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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遵照国务院(1979)国发305号文件精神，我县于198 1

年5月即着手组织专门力量，经省．地地名领导小组的部署

和训练，在1 981年6月份正式开展起眈名普查工作，经过一年

零三个月的时间，对全县444条地名现状和历史进行认真眈

普查和考证。其间参阅了《永清县志》并外出查阅了《太平

寰宇记》《顺天府志》《嘉庆一统志》《永定河志》《畿辅

通志》《郦道元水经注》二十四史等重要书籍；对一些熟悉

本县历史，掌故古迹，传说的老先生，老革命干部，老“地理

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访问工作，挖掘搜集出与地名有关的

古碑三块，为我县带有历史性地名的来历，含义，演变找到

了根据；对多传说的地名的取舍也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外业

调查结束，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地名普

查四项成果(“文字”概况，地名成果表，标准标注地名

图，地名卡片)。经也名领导小组聘请和委托的地名普查验

收组审查验收，又经省．地两级“地名办公室”多次复验合

格。为使这次普查成果能够历史性地发挥作用，服务于整个

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提供可靠地名资料。特撰写了这本

《永清县地名资料汇编》供今后加强日蔓名管理和推行眈名标

准化工作的参考。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保持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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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完整性，将四项成果收编成册。经县政府领导同志

亲自审阅稿件，又经地区地名办公室做了全面审定工作。今

后使用《永清县地名》有关资料，应以本鬈汇编》为准、如需

要更改或补充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本书收编县标准盹名示意图一幅；县．社和其他地名概

况43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399条，各类标准地名共45条

《汇编>正文的编排，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为依

托，力求图文并茂，志录兼备，方便实用。
、

本书所引各类数据均以统计局1980年终统计资料为准．

所有地名均为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标准地名。

本书对收编的内容，力求做到切实可靠，对地名普查资

料，并重新参阅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对群众传说再次进行了

分析，考证和取舍，在语言上尽量做到简明扼要。但由于我

们历史知识有限，写作水平不高．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

免。希望读者和有关单位领导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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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刘其营公社⋯“：⋯：⋯⋯⋯⋯⋯⋯⋯⋯⋯。·．．．⋯(116一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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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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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刘武营(129)前刘武营<129) 万全庄(130)
’

官道 <130)赵百户营(130) 大范庄(131)
’

南人营．(131) 河西营(1 3’l¨‘西甄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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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柳坨 (1 33)。子 村(134) 柳桁(134)

养马庄公社⋯⋯⋯⋯⋯⋯⋯⋯⋯⋯⋯⋯⋯⋯⋯(1 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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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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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王庄 (143) 鲁 村(144) 芦家窑(144)

⋯太平庄7(144) 吴楼(145) 辛立村(1 4’5)．?‘?

西黄村 (145) 小南置(145) 东黄村(146)

西镇．(146) 安仁庄(147) 姚官营(14 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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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镇 (147) 李庄子(148) 东辛溜(148)

戴小营．(148) 边辛溜(149) 高 圈(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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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第五公社⋯⋯⋯⋯⋯⋯⋯⋯⋯⋯⋯⋯．．．⋯⋯(15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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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庄公社⋯⋯⋯⋯⋯⋯⋯⋯⋯⋯⋯⋯⋯⋯⋯(15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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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上 (163) 马家营(163)宋贺郎营(164)

·绳高营 (164) 千人目(164) ．

后奕公社⋯⋯·⋯⋯⋯⋯⋯⋯⋯⋯⋯⋯⋯⋯⋯”

后奕 (165)西庞各庄(165) 韩各庄

东庞各庄(166)

． 邓家务 (167)

小刘庄 (167)

小黄村(J66) 团聚庄

东艾和(167) 郑家窑

董相庄(168) 窑窠

(

(

(

(

(165—170)

6s)

66)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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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立张家场(168) 南辛立庄(169) 南 门(169)

李奉先 (169) 自雁口(170) 石各庄(170) ．一

坚固庄(170)
”

．

三圣口公社．．．．．．．．．m．．．⋯⋯⋯⋯⋯⋯“·一⋯⋯·’(17l—179)

．
三圣口 (171) 冰 窖(17D 辛安庄(171)

甄．庄．(171) 四圣口(172) 东武庄(172) ．

大朱庄 (172) 商武庄(173) 老村(173'

小朱庄 (1 73) 新北街(174)·尹家场(1 74)

吴家场(1 74) 庄窠(175) 武家窑(1 75)

张家场 (175)于家桁子(175)：第 四(176)

孙家桁子(176) 赵家场(176) 刘家场(1了6)

南五道口(17”．，四道垫(177)．马 厂(1 77)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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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澜城公社⋯⋯·一⋯⋯·⋯⋯⋯⋯⋯⋯“⋯·⋯·(180一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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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场 (181) 赵家楼(181)闸 口(181)

李家场 (182)‘惠济场(182>南二堡(182)

傅家场 <183) 冯家场(183)郝家场(183)

刘靳各庄公社．¨⋯⋯⋯⋯⋯⋯⋯⋯⋯⋯⋯⋯⋯(184—190>

刘靳各庄(184) ±楼(184) 李家口(184)‘

西兴庄’<185， 陈佃庄(185)‘南范庄(185)’ ·’

枣林<186)西务(186) 李通庄(186)

南大王庄<188) i 乔靳各庄<187)

王斩各庄(187) 小五间房(187) 大五间房(187)

陆靳各庄(188) 西辛庄(188) 徐靳各庄(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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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名⋯⋯⋯⋯⋯⋯⋯⋯⋯．．．⋯⋯⋯⋯⋯⋯·(230_)

附录·”···⋯···⋯⋯···⋯⋯·¨⋯‘。·‘”(23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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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永清县位于河北省东北偏北．县人民政府驻地城关在省

会石家庄市东北250公里处．地处京。津，r保三角地带．西

与固安交界，南与霸县接壤，东与安次县毗邻，北靠永定河

与大兴县，安次县隔河相望．全县总面积800．6平方公里。人

．口297992。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八点二，回族．满族占百

分之一点八(回族5360人，满族l&o人)。·全县有399个自然

村，划分为16个公社，386个大队，l 425个生产队。一个国

营原种繁育场，一个国营林场。． ’．。‘。

’
。

，

‘

永清县地势平坦，一般海拔18米属华北平原。地势由西

。北向东南倾斜，斜率为千分之零点五。土壤分布情况：东北

部的刘其营，，韩村。别古庄几个公社为河沙土，盛产杞柳和

花生；中部的北大王庄、城关．北辛溜．后奕等几个公社多

．．为河碱土和两性壤土，盛产棉花；南部刘靳各庄，龙虎庄等

公社多为粘性土是全县主要产粮区。 ‘

全县位于中纬度北温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

1 1．5。C，。月份最低气温一16．8。C，七月份最高气温为

．36．3。C；年平均降水量为557．6 mm，多集中于七、八．九

’月份；、全年无霜期183天。 ．

t

． 县内八至十余个公社，经国家物理地质部门勘探，古汗

山地层蓄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截止目前，经过三至五

耸的钻探，己打出油井七十多眼，天然气井七眼。

一今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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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情况。出油地层分为深．浅两层有古}千山，沙河界

之分。

．永清油田是华北石油的主要部分属二矿所辖。

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总耕地面积为6 16，700亩。自1958

年以来全县人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兴修水利，改变生产条

件，开挖排灌渠道六条，～总长为146．9公里，输水总量为170
。m s／秒，兴建扬水站五座，总扬水量为邸皿s／秒，机电井

五千八百八十眼，有效灌溉面积约四十万亩；全县拥有大、

中．小型拖拉机L-千二百四十五台，各种机引农具三千一百

台。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大豆等。一九八O年粮食

总产量为16，565万斤；棉花为12D万斤}油料花生总产1004

万斤。畜牧以骡、马．驴。牛，猪．羊为主，一九八O年大

牲畜存栏一万三千五百头。生猪存栏十四万九千头． ’：
二

：境内林产资源较为丰富，用材林有杨．．柳．榆，槐等，

林占地为十四万三干亩，木材蓄积量约为十三万ms；经济

林以果树，：杞柳为主，部分公社有青腊．桑权，主要果晶有

苹果．梨、小枣等，一九八0年果品总产量为三千一百、万。

斤． ： ：’
、，

’

．‘t

7工业以针织，经编．化肥，酿造．机械为主。一九八D

年末城乡企事业单位己发展到八百三十三个(其中县社办厂

56个，队办777个)．工业总产值为七千二百七十万元。针

织，经编产品经销各地．-： ， ．。

’

电力事业，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有较大发展，十一万变电

’站～座，三万五变电站五座，架设十·万线路29．7公里，35

千伏线路77．06公里，10千伏线路886．7公里，低压线路156章

公里．全县用电设备为66000千瓦．一九八0年全年用电量

一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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