，从新河乘汽车，可直达石家庄市、

市、衡水，束鹿、南宫等地。县内七个公社均有柏油公

通。

商业网点星罗棋布，各公社都有供销社，大部村庄

群众生活用品代销点，基本上达到了购买一般生活用品

村。城镇集市繁荣，购销两旺，物价稳定。1980年，商品

p、3。·



额为2156．5万元，全年财政收入252．8万元。

文教卫生事业，也在不断发展，解放前全县的“最高学

府力只有一所简易师范，两处完全小学，村办小学136所，在

校学生10335人，教职212157人。现在中小学已有162所，在校

学生33635人，其中县办高中四所，人民公社办初中和大队

办小学共158所，教职工1688人。县内有医院三处，各公社都

有卫生院，医务人员共有351名。大部份大队都有医疗站。

县城内有文化馆，电影院，广播站，各公社都有电影放映

队，人民的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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