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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宗县地名志

河北省广宗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八月



前 言。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省政府的要求，从1981年7月

底开始，广宗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地名普查。在县委和县政

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地名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具有

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业务骨干，广泛地发动基层干部、群众，

历时一年，对全县492条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全面、

认真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力量，查阅了明、清、民国年间

各种版本的《广宗县志》，《邢台史话》，《廿四史》等资

料。搜集和分析了大量的家谱、族谱、碑文石刻，对调查的

材料进行了文字考证。在此基础上，经过内业整理和标准化

处理，制作了普查工作的四项成果-标注标准地名图，地名

普查成果表，重要地名概况汇编和地名卡片。经过省、地两

级审验抽查，认为我县普查工作和四项成果符合标准。

为了巩固地名普查成果，向有关部门提供准确的地名资

料，为地名理论研究，地名科学管理，地名标准化处理提供

可靠依据，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地方史料，对四项成果，

经过进一步审查，核实，修订、充实，编纂了这本《广宗县

地名志》。

《地名志》中的标准地名图定在五万分之一(县图)和

五千分之一(城关图)的地形图的基础上绘成的。重要地名

概况是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规定的选择范围，基本内容和具

体要求编写的，共计22篇。我们力求准确地描述这些重要地名

的概况、沿革和特色。．自然现状和沿革，是自然村卡片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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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标准地名录，选用了成果表中四项内容，将全部经

过调查处理的地名列表说明。《地名志》中用的标准名称，

是在现行名称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的

要求经过标准化处理，并经过县政府批准的。如果需要更改

或补充，应按国家规定履行申报批准手续，否则无效。《地

名志》引用数字没有注明时间的，均为1980年底的统计数

字。

本《地名志》的编纂，是在地区地名办公室同志的具体

指导下进行的。并承蒙统计局，农业局、水利局，教育局、

卫生局、交通局、气象站等部门大力支持，在此向这些部门

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谬误缺陷在

所难免，恳切希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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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漳河沿县西部边境，夙苏家庄村西流入县境，到西板台村

北出境流入巨鹿。西沙河从东部边境流过。合义渠东、西支流

经城南四个公社。

。广宗县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12．9℃，一月份平均气温为一3．2℃，七月份平均气温为

21"(2。无霜期为199天。年正积温为4930多度。年平均丑照

为2441．4小时。年平均降水量为486．6毫米，多集中在七，

八，九三个月。常出现春旱，有“春雨贵如油，，的农谚二

经济以农为主。总耕地510400亩。由于农田基本建

设、‘治理海河和农业机械的增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农业机械总动力为42200马力。拥有拖拉机176台，电动机

1890台。配套机井1440眼。水田、水浇地面积115500亩。随

着生产条件的改变，产量逐步提高。但是，由于沙碱洼地较

多，仍不能摆脱大自然的束缚。产量虽低，潜力很大。农业

生产以粮为主。种植花生，花棉也有悠久的历史。三中全会

以来，由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落

实，生产发展较快，提高了抗灾能力。一九八。年遇到历史

上罕见的大旱灾，降水量为217毫米，不到正常年份的一半，

且是秋早连伏早，给农作物生长造成极大困难。但是，由于

从夏到秋，持续开展了气势磅礴的“一抗三保”活动，大大

减轻了灾情。花生总产6，499，400斤，大旱之年翻两番。粮

食总生仍达到了82，016，200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九年减产

不到两成。林业生产也占重要位置。全县沙荒宜林地八万多

亩，其中有林地58896亩。林业总收入344599元。千鲜果品

年产量7，539，300斤，毒要是苹果，鸭梨和红枣等。前些年
这里的“天津鸭梨"曾供外贸换取外汇。全县大牲畜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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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猪只存栏3594713，羊21542只。年出售生猪15000多

口。社队工副业总收入889，636元。
， 本县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但总的讲，

基础比较薄弱。共有工业企业25个。其中骨干企业有农机

厂，磷肥厂，食品厂、副食厂、印刷厂、棉级厂等。主要产

品有一吨拖车，小农具，磷肥，竹叶青酒，果脯，粉丝等。

工业年总产值956万元。工业部门职工1673人，其中全民所

有制的企业12个，职工，111人，产值占73％，集体所有制

企业13个，职工562人，产值占27％。 ．

一九四五年解放前全县没有象样的公路。现在境内有柏

油公路三条，长达51,2公里。邢(台)临(西)线从城南孙

家庄，北塘瞳横穿过去，孙(家庄)大(南官县大马林)线

纵贯南北’任(县)广(宗)线是一条东西走向公路。与邻

县县城均有班车或公路相通。与邢台市，石家庄市有直达班

车往返，交通比较方便。

解放初全县只有中等学校一所。现已增到20所。教职员工

750人，在校学生9372人。小学211所，教师1286人，在校学

生41882人。县医院一所，医护人员77人，病床100只。地段

医院和公社卫生院12所，医务人员189人，病床139只。多数

大队有保健站，乡村医生524人。全县有文化馆一处，文化

蚌一处，电影院一所，剧场一所，剧团一个，文化生活比较

活跃。

秦始皇东巡，回归途中，于公元前210年，死于“沙丘

平台力。本县大平台村南现在遗址尚存。

广宗县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早在东汉末年，黄

巾的著名将领张梁和数万名义军宁死不屈，在广宗城壮歹lj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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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首先举起“扫清灭洋"大旗的景廷

万人，波及冀、鲁、豫三省，闹得皇

安。抗日战争期间，杜家庄、北杨庄，

名抗日根据地之一。素有“西有太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