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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区概况

南郊区位于天津市东南部，海河下游南侧。东与塘沽区相邻，西

与西郊区接壤，南与大港区毗连，北坻海河，隔河与东郊区相望j、

面积约4】．6．8平方公里。地理座标：东经1 17。14／至117。33 7，北纬38。50
7

139。4 7。地处华北冲积平原，平均海拔3．5米‘(大沽水准)，地势平

坦，‘西北部略高。辖1个镇(小站镇)，两个街道办事处(咸水沽、

葛沽)，11个公社(长青、双港、白塘口、南洋、咸水沽、西泥沽、

葛沽、小站、西小站、北闸口、，八里台)，174个生产大队，246个

自然村，25个居民委员会。339，357人,，其中汉族331，258人，回族

，999／,,．，满族24人，蒙i矢20Z-，壮族6A．，，朝鲜族】．人．区人民政府

驻地咸水沽，距天津下区13公里。

该区因地处天津南侧故名南郊区。据传春秋属北燕广阳郡．战

国时属燕国。汉属渤海郡。唐、宋属沧州。元属河间路。明属河间府。清

属天津府，雍正五年(1 7 3 1年)划归天津县。民国年问此地俗称

“海下"。1948年12月12日解放，属天津县，成水沽一带为一

区，葛沽一带为七区，小站一带为六区。1953年天津县并入天津

市，将1、7、．6区并入津南郊区，区政府驻地咸水沽。1956年“津南郊

区，改称南郊区。1 958年公社化，南郊区建立小站、美满、先锋三个公

社，将邓岑子、．大高庄、盘沽．葛沽，小殷庄、新城、黄图等村划归

塘捂区；南洋、北洋、上郭庄、前辛庄、中辛庄、后辛庄、白塘口双港等村

由东郊区划入南郊区；上古林乡由黄骅县划归南郊区；西郊区的八里

台·、巨葛庄、大孙庄、新桥、南马集，北马集、前、’后、西三合等村

划入南郊区。1958年lO月南郊区并入河西区，区政府驻天津。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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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恢复南郊区建制，区政府驻咸水沽。同年葛沽地区除新城乡、黄

圈乡外，其余各村划归南郊区，位于河西区界内的长青公社农业方

面，隶属南郊区。1970年1月．北大港区并入南郊区。1 979年儿月该区

南部，自十米河，板港公路、马厂减河西段以南划出，建立大港区至

今． ，

据宋史河渠志载：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昭熙五

年(公元1194年)间，‘古黄河曾在。泥沽糟入海。后由于淤积，海．

退，形成陆地。巨葛庄附近有战国时期遗址及墓葬群和西周时期的文

化遗物．另据《天津卫志，卷一古迹》载： -巨家庄(今巨葛庄)在

城南去城五十里世传为汉时巨无霸故居一。说明南郊区当时已有人居

·住。宋时置戎于此，以白河(现海河)为界河，与辽人(契丹)刀兵相峙．

宋端拱二年(989年)，宋沧州节度使何承矩屯田戍边于此，·东濒渤

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形成一道屈曲数百里的．险固防辽屏障。

朝庭又沿界河设置百多个“寨妒和铺， (注1>当时座落在南郊区的

有：港沽寨(今双港)，泥沽寨(今东西泥沽)，三女寨(今三

合)、鲛脐港铺(今葛沽)． (i_k2)至元朝开辟海运，处于海河尾

闾要冲的南郊区，逐步形成漕运线上一个繁华地点．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年)右佥都御使汪应蛟，奉调天津沿海地区屯田种稻，．调海防

官兵万人一分田屯种p，于是这一带出现了十个·围p：何家围(今

何庄子)、双港围、’白塘口围、辛家围(今前、中，后辛庄)，羊马

头围(今南，’北洋)、咸水沽围奠定了现在南郊区沿海一线，长

约；十立公里地段内全部耕地的基础<注3>．清光绪元年， (1875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部防守提督周盛传奉调小站屯兵开荒，．约六年时

问造m16，000亩，当时称。官田”。夕i-3也谋生者不断迁入，至清光绪

十九年小站一带有民m34，000亩．小站稻的种植面积迅速增长．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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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大面积的开垦，大批外地人在成水沽、小站、葛沽、双港i一白塘

口等地落脚谋生，促成了该地人烟稠密’，趋-向繁荣的局面 (注4>’．-

咸水沽自1 948年解放后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j，现在，已成为南郊区奴

治、经济、文化中．1．／。，

属暖温带季风型气候，春干旱多风，夏闷热多雨，秋季冷温适

宜，冬季干冷、晴燥少雪。一月均温一4．7。C，七月均,925．9。C，

年均温1 2。C，积i9141．6。C。全年无霜期189天，10月下旬初霜出

现，4月初终霜，年降水量533．8毫米，6—8月降水量为385．9毫

米，占全年降水量的72．5％；土壤大致可分黑、黄两种颜色，土质

盐碱；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该地区曾两次

洪涝成灾，咸水沽一带水深两米，浸泡两月之久；一1976年7月28日唐山

7．8级地震波及该地，·亡33A．，：重伤156人，轻伤498人，毁房7，882

问，大牲畜死亡40头，伤35头，农作物受灾面积46，552亩。

经济，以农、工，副为支柱，多种经营．有耕地25．60万亩，

主要产稻，麦、玉米、蔬菜。1964年前，长青、双港两公社为菜田

社；咸水沽，葛沽两公社为粮菜兼作社；其余公社以稻田为主。·当

时虽水源缺乏，尚可利用大港水库的蓄水接济维持种稻，一般年景

亩产稻谷800—1，000市斤。1964年后水源日趋紧张，稻田面积逐年缩

小，现在除长青、双港两园田社队外，其余社队水田全改作旱田．

1981年粮食总产量6，1 05万斤，其中夏粮593万斤，秋粮5，51 2万

斤；工副业：现有社办企Xk39座，队办企』k333座。主要生产经营

五金交电、，水暖器材、汽拖配件、电器设备、铸造、玻璃制品等百余

项产品，年产值21，123虿元；1977年发展出口产品，，主要向日本，其

次是西德、美国、英国．出口粮油食品、畜产品，土产品、 王艺

品，-轻工产品、机械、服装等四十五个品种，年产值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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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总收入26，278万元，其中农业收入2，730万"元，占10．3％彳．工

业收入15，323万元，6 58．2％；副业收入7，459万元，占28．2％；牧业

收入54万元，占O．20k；渔业收入31万元，占0．112％}林业收入5万元：，

． 其他收A．676万元，占2．5％；人均收A．226元。有商业网．点．216处，其中

全民124处，集体92处。从业人员5．938A．，1 981年营业额8，092．577元，

利润283．6万元。开设咸水沽、葛沽、小站三大农贸市场，整趸零售，

·片繁荣景象，1 981年成交额426．6万元。建国后全区开挖排灌两甩

。

渠道九条，全长221公里，修建排灌站184座、水库13座，．开凿农业机

井61 7眼，全区有效灌溉面积24．8万亩，排灌机械动力78．1 82马力，

做到旱能灌，涝能排。另有拖拉机1，278台，载重汽车707辆。

(乙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初期只有十几所小学和几所私塾，教职员工约

80人，。在读学生约三千人，现已发展有21所中学，37所联合小学，．

两所中等专业学校，一所幼儿园。．教职员工4．252人，在校学生62，403

人，。基本上解决了本区学生读书问题。从1952年起陆续建有电影院，

影剧院，文化馆，图书馆，，广播站，电影公司，各公社有电影队组织。．

1957年建咸水沽医院，后建小站医院、结核病防治院、妇幼保健院，’

防疫站和11所卫生院，设病床335张，医务工作者807人，其中医师

169人．，医-2-149／,．，护士173人，基本上做到常见病，多发病不出区，一

从根本上改变了解放前缺医少药的局面。 、

界内驻有天津板纸厂，天津市无线电二厂，天津市电表厂，天津

． 市电工专用器材厂、天津市振华毛纺织厂，天津市化学纤维厂、天津

市华欣毛纺织厂、天津市通用机械厂、天津市滨海化工厂、天津市第

八玻璃制品厂，天津市家具十三厂等三十多个厂家。

清光绪二十一年(】895年)，清政府在天津成立一支_新建陆

军：，派袁世凯到该区小站督练，并成立“速成武备军官学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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