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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地名资料汇编》是地方志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往今

来，凡是怀有爱国之心和效国之力的志士仁人，无不捧之为

珍物奇宝。相传，宋代朱熹到江西南康上任，下属官们毕恭

毕敬，载酒备礼相迎。谁料朱熹的官轿一到，撩开轿帘就

问： “志书带来没有?"众官员大出所料，面面相觑，后悔

不迭。此后这一带便传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地方官上

任或离职，务必接交地方志书。朱熹作为封建时代的代表人

物，在上任之际，尚能做到这一点。在致力振兴中华的今

天，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其他同志更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掌

握一些有关地方志方面的真实材料。

‘这本《汇编》是在1981年地名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经过

进一步审查、核实，修订，充实而编写出来的。编印这本书

的目的，一是为了巩固这次地名普查成果，二是为了向有关

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名资料和为今后地名理论研究等方面提供

可靠的依据，三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了解我县地名历史的热

望，进而激发人民热爱沙河，振兴中华的激情。总之，使地

名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并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批宝贵

的地方史料。使其成为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应该说明的是，《汇编》中的资料，综合了四项成果盼

基本内容。《汇编》中引用的数字除标者外均为1980年底的

统计。《汇编》中有对历史的考证，有对民间传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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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神话故事的描述⋯⋯力求具体生动。但由于种种条件限

制，有些内容可能反映得不那么准确，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

挖掘。至于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因与

地名有关，此书也收了进来。它只能反映在当时社会条件

下，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确有其

事。这些内容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应该历史地看待。

在《汇编》的编写过程中，省，地地名办公室和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都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各公社和县

科委、教育局、文化局，水利局、民政局，交运局、统计

局、城建局，建委、经委，财政局，档案局等部门，从各方

面为我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l t

由于我们初次试搞这项工作，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

写时间匆促，实为录一漏万，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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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河县位于河北省邢台地区的南部，距省会石家庄市14护

公里，距邢台地区行政公署驻地邢台市25公里，地处太行山

东麓。东和东北与南和、永年县接壤，西和西北与邢台县比

邻，北连邢台市，正南及西南边界与邯郸地区永年，武安县

相接。南北宽21．5公里，东西长87．5公里。总面积982．9平

方公里。
’

全县辖1个镇，24个公社，347个自然村，285个大队，

1815个生产队，+76277．户，324246口人。除个别从外地迁入

的少数民族外，均系汉族。沙河横贯全境，县因此而得名。

古人杨慎过沙河曾留诗一首； “空碛少人烟，孤城大道边，

平沙盘马路，残雪射雕天，野日三竿上，河冰百片穿，条风

将变柳，客思感流年。"从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起，沙河县

域属信都的一部分。楚汉相争时期，楚改信都为襄国。隋鞔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襄国改为“龙岗’’县，开皇十六

年(公元596年)将龙岗县南部划出定名为沙河县，这是沙

河县成为县一级区划的开始。唐朝武德元年(即公元6】8年>

整顿行政区戈IJ时，发现沙河县西部汤山(今朱庄水库南侧)

下有温泉可医疾，故将沙河县提升一级为温州。历经四年废

州复县，改县名为温阳县。五代时期又复名沙河县。1958年

与邢台市，邢台县合并为邢台县。1961年5月23目与邢台县

分开，恢复沙河县至今。县政府于1968年由沙河县城迁驻褡

裢镇。

地势西高东低i西部属太行山区，山高谷深，群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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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老爷山j(小武当山)顶峰海拔1430米，中部为太行山麓

谷地，矿藏丰富，水位较深，东部为海河流域平原，地势平

坦，在海拔70米以下，山区，谷地，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属

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雨量集中，气温年

差很大。年均气温摄氏13．7度，一月份平均气温摄氏零下3．5

度，七月份平均气温摄氏27度。年均积温为4840度。每年迎

合霜降季节而降霜，全年无霜期为225天，冰冻期始于十一月

中旬，全年日照平均2586小时。历年降雨量变化较大，1963

年高达1600余毫米，1979年仅300多毫米，自1963年至1980

年统计，年平均为550毫米，多集中于七、八，九三个月。

境内主要河流是沙河，长达79公里，横贯全县，是一条

典型的季节河。夏秋山洪暴发，泛滥两岸，压地毁田，淹没

村庄。冬春干枯，风起沙扬，天昏地暗，堵塞交通，历代为

患。公元1491年(明弘治四年)一次洪水灾害，沿河两岸村

庄，树木，良田冲压所剩无几，县城因遭破坏，当时旧县府

曾搬到距县城30华里的小屯村(现在的新城)。公元1f；41年

(明崇祯十四年)一场大旱，人食草根树皮，甚至路人相

食，百宝皆空，死者枕籍。解放后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县

委和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搬山建库，拦河造田，对沙河进行了

治理。省，地在沙河上游建了朱庄水库，县建了东石岭水库

和朱庄水库南干渠，可灌溉22万亩土地。在沙河下游营造了

防护林带，多年为害的沙河已逐步为人民所控制。
’

， 全县以农业为主。共有耕地459940亩，其中水浇地

227282亩，占耕地面积49．4％。全县分四种土壤：沙河沿岸为

砂土，中部为轻壤土和粘土，山区和褡裢一带以沙壤土质为

多i东部平原土质肥沃，水位浅，灌溉便利，为全县粮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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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产区’中部山岗地下矿藏丰富，发展矿业潜力很大，西部

j一≯皿区山多，自然资源丰富，适合发展林牧。全县主要农作物

’甫小麦，谷子，玉米，豆类，棉花，花生，芝麻，油莱等。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奋斗，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截止1980年底，全县农业机械

总动力达102640马力。大中型拖拉机287台，小拖拉机1599台，

机井3343眼。1949年建国时全县粮食总产6821万斤，亩产

146．7斤I棉花总产128．8万斤，单产22．7斤l油料总产“2．5

万斤，单产50．8斤，农业总产值1255万元。1980年粮食总产

这到20530万斤，单产647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2倍和3．4

倍，棉花总产为552．8万斤，单产68．6斤，分别比1949年增

3．3倍和2倍，油料总产407．8万斤，单产194．2斤，比1949

年增长1．8倍和2．8倍，农业总产值5904．7万元，比1949年增

3．7倍。林牧副业较解放前也有了大的发展，干鲜果树21859

亩，815830株，年产水果1131万斤，比较驰名的有马峪苹

果，洛阳梨，近年山区的陔桃，板栗也畅销国外。全县有大

牲畜28685头，猪只存栏78538头，羊50292只。社队工副业

总产值达3132．5万元，纯收入1244万元。

沙河县发展工业的条件优越。境内矿藏丰富，历史悠久，

煤，铁，石灰石，磁土储量很大。綦村公社一带素称漫步铁

冶都，东汉时在綦阳建铁冶镇，宋朝时在綦阳建铁冶司。解

放前，全县只有一些个体的、零星的小手工业。解放后逐年有

所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省，地企业陆续迁入，本

县工业发展较快，全县共有工业企业106家，其中中央、省，

地企业8家，县办企业34家。1980年工业总产值达9165万

元，其中县办工业总产值3445万元。全县交通方便，京广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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