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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区人民政府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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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区委书记、区长王怀勤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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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区人大副主任张文海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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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区政协主席张玉林同志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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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天津市西郊区地名录》是在一九八二年地名普查中，对重点地

名的来历、含义，历史沿革、地理和经济概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

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及天津市地名普查的有关规定，作了标准化，规

范化处理。按照《天津市区(县)地名录编辑纲要》汇编而成。它是

我区地名普查的直接成果，也是国家的档案之一。

地名录收集了西郊区地名图1幅，各社、镇地名图11幅， 重要行

政、企事业单位和台站．场．重要人工建筑和地理实体j纪念地，古

迹、文化体育场所等地名，共957条。收录重点地名概况文字材料30

份，基本达到以录为主，图文并茂。

本录以较为简明的形式，集中反映了所收录地名的标准名称，规‘

范书写和读音，可直接为公安、邮电、交通、民政，城建、测绘、新

闻、出版、科研、外事、国防等有关部门，提供较为完整准确的地名

资料。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为群众生活服务。

本录系内部资料，各种信息除已注明者外均截止一九八二年底；

地名图所标界线，仅为示意，不作划界依据。一九八三年后的地名

命、更名及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乡政府，以大队为单位建立村民委员

会，在附录中用对照表列出，一九八五年城郊结合部之区划变更情

况，本录均未作变更．

编者

／



序 言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受到

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民族、语言、文化， 宗教， 迷信等方面的影响而发

展、变化的。我区有些地名也无不受之影响。地名同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关系非

常密切，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工具。

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根据国家和市的有关规定，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开始

地名普查工作，经发动群众，深入调查考证了全区各类地名的现状、形成和演

变．并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精神作了标准化、规范化

处理，结束了长期以来地名混乱的历史，赋予新的生气。在地名普查占有可靠资

料的基础上，我们编辑出版了《天津市西郊区地名录》。这是地名普查工作的重要

成果。

地名录以地名为主线，除收录了标准地名外还记载了重点地名的名称来历，

含义、历史沿革、地理形貌及相关的经济，文化和史事，真实地反映了我区的历

史和现状，是天津市西郊区历史上第一部地名专著。是地名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
目
H日。

地名录是各行各业各部门使用地名的法定依据。今后各级行政、企业、事业

单位使用地名，或以地名命名单位名、学校名、商店名及广告宣传等，一律以地

名录为准，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均无权随意变更。需要命名，更名的地名，一

定要按照法定程序和审批权限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有效。大家都要关心

地名的稳定性，使其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区长王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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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镇人民政府

新建杨柳青公园



西郊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专署前街街景

西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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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一中

杨柳青第—小学

天
津
大
学
机
电
分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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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轻工业机械厂

天津第三发电厂

天津市第一炼油广



肖劲光大将为平津战役
天津前线指挥部旧址陈
列馆的题字

天津前线指挥部
司令员刘亚楼同
志住过的地方

函函

归

天津战役天津前

线指挥部英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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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战役总攻击令下达的地方及用具

西
郊
区
茧

命
烈
士
陵
园



普亮宝塔
文 昌 阁

西郊区文化馆



杨柳青公园
建园纪念碑

新
建
杨
柳
青
公
园
之
颐
寿
园

新建杨柳青公园之儿童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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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工艺美
术厂之工艺品

杨柳青工艺美

术厂之风筝

杨柳青年画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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