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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屉首料江编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河北省高阳县地名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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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地地名
睁 领导机关的布署-1981年县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对全县391条

地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形成了文字概况、地名成果表，

标注地名图、地名卡片四项普查成果。7．- ?：．：’
‘

+．．为使普查成果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活，推动精神文

明建设，为各条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有效地发挥地名’

普查成果的作用，我们依据四项成果，编写了这本《高阳县

地名资料汇编》。以其作为加强地名管理，推行地名标准化

的工具书。这本书志录兼备，对本县地名的历史来历．：含义。

和更替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和叙述，梗概介绍了现实状况。因
。

此它又是一本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

一，

．为提高《汇编》资料的使用和保存价值，使它更富有科

学性；．知识性和实用性，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闳了《高阳 ．

。

县志》、((蠡县志》、(<保定府志》、((河北通志》、《大清

-^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水经注》、

·．《二十四史》等史籍和地方志，对熟悉本县历史、掌故，传

说，古迹的老先生、老干部，老“地方通’’进行了比较广泛地

访问，挖掘出部分碑文，搜集到一些家谱，得到了大量新的资

料。经过反复考证，分析和认真的取舍，对地名普查成果中

的部分地名的历史来历、演变进行了必要的更改、补充。同。 -

耐按照各方面专业人员的意见，对图、表、卡，文进行了审一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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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修订。适当增加了一些条目和文字概况。使《汇编》的资二
料既保持了地名普查成果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较普查成果：

更加可靠和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今后使用高阳县地名及有关二
1资料应以本(<汇编》为准。如需更改或补充，须按国务院((关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履行批准手续后，方可执行。
’

《汇编》的内容包括全县概况‘沿革，河流、公路、桥梁，一

物产，历史人物简志等。县，社(镇)，大队，自然村及主：

要专业部门，人工建筑、革命历史纪念地等地名均志其来历、一．

‘含义更替和概况，还录有行政区划，居民地和其他地名的标：

准名称。本书力求图文并茂，收有标准地名示意图和部分有

．’关照片。鳗汇编》正文的编排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

录为依托，志录兼备，方便使用。

本书为保持地名普查第一代资料的完整，所列各类数挣
均为本县统计局1980年年终统计数字和1981年农业资源调查

的有关数字，所有地名均为1982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的’

标准名称。地名的历史来历众说不一而又难于取舍的一并录．

子其中。为丰富地名的实际内容，在《附编》中收录了尚有’
， 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的古旧名称，摘录了部分方志记载，简’

单介绍了本县部分历史人物，以供参考。， 。，
。．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言简
明。但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可能存有不少缺点和谬误，

恳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

一一编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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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地名图
。

●

镐阳县标准地．名图．
’

。．

滴阳城关稼准地名图 ．

‘

，

·

， 十一，： ’

二、’重要地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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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概况⋯⋯⋯⋯⋯⋯⋯⋯⋯⋯⋯⋯⋯⋯⋯⋯⋯‘(1>÷

滴阳县历史沿革⋯⋯⋯⋯⋯m⋯⋯⋯⋯一⋯⋯⋯“·(7>

城关镇概况⋯⋯⋯⋯⋯⋯⋯．．．⋯⋯⋯⋯⋯⋯⋯⋯⋯．(11>，

南蒲口公社概况⋯⋯⋯⋯⋯⋯⋯⋯⋯⋯⋯⋯⋯⋯⋯(“)‘，

j匕龙化公社概况⋯⋯．．．⋯⋯⋯⋯⋯⋯⋯⋯⋯⋯⋯⋯(16)

．北尖窝公社概况⋯⋯⋯⋯⋯⋯⋯⋯．．．⋯⋯⋯⋯⋯-：·(18)

■匕晋庄公社概况⋯⋯⋯⋯⋯⋯⋯一⋯⋯⋯一⋯⋯⋯(20)+

邢家南公社概况⋯⋯⋯⋯⋯⋯⋯⋯⋯⋯⋯⋯⋯⋯⋯(22)

j匕沙窝公社概况⋯⋯⋯⋯⋯⋯⋯⋯⋯⋯⋯⋯⋯⋯⋯(24)’

博士庄公社概况⋯⋯m⋯⋯⋯⋯⋯⋯⋯⋯⋯⋯⋯⋯(26)：

|{日城公社概况⋯⋯⋯⋯⋯⋯⋯⋯⋯⋯⋯．．．一⋯⋯⋯’(28>；

二jl：于八公社概况⋯⋯⋯⋯⋯⋯⋯⋯⋯⋯⋯⋯⋯：⋯“(30)

。高家庄公社概况⋯⋯⋯⋯⋯⋯⋯⋯⋯⋯⋯⋯⋯⋯⋯(32>

：南赵堡公社概况⋯⋯⋯⋯⋯⋯⋯⋯⋯⋯⋯⋯．．．⋯⋯(34>
‘

涵演公社概况⋯⋯⋯⋯⋯⋯⋯⋯⋯⋯⋯～⋯⋯～⋯(3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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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渡口公社概况⋯⋯⋯⋯⋯⋯⋯⋯⋯⋯⋯⋯⋯⋯⋯

庞家佐公社概况⋯⋯⋯⋯⋯⋯⋯⋯⋯⋯·“⋯⋯⋯⋯

棉布加工管理站概况⋯⋯⋯⋯⋯⋯一’⋯⋯⋯⋯⋯⋯

高阳染厂概况⋯⋯⋯⋯．．．⋯⋯⋯⋯⋯⋯⋯⋯⋯⋯，⋯

高阳毛巾厂概况⋯⋯·：⋯．．o。·专一⋯⋯⋯⋯⋯⋯⋯

高阳红旗丝织厂概况⋯⋯⋯⋯⋯⋯⋯⋯⋯⋯⋯⋯⋯

保定地区钻床厂概况⋯⋯⋯“⋯⋯⋯⋯⋯⋯⋯⋯⋯

高阳化肥厂概况⋯⋯⋯⋯⋯⋯_⋯⋯⋯⋯-．．．0⋯⋯·

高阳县五金农具厂概况⋯⋯⋯⋯⋯⋯⋯⋯⋯⋯⋯⋯

高阳砖厂概况⋯⋯⋯⋯·：⋯··?⋯_·t：⋯⋯⋯⋯⋯⋯

高阳棉织厂概况⋯⋯⋯．．．⋯⋯⋯⋯⋯⋯⋯⋯⋯⋯⋯

高阳县农机修造厂概况⋯⋯⋯⋯⋯⋯⋯⋯．．．⋯⋯⋯

高阳县磷肥厂概况⋯⋯⋯⋯·一⋯⋯⋯⋯⋯⋯⋯⋯”

高阳县水泥制品厂概况⋯⋯⋯⋯⋯⋯⋯⋯⋯⋯⋯⋯

高阳汽车站概况⋯⋯⋯⋯“⋯⋯⋯⋯⋯⋯⋯⋯“⋯·

潴龙河大桥概况⋯⋯⋯．：-⋯～一⋯⋯⋯⋯⋯．．．j⋯··

’胜利大桥概况．．．．．．．．．⋯⋯⋯：⋯一⋯⋯⋯⋯⋯⋯。”

浦口扬水站概况⋯⋯⋯⋯⋯⋯⋯⋯⋯⋯⋯⋯⋯⋯_

河北高阳中学概况⋯⋯．．．⋯⋯⋯⋯⋯⋯⋯⋯⋯⋯．．．

河北高阳师范学校概况⋯⋯⋯一”．⋯⋯一．．．⋯⋯⋯

布里村留法工艺学校旧址概况⋯⋯．．．⋯⋯⋯⋯⋯⋯

高阳烈士陵园概况一⋯⋯⋯．-．⋯⋯⋯⋯⋯⋯⋯⋯⋯

辛庄烈士陵园概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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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村现状及沿革。’

城关镇⋯⋯⋯⋯⋯⋯⋯⋯⋯⋯⋯⋯⋯⋯⋯⋯⋯⋯⋯

西，街(76) 北关(76) ?代家庄

北街(77) 西关(78)。． 东街

，．东关(79) 南街7(79) 一南关
～：·

’
．

’7

甫蒲口公社⋯o⋯⋯⋯⋯⋯··：⋯：．．⋯⋯⋯⋯⋯⋯⋯

南蒲口i(81)，
， 西陶口(82)

恒道(83)

南 马(84)

后柳滩(85)

7‘．’．南蔡口(86)

．吴庄(81) 赵．庄

北陶口(82)‘ 邢果庄

陶口店(83) ．。赵 口
～

西柳滩．。(84)， 前柳滩

、北蒲口(85) ，北蔡口

’ _ ．

(76)一

<77)。

(78)’．

(80>’

(81)’

(81>’

(82)。．

(83>‘

(84)，

(86>

北龙化公社⋯⋯⋯⋯¨．．．⋯⋯⋯⋯⋯⋯⋯⋯⋯⋯⋯．(87>’

．
北龙化(87) 张．庄(87) ．．三坊子(-87)一

拥城(88)一，大教台(88) 。南教台．(89>“

．孟仲峰(89) ．北佛堂(89) ，良村(90)

石氏(90) 南佛堂(91) ．西龙化(91)。

南龙化(91) ，梅果庄(92> o ．

’

北尖窝公社⋯⋯⋯⋯⋯⋯⋯⋯⋯⋯⋯⋯⋯⋯·“⋯⋯(93>-

。北尖窝(93) 西杨庄(93) ．阮庄(93．>，

。耿．庄(94) 。徐果庄(94) 尚家柳(94)

南尖窝(95) 雷家庄(95+) ．野壬(95>
． 。西河(96) 西河屯(96) ．解家庄(97卜

。3一。



东 河(97) 。

■匕晋庄公社⋯⋯⋯⋯⋯⋯⋯⋯⋯⋯⋯⋯⋯⋯⋯⋯⋯(98)

北晋庄(98) 板 桥(98)苇元屯(99>

三岔口(99) 南 板(100)宋家桥(100)

佐家庄(100) 张博士庄(101)田家庄(101)

南晋庄(101) 杨家佐002) 。。

‘j邢家南公社⋯⋯⋯⋯⋯⋯⋯⋯⋯⋯⋯⋯⋯⋯⋯。⋯⋯(103)
’

邢家南(103) 六合屯(103)六合庄(1叫>，

西何家庄(104)’季 朗(104)于留佐(105)

赵官佐(10S)-斗j洼(106)留祥’佐’(106)
一匕沙窝公社⋯⋯⋯⋯⋯⋯⋯⋯⋯⋯⋯·?⋯⋯⋯⋯⋯(107>

．北沙窝(107) 西‘ 庄(107)赵1通(107)

西壬草庄(108)-东王草庄(108)隆合庄(109)：

． 杨家屯(109) 北圈头(110)岳家佐(110)
。+

骆家屯(110) 南沙窝(111)西田果庄(111)

东田果庄(111)。‘史家佐(112)‘
’7

。博士庄公社⋯⋯⋯⋯⋯⋯⋯⋯⋯⋯⋯⋯⋯⋯⋯⋯⋯(113)

小王果庄(113)．吴家庄(113)．东何家庄(113)

阎家坊子(114)。李果庄(114)魏家庄(115)

。西留果庄(115) 傅家营(115)博士庄(116)
“

。于 堤(116) 王家河(116)壬 福(117)

长果庄(117)‘⋯。⋯ -i
’

：。

日日城公社⋯⋯⋯⋯⋯⋯⋯⋯⋯⋯⋯⋯⋯⋯⋯”j⋯⋯(118)

’旧 城(118) 齐王庄(118)西梁淀(119)

东留果庄(119) 石家庄(119)新立庄(120)

皇亲庄(120) 。．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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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北堤口(121)南堤口

(122) 北路台(122)路台营

(123) 南于八(123) j

⋯⋯⋯●●●⋯⋯⋯⋯⋯⋯⋯⋯⋯⋯⋯⋯

(125)j北坎苇(125)。陈家庄

(126) 南坎苇026)．东杨庄
·

‘

殷家庄(127) 刘家庄(128)庞 口

李家庄(128) 自家庄(129)
。

，。南赵堡公社⋯⋯⋯⋯⋯⋯⋯⋯．．．⋯⋯⋯⋯⋯⋯·o”

一‘：南赵堡030) 南圈头(130)一饲家辛庄

赵堡店(131) 延福屯(132)·魏家佐

东赵堡(133) 赵堡辛庄(133)北梁家庄

， 延 福(134) 布。里(134)崔家庄
， 莘 桥(135)

， 西演公社⋯⋯⋯⋯⋯⋯⋯⋯⋯⋯⋯⋯⋯⋯⋯⋯⋯⋯

i 西 演(136) 苏果庄(136)马果庄

，f ：团丁庄(137)．杨家务(1s7)小团丁
’

’八果庄(138) 任家佐(139)田家佐

东绪口(139) 利家口(140)‘北辛庄

，甫+辛庄(141) ．，1．

边渡口公社⋯⋯⋯““⋯⋯⋯⋯⋯⋯⋯⋯⋯⋯⋯⋯一
， 边渡口(142) 安家庄(142)连家庄

． 西王庄(143)．北柳庄(143)．西柳村
’‘

姜齐庄(144) 边家务(144)小冯村
’ 庞家佐公社⋯⋯⋯⋯～⋯⋯⋯⋯⋯⋯⋯⋯⋯⋯

(121)．

(121>，

(i23》

(125>

(125卜

(127>·

(128>，

030)’‘

(131y

(132> ·

(133)*

(1SS>

(136>

(137弘

(138)，

(139>

(140>

(142>

(142>

044>

(145>

(146>

。5· 户



‘‘庞家佐(146) 贾家务(146)北归还<147)

。都曹口(147)．：南梁家庄(148)’：大兴庄l(148)

辛丰庄(148)：．南归还(149)j西归还(149)
’

丘家佐(150)．河西村(150)庄‘+’头(151)

‘“?大团丁(151)·北连城(151)湘连口．(152)

+张家连城(153)‘‘刘家连城(153)’。··二‘
1 o，1：．，．-r·¨ ，．；一 _．：，：一：o，t’_． 一
，、i≯～ ‘。 四J、’标准地名录，：j．。：，一：√．

‘

：
‘

：? ：，j：’' ’，’·

‘

‘t：’|，一 ：j．

．行政区划名称⋯⋯⋯．．．”j⋯二⋯⋯⋯⋯⋯⋯⋯⋯⋯．7．(154)．．’j．

居民地名称：⋯?⋯··j÷“．．．⋯⋯．．．··：．．．⋯⋯⋯⋯．．'··：·，(164)

其他地名名称⋯⋯⋯∥．⋯·o⋯·-；·y⋯⋯⋯”y⋯⋯‘(176)

’。五、j一附

；： ’：．、
，

l‘

。．孓

‘
，

，

。高阳古旧名称⋯⋯⋯⋯⋯．．．⋯⋯⋯⋯⋯⋯⋯⋯⋯⋯(181) ．

。‘高阳国⋯⋯⋯⋯⋯“⋯．．．“：⋯⋯一⋯⋯⋯j⋯”(181)’ }

．高阳郡⋯⋯⋯“：⋯⋯·；：一⋯“⋯⋯j⋯·：．．．⋯⋯·：(181) l
’

蒲州⋯⋯·?⋯⋯⋯⋯⋯⋯·⋯⋯⋯一．．．⋯．．．⋯：～(182)。

1顺安军，安州⋯k．，．．⋯⋯⋯·．．．⋯⋯j：⋯⋯⋯．t．(183) ．

高阳市⋯⋯⋯⋯⋯⋯⋯⋯1⋯⋯⋯一⋯⋯⋯⋯⋯(183)

√1古旧村庄名称拾遗⋯⋯⋯⋯⋯⋯“：⋯⋯咿⋯o．(184)

高阳县村庄由来浅述o⋯⋯．．-．⋯⋯⋯⋯一⋯⋯j．．．：：(186)。

地方志摘录⋯⋯⋯⋯’而⋯⋯⋯⋯．．．．．．⋯。一．”⋯⋯(189)

‘明朝天启四年《高阳县志·舆地志》摘录⋯⋯(189)
’

+
清朝雍正八年《《高阳县志·四路村庄》录⋯一(190)1

’

‘ ^

·6·
‘ “



清朝光绪十二年《保定府志·村庄户口)、摘录⋯(191)-
～

． 民国二十年高阳县村庄录⋯⋯⋯⋯⋯⋯⋯⋯_(192)，“’

高阳县辖村庄归属变动录⋯⋯⋯⋯⋯⋯⋯⋯⋯⋯⋯(194)，

高阳县著名历史人物简介⋯⋯⋯⋯⋯⋯⋯⋯⋯⋯⋯(196)·

：、。 孙承宗⋯⋯⋯⋯”?⋯⋯⋯⋯⋯⋯⋯⋯⋯⋯⋯⋯(196)·
甍 +李鸿藻⋯⋯⋯⋯⋯⋯⋯⋯⋯⋯⋯⋯⋯⋯⋯⋯”：．(198)，

L7 “

孙岳⋯⋯⋯⋯⋯⋯⋯⋯⋯⋯⋯⋯⋯⋯．．．⋯⋯(201)-
吖

、． 杨景山⋯⋯⋯⋯⋯⋯⋯⋯⋯⋯⋯一⋯⋯⋯⋯⋯(203卜

． 、’ 佟麟阁⋯⋯⋯⋯⋯⋯⋯⋯⋯⋯⋯⋯⋯⋯⋯⋯⋯(204)t·．

盖叫天⋯⋯⋯⋯⋯⋯⋯⋯⋯⋯⋯⋯⋯⋯⋯⋯⋯<204)-一

，． 子冠军⋯⋯⋯⋯⋯⋯⋯⋯⋯⋯⋯⋯⋯⋯⋯⋯。⋯(206)-
地名更名、命名文件⋯⋯⋯⋯⋯⋯⋯⋯⋯⋯⋯⋯⋯(207>

， 7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地名更名的通知⋯⋯⋯⋯·●⋯(207>
’

． 中共高阳县委，高阳县人民政府通知一⋯⋯⋯⋯⋯(208)-

．高阳县行政区划变更表⋯¨⋯⋯⋯⋯⋯⋯⋯⋯⋯⋯(209)： 一

、后记⋯⋯⋯⋯⋯⋯⋯”⋯⋯⋯⋯⋯⋯⋯⋯⋯⋯⋯⋯(210>
·

t
、

j‘“
、

·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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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县概况

高阳县位于保定地区东南部，西南偏北距省会石家庄市。

‘：．134．4公里。东与沧州地区接壤，北与安新县毗邻，西与清

苑县交界，南与蠡县相连。’全县总面积472平方公里。入口 ．

245480人，多数为汉族。有69入分别属于回，一满÷蒙，．自、

．壮等少数民族。县辖1镇14个人民公社180个大队，17'2个自

‘．然村i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 ：
⋯、

“

一|．高阳因位于高河之北，水北为阳而得名高阳；历史上有
凡

’高阳国‘、高阳郡、高阳关等称。汉朝设置高阳县，_县治设莅

，现在的旧城，明朝洪武三年(13'／0年)，因水陷高阳城，县．

：治西迁于今治(原称丰家口)仍名高阳县。～i，二+一，， ，
，

“七·七黟事变后，高阳县沦为战区。1938年建立高阳县．

抗日民主政府。游击于本县东南部。1945年8月光复。1947’
埠进行土改。19重9年10月成立高阳县人民政府。⋯；，-。

高阳县地处太行山麓冲积平原，属于扇间交接洼地。地

一下淡水资源分布复杂，—般为浅层薄层淡水。沙层表现为中．

，砂，细砂i细粉砂颗粒。地表沙地，碱地，洼地、岗地均有’

，分布。：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高度(黄海高程)在7—
12．5米之间，坡降为l／4000--二-5000米。地面开阔平坦。 ．

境内河流较多，主要有潴龙河，小白河，孝义河，潴龙

’河分洪道等。但全部属于季节性河流。潴龙河河面宽阔，最大

泄洪量为1800米3／秒，潴龙河、孝义河均于本县东北部注入
病洋淀。潴龙河右堤是有名的千里堤。

j：全境处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气候特征分明。，

。_¨



冬季干燥寒冷，春季多风少雨，夏季炎‘热多雨，秋季风蒲 ．

气爽。属于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气温11．9℃，一月平

均气温一5．1℃，四月平均气温13．8℃，七月平均气温26．5℃，． ．t

十月平均气温12．8℃。极端最低气温一24．3。C，出现在1966年

2月22 El。极端最高气温42℃，出现在1972年6月10日。全年 ．≯

日照时数2663小时。太阳辐射总量127 j8千卡／cm～全年

，≥0。积温4717 ciC，≥10。积温4325。C。初霜日约子10月下旬，． 二．

终霜日约子4月中间，无霜期186天。平均年降雨量522．1毫米。，， 、

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大风、干热风、低温、冻害，连阴雨 ：

和雹灾。其中以风灾最为常见，平均每年出现八级以上大风

27次'_其中夏季占40：3％，、对农作物正常生长威胁很大。‘：． ．

一

高阳县土壤全部属于潮土类型。成土母质为近代河流净

积物和湖相静水沉积物。分八个土属二十三个土种，其中巾 ，．

“壤占耕地面积的16：7％，轻壤占耕地面积的47．3％}·沙壤占 ． ．

。耕地面积的14．1％，盐化潮土占耕地面积的21．6％l～还有爹，’

量的沙质土和脱沼泽土。中壤质潮土多分布于县城北部‘；盯 。

’

小自河■带，沙壤质土集中于潴龙河两翼，城西多为轻壤质 j

潮土。盐化潮土多为巾度和轻度盐化潮士￡。在全县各地均有 ，‘

分耷a『一-
：，，

，’- j，l?0 7≯≯i：冀，．一。一o
’

、

本县农业建设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大，中，小型排灌千

渠52条，全长196公里，，扬水机站8座，扬水点79处≯闸涵

56处，总排灌能力57．8木3／秒，控制沥涝面积38．37i"亩， ．

有效灌溉面积12万亩。机电井2704B艮，水浇地29．4万亩，占

总耕地面积的58．1％。从1958年开始发展使用农业机械，现 ·

有农业动力机械6678混合台，农机总动力88357马力。’各种 ．

机引农业机械4036台。机械化程度分别为机耕占71．4％，小
’

．2”．
‘

‘一． ，．

。‘

●

’

，
● ～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