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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

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

川 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赵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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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这一传统代代相承，发

扬光大。我们修志的目的则是客观、辨证地看待历史i认识历史、记载历史，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设桥梁，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周口市川汇区地名志》是我区编纂的首部地名志书，它将灿若星辰的地

名辑录于一书，记述其历史和现状，是我区依法管理地名必须遵循的大型地名

工具书，也是研究我区历史、地理、经济、人文籍以参考的重要史料。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载体，与各行各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从事任何

社会活动，都离不开地名，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地名使用

率与曰俱增，更加显示地名工作的重要性。川汇区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这部地

名志书，是顺应形势要求和满足改革开放，振兴川汇区的需要而问世的。

周口市』|l汇区自明朝初期形成集市至今，历时六百多年，虽曾以河南四大
’

名镇之一而称誉中原，’却向无地名志鉴。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许

许多多别具特色的街巷地名，成为周口古老文化中的一大亮点。近年来，随着

城市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步伐的加快，一大批小街小巷逐渐消失，其名称也渐

渐被人淡忘，发生在这些街巷上的沧桑之变、风物人情、名胜古迹、一方盛事

如无典藉可考，我区历史将留下缺憾。川汇区地名办公室多年来广征资料，经

归纳、整理、编纂、评审，数易其稿，终成此书。笔者谨借此文之便，代表区

政府及全区各界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人员和为此志做出贡献的单位及有关人

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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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区长 赵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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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如实反映当地的历史、地理和人

文特征，积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二、 每个地名丰要记述其标准名称，标准读音，方位，地名由来，含义及

演变，聚落特征，并简述其地理、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等概况。对重

要名胜古迹、历史地名故事和丰要企业事业单位亦选择入志。

三、 全书所收地名，均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全区无重名村民委员会，

一个乡内无重名自然村。用字和读音均以《新华字典》为准。

四、 一地多名，即标准名称外，还有别名、雅名或曾用名者，均在标准名

称后一一列出，以备参考。

五、 地理位置，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83年出版的航摄

图为准，采取以市区为中心和以乡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两个坐标，按八方定位，直

线距离，公里为单位。 ．．

六、 地名由来、含义及演变(包括自然村建村时间)，有志书、家谱、碑

文可考者，以其记载为准；没有记载的，以世代传说或推算为据。 j

七、 本志所用人口和耕地数字，由所在乡政府或区统计局提供，其中人口

数字系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

八、 本志上限，追溯到最早的史志记载。下限至2000年，个别词条至2003
：

年。

九、 本志的政区、聚落地名部分，以乡或街道办事处为单位，自然村和居

民委员会全部入志。

十、 凡跨越本区的自然地理实体、人工建筑，如河流、铁路等，扼要写其

全貌，着重介绍境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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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

川汇区境内的高速公路

周口汽车站

中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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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方座盏(二级

汉代卧羊形青铜灯(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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