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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县地名资料汇编

河北省新城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



前 言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的部署，我县从1981年6月开始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

地名普查工作。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对全县958条地名的现

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查与考证。其间，参阅了《新城县

志》，派人专程去北京，保定等地图书馆查阅并摘抄了有关

我县地理情况等方面的历史记载。还广泛地访问了一些熟悉

本县历史，掌故，古迹，传说的老先生、老干部、老“地方

通"，为我县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找到了依据。所得资

料，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地名普查的四

项成果(“文字，，概况、地名成果表、标注标准地名图、地

名卡片)。经县地名领导小组审查验收，又经省，地地名办

公室复验合格。为使这次普查的成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对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并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

生活，特编纂了《新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作为加强地名管

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工具书。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将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汇

编成册。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集各方专业人员对图、表，

卡、文进行了审核，补充，修订，并适当增编了一些篇耳。

县政府领导同志亲自审阅稿件，地区地名办公室又做了全面

审定工作。因此，《汇编》的资料较地名普查成果更可靠、

更充实，更完善。今后，使用新城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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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如需更改或补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

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批准手续。

编县标准地名图一幅，县、镇，社和其它地名概

然村现状及沿革438篇，各类标准地名956条，有

入到附录中。《汇编》正文的编排，以图为先导，

，以录为依托。力求图文并茂，志录兼备，方便

地名普查收集的资料为主，并参考了有关历史记

于民间的地名传说进行了分析、考证和必要的舍

类数据均以县统计局1980年年终报表和地名普查

得来的数字为准。所有地名均为1981年地名普查

后的标准名称。

编纂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言简

水平有限，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恳望读者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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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县概况

新城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平原，河北省保定地区东北部。

东西长37．5公里，南北宽31．5公里，总面积672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74万亩。北部与涿县交界，西部与涞水，定兴接壤，

南部与容城、雄县相连，东部与廊坊地区固安县毗邻。位于

省人民政府驻地石家庄市东北偏=IP,191公里，处于京、津、保

三角中心地带。
1

‘

j

全县共辖22个公社，1个镇，442个大队，438个自然

村，373619人，其中农村人口356401人，城镇人口17218人。

民族成份主要是汉族，约占人口总数的98．59％。其次是回，

满、蒙、壮、苗、朝鲜族等。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7

人。

新城县历史悠久。远古时期，新城县属冀州。春秋战国

时期属燕国方城地。秦代属上谷郡地。汉时(公元前206年

一公元25年)，属临乡全境。晋代天宝七年(公元556年)，

方城属涿城为涿县。随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又移置固

安。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固安西境设置新昌。太和六

年(公元832年)，新昌西境又设立新城。新城之名自此始。

后晋时属涿州。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改新城为威

城，不久而复失。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新城为金人所

占。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蒙古夺取涿易二州，新城亦

属之。元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升为新泰州。太宗

●



新城县，属大郡路。太宗十一年(公

元1239年)，属顺天路。至宁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属

雄州。明代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属北平府，洪武六年

五月，改属保定府。永乐中改属直隶省，一直沿直清代。民

国初，属直隶省保定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复名新

城县。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j]z)，改为河北省管辖。
， 新城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代史上，新

城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

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1936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板家窝(当时属新城县，现属雄

县)建立了我县第一个党支部，积极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

展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我县属晋察冀边区冀中十分

区。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

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了不懈的斗争。1948年10月，新城解放i．同年建立县人民政

府。解放后，行政区划又有过调整。1958年与涿县，雄县和

涞水平原、丘陵部分合并称涿县。县人民政府驻高碑店镇。

1962年又恢复新城县。1965年县政府驻地迁回新城，1970

年，又迁回高碑店镇至今。

， 新城县为平原县，西部为太行山洪冲积扇平原，东部为

河流冲积平原。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海拔高度39．4

米至11．4米，坡降比为0．6％。全县土壤明显分为两大土类，

大体以仓上河为界，东部为潮土，西部为褐土。土壤质地适

’中，具有较好的蓄水保肥能力和耕性特征。境内水系发育i

属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主要河流白沟河从县境中部纵贯南

北，拒马河沿西南边境流过。紫泉河、仓上河、兰沟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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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河、运粮河，芦僧河等季节性河

河倒虹吸工程，注入白洋淀。大沙沟由北向东南流入雄、

固、坝排水系统。 ，
，

新城县气候温润，属东部季风区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四

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

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气温11．4度，无霜期165天一196天。年

降水量为544．5毫米。

新城县自然资源较为丰富，有利于农、林、牧、副、渔

业综合发展。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小麦、玉

米、花生、棉花、甘薯为主，辅之于高梁、大豆、谷黍、芝

麻、蔬菜等。小麦面积居于首位，平均年播种40万亩左右。

在历史上，新城县是一个多灾、低产地区，据县志记

载： “天灾流行，无代蔑有，阳亢则旱，阴积则水，⋯⋯天

时人事，祸福相依，上失其道，灾害并至”。建国后，在国

家的指导和支持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农业生产条件有

了显著变化。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全县拥有动力机械9956

台，14万马力。从七十年代开始，累计打机井1万眼，目前可利

用机井6916眼，使55万多亩农田具备了抗旱保收能力。1977

年至1980年，全县粮食平均单产392斤，平均总产205687500

斤，相当于1949年的三倍多。 ．

．。

新城县林业生产基础较好，全县有林地35000亩，疏林地

和未成林地9000亩，苗圃1800亩。在有林地中，经济林30520

亩，堤路防护林4200亩，用材林300亩，现有乔木219万株，

灌木29万墩。四旁植树1000万株，立木蓄积量35万立方

森林覆盖率为9．99％。7
，

．

新城县畜牧业生产以养猪为主，年存栏10万头左右



牲畜年存栏1万多头，家庭养殖业(包括猪，羊，鸡、鸭

等)遍及全县。

新城县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几家手

工业作坊，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到1980年，全县有30个工业

企业，其中国营14个县属集体工业16个。社队企业和个体

工副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有机械，化工、建材、建

筑，修配，食品，工艺美术等多种行业。目前主要产品有化

肥、硫酸，水泥、糠醛、金银手饰、地毯，挂毯，服装、石

雕，木雕，砖瓦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其中工艺美术和服装工

业较为发达，花样繁多，远销国外。土特产品中，高碑店豆

腐丝，白沟泥人，衣锦店臭豆腐、大屯酥糖．久负盛名，销

路甚广。 ?

新城县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京广铁路从县城经过，高

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由高碑店发端，连接新，涞，易三

县，直通西部矿区。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126．4公里，京汉

， (北京至武汉)，津同(天津至大同)，津保(天津至保

定)等三条公路干线途经我县，日来往车辆5000余辆次，新

固(新城至固安)，新涿(新城至涿县)、雄十(雄县至十

里铺)，高肖(高碑店至肖官营)等四条公路支线纵横县境

内，已成为发展新城经济的动脉。全县有货运汽车249部，全

年货运量为40多万吨。每天从县城发出的客运汽车39辆，全

年客运量达100万人次。 一

新城县文化历史悠久。地方剧种有“嘣嘣’’和。上四

调，，，民间花会有龙灯，旱船、高跷、少林会，狮子会等。

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事业发展较快。全县拥

有影剧院3座，容纳5000余人。农村集镇影剧院4座。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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