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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城县地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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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关系到民族团绋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国

防建设，关系到国家的行政管理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是一项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

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

遵照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指示精神，在赤峰市人民政府(原昭乌达盟)的统一

领导下于i981年1 2月成立了宁城县地名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地名办公室，自1982年4月开

展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历时八个月，至l 982年12月末，完成了普查任务。地名领导小组按

照国务院(79)305号文件精神，由地名领导小组组长，原副县长刘玉辅同志主持，召开了有

县人大副主任李信同志、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包音图同志，政府办公室主任张凤岐等同志参加

的专门会议，研究讨论了重名乡镇，村委会名称更名命名问题，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审批手续，

1983年8月地名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凤岐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王玉林同志，县委

办公室副主任包音图同志参加的关于自然村名称标准化、规范化会议。宁城县图、文，表，卡四

项成果，经昭鸟达盟地名领导小组及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办公室验收合格。1985年1月将地名领

导小组调整为地名委员会，蓝成立了宁城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在地名普查成果基础上编辑

了《宁城县地名志》。

我县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是满、回、壮，达斡尔，朝鲜，锡伯等多民族

聚居的地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县地名形成比较复杂，主要有汉语，蒙古语，满语、朝

鲜语和藏语五种。这些地名在较长一段时期缺乏科学管理，加之材文革力中大搞地名革命化，

造成了我县部分地名的混乱。在这次普查中，我们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

暂行规定》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对全县2，475条地名进行了普查、考证，核实，坚持依靠群

众，依靠基层和尊重历史的原则，深人群众，反复调查访问，考证有关资料，本着有利于加

强民族团结，在含义健康的前提下，尊重历史沿革和群众习惯，力求稳定的精神，对每个地

名的来历，更替、含义，译音，用字和读音方面，都做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其中恢复

和更名乡镇级地名3条，村委会级地名30条，自然村级地名16条，新命名居民委员会6条，

街、路14条，在l：5万地形图上标注新增自然村名26条。凡属更名，命名和恢复原名的地名，



2前言

均通过反复调查，考证，与群众协商后，本着“名从主人弦“约定俗成矽的原则，有县委、

县人大、县政府有关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进行审核决定的。按命名，更名审批权限履行

批准手续。经过这次标准化、规范化处理改变了我县地名混乱现象。宁城县人民政府决定，

今后使用我县地名一律以《宁城县地名志》为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名、命名时，必须按

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规定办理法定审批手续，方可生效。

《宁城县地名志》是一部较完整、较系统的地名资料，它从地名的角度反映了我县的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对公安、交通、新闻、出版，邮电、测绘，气象，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

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志编入标准化地名2，154条，各种简介36篇，各种概况29篇，各类地名图31张，宁城县风

貌照片22张，全书约45万字。

本志所引用的，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的数字，均为1982年地名普查时数字。县概况和乡、

镇概况的数字均为1985年统计局数字。

出版《宁城县地名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大事，编写这样比较系统的地

名书籍在我县还是第一次，由于经验不足，资料有限，知识面窄，人员较少，书中一定有不

妥之处，殷切希望关心我县地名工作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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