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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序- ．

《浑源县地名录》己付梓；是一件使人l欣慰之事。～

编纂浑渥县州志，始于明、清两代／志内所录本境地名

部粗略，就连志搽哲谓“烂然明备"的甏隆版，犹病其略也。

在县委和县政府注重蔫昔下编纂成的∥浑源县地名录》，虽不

完备无疏，但基本已补其姻略，较劫售全。

浑源县具有悠久的历史N优秀钧文化遗产和光荣的革命传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夏历皿崩=十三日，在本县李峪村发现

器物，据有关专家鉴定，是j代嬲至宝，在汤架禹鼎之前，
壁绿珠而上。又于1972年，在梁越附近发现的汉墓荤，这都证

源县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髻。毫选＼

浑源自古就有华夏哼“北门锁钥班XK中原北大门"之称。境
内关、口、岭、隘不仅焉反民通行，‘经济雀淤晦必经之途，而且是行
军，作战的要冲和依毵，是历代兵家必争劣洮。如北魏拓跋氏在称

帝前，为了和东晋罐衡，就把浑源作为基地叁■；宋代名将杨业驻

兵浑源磁峡口、凌方口，精心防卫，辽耶律氏八年不敢窥宋。这些

史例，说明浑源划形险要和宅在历史上显示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后，被压迫阶级．选是不断地对统治

者、剥削者进行反抗斗争，浑源境内也是虫≯蘧彰北史载“隋大业十

二年八月，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恒山进兵蒿相謦：≈清代方山聚众起

义，至今在百豁，社横山上还存其遗遂≥舅父衲传诵。城关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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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篡，凡 例

1．本地名录在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测绘的1：5万

地图1979年版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收集居民。地名5 6 7个，台，

站、场、厂地名35个，山，举，沟地名61个，河、渠，泉，水库地

名19个，名胜古迹地名13个，共计695个。

2．本地名录首列按音序排列的索引，除便于检索还可供查隶属

关系之用。

3．本地名录条目，按居民地，山，举、沟，河、渠，泉，水．

库，名胜古迹排列；居民地内条目按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排列。

4．本地名录各条目，由地现位置基本概况和名称来历等三部分

构成。
“

‘＼

5．本地名录为节省篇幅文字，凡一村为大队者均不再注明，多

村为一大队者，首列大队所在自然村，次列其他自然村。各自然村

经济类型与大队相同者，也不赘述。

6．本地名录各条目中的人口，耕地等基本数字，均以浑源县人

民政府统计局1979年统计资料为准。+，

7．本地名录附主要地名(县，公社，河，名胜古迹)概况和

1：110，ooO地图10幅，以便于读者查阅和利用。各图图倒为i

◎

o

●

县人民政府驻地

人民公社驻地

生产大队驻地自然村

一般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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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浑源县概况

浑源县位于山西省的东北部，跨东经113。23’—一1 13。58'，。

北纬39。22—_39。52，东与灵邱、广灵县为邻，南与繁峙县接

壤，西与应县交界，北与大同、阳高县相连，面积1930平方公里。

县人民政府驻城关镇，下辖28个人民公社，359个生产大队，583个

自然村，1121个生产队，全县一个镇九个街道居民委员会，37个县

营厂矿企业。全县67752户，281317人，除数户十余人为蒙、回族

外，均为汉族。 ， ’。

．据《浑源州志》记载：浑源县在尧时属冀州。舜分冀东恒山地

为蓝州。夏盐入冀州。商封代子国，属冀州。周属盐州，以恒山为

镇守地，春秋属代国。战国赵子襄灭代，．属赵国，泰属雁门郡。西

汉置崞县，平舒二县，分属雁门郡和代郡。后两县合盐为血享县，属恒

山郡。东汉建武中年，废婷县，置常山关(注：常山，山名，印恒山)6‘

三国时，曹魏复置血尊县。晋刘妮弃塘县给代王拓跋猗庐。北魏更名为

石城县，为京畿内地：东魏改称廓州，属繁峙郡。隋开皇五年改称平寇

县，大业年问复名山享县，隶雁门郡。唐初为云中地，后分治为县，．

因地处浑河之源，故名浑源县。五代为后唐地，属应州。石敬唐割

燕云十六州贿契丹，浑源县随州入辽。金贞佑二年升为浑源州。元

初改名恒阴县，至元四年再为浑源州，隶西京大同府。明，清承元

治，隶山西布政司大同府。民国元年(1912年)改州为县，属雁门

道。抗日战争时期，南北山区是抗日根据地，．由浑源县抗日政府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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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J11地区和交通沿线被日寇占领，受日伪“浑源县公署”的统

治，日寇投降后由汪子和匪军控剁，1945年10月，全县解放，先后

属晋察冀一专区和察哈尔省雁北专区。1952年12月，察哈尔省撒

销、浑源县随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1 958年，浑源、广灵两县合监

为浑源县属晋北专区，王庄堡，西河口人民公社划入灵邱县。1959

年，浑，广分治，恢复浑源县原建制及其辖区，属雁北地区至今。：

，+浑源县故址在今横山左侧毕村附近，因常受水害，后唐时移于

现址。 。

一'^

一‘‘ { _．

。．浑源县南北均为山区，山地占总面积的71％，号称“塞外第一

山，，的北岳恒山，横豆于县境南部，圭攀屹立于县城南四公里处，

海拔2016．8米。海拔2000米左右的著名山举有12座，与应县交界处

的双羊场山，高2333米，为县境内最高豢。南北山之间是浑河谷

地，系大同盆地的东支，海拔1000—1200米，东高西低，面积
63．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4％。北山南麓为黄土丘陵区， 占总

面积的5％。浑河是境内最大的河流，发源东山乱令关，与王千

峪，唐峪、凌云口峪等支流西向，至应县北流，注入桑干河。

、j浑源县属内陆高原性的气侯，寒冷，干燥，风沙大，为其基本

特征·近三年平均气温6．3℃度，．一月零下1 O．2℃度，七月20．9℃；’年

降雨量449．8毫米，’蒸发量1300毫米左右。无霜期130—一150天。干

旱和霜冻是对农业生产的主要威胁。

浑源县囱然资源丰富，浑源煤田是山西省的八大煤田之一，总

储量为66．9亿吨~，主要分布在南北山区。岔口一带是一个富金属成

远景地区，有丰富的金、银、铜、锌、锡等矿p官王铺，翠屏山等

地的沸石，大磁窑、青磁窑、岔口、大西沟等地的铁衣硫也很丰

· 2 。



富。此外水晶石、石棉、澎润土等，也有一定藏量。西南山区的恒 ·

． 山林场、是山西省的重要林区之一。 ，

浑源县的制鞋，造纸，木器，酿酒，笼箩等手工业，历史悠
。

久，一向发达，素有“南有晋城，北有浑源"之说。解放以后，工

业迅速发展。城关是浑源县的老工业区，建有发电，机械、造纸，

制鞋、酿酒，线材、皮麻、地毯，纺织、农具，五金，食品加工等

工业企业。神头山为新兴工业区，建有化肥厂，铁厂，砖瓦厂，水

泥厂、农机厂等企业。南山中则有恒山电厂、化工厂，陶磁厂和柴

油机厂。县营采煤工业有乔家湾，果子园，耙岔三个煤矿。社队煤

矿共63个，年产煤56．9万吨，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近年还调往五省

?’ 三十八县。本县所产的陶磁、地毯、线材．．冻冤等产品，为国家对

： 外贸易提供大量货源。1979年，全县工业总产值5556．95万元，此

1949年瑁长10．1倍o

浑源县现有耕地798562亩，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山区和丘陵

区多种莜麦，山药和豆类，平川地区主要种植玉米，谷子，小麦，

高梁，山药等作物。解放后，先后修建了恒山水库，浑河水库，

东，西干渠、神溪等水利工程，水浇地面积已由1949年的31．366

亩，发展到219，883亩，改变了生产条件，加上各种瑁产措施的广

泛使用、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79年，全县生严粮盒19 50 O万

斤，此1949年增长1．5倍，农业总产值3636．98万元增长3．8倍，占

、． 7工农业总严值的39．6％1980年虽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粮盒产量仍

。， 然达到16670万斤。。有400多年种植历史，驰名中外的黄芪生产，有

了成倍增长o

浑源是同灵．．同广，同繁．．浑应公路干线的交会点，公路交通

3 ·



十分便利o，

． 浑源县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现有各类学校526所，教员

2933名、在校学生66，868名，分别比解放初期增长2．5倍，10．6倍

和13倍，现有医院、卫生所等医疗卫生机构188个，病床479张，卫生

技术人员855名。城南汤头村的温泉水，沐浴可治病，在北魏年间

卸有官员到此治病。现设有雁北地区汤头疗养院所。

浑源县文物古迹很多，4000多年前业己间谷的北缶忸山，其主

举半山腰上有北魏太延元年(435年)修建的朝殿，宗庙林立，景

像万千，为历代帝王祭耙之地，苴与果老岭、歹阳岭、悬根松入玄

女井、虎风口、大字湾、恒宗等共为恒山十八景。城南八里唐峪

口，左有天举岭，右有翠屏山，在翠屏山的一块山腰巨石上，有北

魏所建的空中楼阁一悬空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关
大寺，园觉寺砖塔，栗锍美墓南山的孙宾寨、老君殿等也较著名。

李峪村的庙坡彩陶文化遗址，毕村的汉墓荤，均具有重要的考古

价值。 ，

“

，· 4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浑源县城关镇概况

浑源县城关镇是浑源县的县城，是县级机关的所在地，也是我

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处我国名山五岳之一“北岳

恒山”的北面山脚下，面积约2平方公里。城关镇是历史上的县镇

所在地，解放前、在达个世纪中经历了抗日，解放等几次大的战争，

受到严重的破坏。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县人民奋发图强，重建

囱己的家园，现在己面貌懊然一新，工业建设初具规模，民用建设

也较前大有发展。城关镇从1972年和公社分家以后、所辖9个居民

区，共有城镇居民12913名，其中男5974名，女6939名，民族大多数

是汉民，只有极少数回、蒙等少数民族。居民多数从事家庭付业和

手工业。

城关镇地处环山盆地内，城内主要大街从东门到西门，东至城

关电厂，西过西关大街，与同浑、浑灵、浑应公路相通。年平均气

温为摄氏6．1度，最冷时为一36．9度最热时为35．3度，年降雨量约

为42．9毫升，是个气1荚比较适宜的北方城镇。

城镇经济状况：解放前城镇居民大多为个体小手工业及小商

贩。解放后、通过1956年改造私营工商业，组织了铁业、造纸、制

鞋等集体厂，社及大小商业网点1972年镇社分家以后，在镇党委的

领导下，又办起了一批镇办，街办企业。镇办企业有：知青鞋厂、

建筑队、土建运输队、铁器品厂、自行车修理、笼箩组、皮革组

等；街办企业有：益民、余井家庭用具厂、示兴、南顺缝纫组，东

、· 5 ·



关洗染组，新华皮麻加工组和其他修理，小饭店章小企业，为繁荣

我县市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城关镇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事

业有县晋剧团、电影队、图书馆、广播站等，有电影院，影剧院各

一座。教育事业，有县办中学三座、镇办小学四座(公社小学除

外)，共有在校学生5200名。卫生事业，除县医院和公社医院外

镇设有医院一所，下设门诊部两处。革命纪念地有为纪念抗日，解

放战争牺牲的革命先烈建的烈士塔。地处城西门外沙河桥大街。名

胜古迹有：建于金代，明、清重修的汞安寺，园觉寺，(俗称：大小

寺，地处城内汞兴街)南门外有北岳行宫，东门外有建于清道光年间

为做过河南道总督栗毓美墓地，内有精细的石雕，很有保护价值。

新 华

位于县城石桥巷以东，东大街以南，因与新华大队辖区相同，

故名新华居委，下辖姚家巷，陈家巷，鼓楼南巷．红牌楼巷石桥

南巷，南营巷和栗家巷。有非农户城镇人口1497人。

余 井

位于县城西南角，辖民安，余井两街和南野地，犁湾店，关

墙南，骡柜，前城壕，余井，南街等七个巷，1530人。

永 兴

位于城东北角，辖汞兴，汞安两街和二神庙前，二神庙后，二

神庙北二神庙东二神庙西，大寺东，北马道，马道，庆汞兴，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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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大石头，老井圪洞，郭家，毛家，李家园等17条巷，1572人。

西 关

(39。42’113。41’)

位于县城的西北部，辖西关，北顺两街和合作，后壕，大张

家，小张家，牌楼，胰子辅，南黟，大水道，莫城庙，杨家，熏

炉，城后壕，城前壕，眼光庙，小北等15条巷，1493人。

南 顺南 J呗

(39。42’ 113。41’ )

位于城西南部，辖南顺，南关两街和沙滩，后城壕，邢家，运

城，小后，头道，二道，三道，蔡家，新民，观音殿，小唐庄，南

圪，东头等16条巷，1498人。

东 关

(390 42’ 1130 41’)

在县城东门外，辖东关大街和书院，石灰窑，桑园等3条巷，

779人。

益 民

(39。42’ 113。41’)

在县城西北角，辖当巷，道巷两街和黄家等17条巷，1807人。

永 胜

位于县城中部，西大街以南，辖汞胜街和政府南巷等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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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1202人。

红 旗

(39。42’

位于县城中部西大街以北，

巷，13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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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长胜，福虎两街和学坑等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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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关人民公社概况 一

’

浑源县城关人民公社在浑河平原的中段，地处同浑，同灵，同广，

浑应公路交汇点，东及东北与张庄人民公社相连，南与大磁窑人民公

社为邻，西与东坊城人民公社接壤，北与下韩村人民公社为界，面积

17．74平方公里，公社驻浑源县城关镇，下辖10个生产大队31个生产

队和农场1个，居民4021户，15546人，均为汉族。经济以农业为主。

《浑源州志》记载，浑源故址在今毕村附近，唐代才迁到现

址。抗日战争时期，浑源城被日寇占领，是日伪“浑源县公署矽所

在地。1945年解放；1946年民主建政，设浑源市，后改为城关区。

1958年，以现辖区内的十二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城关镇所属各

街道，以及东坊城、‘唐庄、土桥辅、张庄、王千庄等村的高级农业

生产合作社成立城关人民公社。1961年东坊城等五村分别划归东坊

城、韩村．张庄人民公社，城关人民公社分设城关镇和城关人民公

社，1967年合蓝为城关镇，1973年镇社分治，恢复城关人民公社。

城关人民公社南依恒山，北临浑河，东南高，西北低，平均海拨

1096米。东南部为恒山坡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西北部为

浑河平原，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耕地面积18053亩，占总面积的

67．8％，广泛地分布于平川和坡地上。林地和草地面积较少，主要

分布在恒山北坡上。一月份平均气温一6℃，最低极端气温

一28℃，七月份平均气温21℃，最高极端气温35℃。年降雨量

420—_458毫米无霜期125天。干早少雨，风沙大，昼夜温差大，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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