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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苦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的部署，我县组织了专门力量，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

历时一年多，对全县451条地名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地调

查与考证。其间，参阅了《邱县县志’，‘河北省地方志志

书资料》，《读史方舆纪要》等，访问了一些熟悉本县历

史，掌故，古迹，传说的老先生，老干部、。老地方通’’，

以内外结合，读史与听，看，议结合的方法，坚持务实求

真，尽量使内容丰富翔实，符合本县面貌和它的历史，经过

外业调查、考证和内业整理及地名标准化处理，1983年夏完

成了地名普查四项成果，即文字概况、地名成果表．‘标准地

名图，地名卡片等。经省、地地名办公室审查，验收合格。

在此基础上，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主，参考了有关历史记

载，对群众传说进行了分析，考证和必要的取舍。为给各条

战线提供可靠地名资料，服务于整个社会和人民生活，以适

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编纂了这本《邱县地名

志》，作为推行地名标准化、加强地名管理、普及地名知识

的工具书。同时又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本书以地名普查为基础，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汇编成

册。通过广泛的征求意见，集各方专业人员对文，图、表、

卡进行审核，补充、修订，并适当增编篇目。同时，又参阅

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邱县县志》，《山东通志》、《东

昌府志》，<临清州志》、《畿辅通志》、<畿辅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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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事博物馆《香城固歼灭战》汇报之原件等，对挖掘搜．

集的古碑(五块)、谱书，重新考证，为200多条地名的来

历，含义，演变找到依据，务求尽量翔实清楚，加以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再次修订成册。县政府领导同志亲自审阅稿

件，地区地名办公室又做了全面的审定工作，因此，《地名

志》的资料较地名成果更为可靠，充实，完善。同时，保持

了四项成果的系统性、完整性。它着重介绍了我县各类地名

标准名称，位置，行政归属及其由来、含义和演变等地名要

素。并有选择地适当反映其具备的自然，经济，文化等特

征。做到以地名为主线，突出历史内容、突出现状特征，使

之成为一份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的地名历史资料．

今后使用邱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应以本《地名志》为准，如

需更改或补充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方可有效。

本书收编县地名图三幅(标准地名图、交通示意图，水

利示意图)，县、社和其它概况39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

187篇。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力求文图并茂，志录兼

备，方便实用。

本书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对历史记载、群众传说，经

考证分析，作了必要取舍。所引各类数据均以县统计局1982

年年终统计报表为准。所有地名均为1982年地名普查标准化

处理后的标准名称。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语育简

明。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志书史料贫乏，理解浮浅，恐错

·误难免，恳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邱县地名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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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固公社概况⋯⋯⋯⋯⋯⋯⋯⋯⋯⋯e00eo000·0Bg(36)

贺堡公社概况⋯⋯⋯⋯⋯⋯⋯⋯⋯⋯⋯⋯⋯⋯⋯(39)

东目寨公社概况⋯⋯⋯⋯⋯⋯⋯⋯⋯⋯⋯⋯⋯·一(41)

贾寨公社概况·⋯⋯⋯⋯⋯⋯⋯⋯⋯⋯⋯⋯⋯⋯”(43)

南辛店公社概况·O·O 00,O·O,一⋯⋯⋯⋯⋯⋯⋯⋯(45)

邱城公社概况⋯⋯⋯⋯⋯⋯⋯⋯⋯⋯⋯⋯⋯⋯⋯(147)

梁：庄公社概况⋯⋯⋯⋯⋯⋯⋯⋯⋯⋯⋯⋯⋯⋯(49)

谢里庄公社概况⋯⋯⋯⋯⋯⋯⋯⋯⋯⋯⋯⋯⋯⋯(51)

大马堡公社概况⋯·餐．，⋯⋯⋯⋯⋯⋯⋯⋯QQ 91·Q．B41tQ(53)

其它地名编

一邱县t点企事业簟位概况⋯⋯⋯⋯⋯⋯⋯一⋯⋯(57)

国营邱城林场概况⋯⋯⋯⋯⋯⋯⋯⋯⋯⋯⋯⋯⋯(57)

邱县汽车站概况OQO DQ·O·O··0000；‰⋯⋯⋯⋯⋯⋯⋯”(58)

邱县气象站概况⋯⋯⋯⋯⋯⋯⋯⋯⋯⋯⋯⋯⋯⋯(59)

马头变电站概况⋯⋯⋯⋯⋯“⋯⋯⋯m⋯⋯··OOq(60)

邱县拖拉机站概况⋯⋯⋯⋯⋯⋯⋯⋯⋯⋯⋯⋯⋯(60

大郭斗变电站概提⋯⋯⋯⋯⋯⋯⋯⋯⋯⋯⋯⋯⋯(62)

邱县化肥厂概况⋯⋯⋯·⋯⋯⋯⋯⋯⋯⋯⋯⋯⋯·(63)
邱县石油库概况⋯⋯⋯⋯⋯⋯⋯⋯⋯⋯⋯⋯⋯⋯(64)

邱县百货公司概况⋯⋯⋯⋯⋯⋯⋯⋯j⋯⋯⋯⋯”(65)

嗣；县天民医院概况．．．．．．⋯⋯⋯⋯⋯⋯⋯⋯⋯⋯⋯(66)

邱县第一中学概况⋯⋯⋯⋯⋯⋯⋯“⋯⋯⋯⋯⋯(67)

：邱县革命纪念地概况⋯⋯⋯⋯⋯⋯⋯⋯⋯⋯⋯⋯(68)

邱县烈士陵园概况⋯⋯⋯⋯⋯”·QO 80⋯⋯⋯⋯⋯·(68)
／1 ’

▲ ／
·



邱县香城固战斗概况o⋯⋯⋯⋯⋯⋯⋯⋯⋯⋯⋯L69)

三邱县河道，渠道，公路及建筑物概况⋯⋯⋯⋯⋯(70>

沙东干渠概况⋯⋯⋯⋯⋯⋯⋯⋯⋯⋯⋯⋯⋯⋯⋯(70)

老沙河概况⋯⋯⋯⋯⋯⋯⋯⋯．．．⋯⋯⋯⋯⋯⋯⋯(71)

老漳河概况⋯⋯⋯⋯⋯⋯⋯⋯⋯⋯⋯⋯⋯⋯⋯⋯(72)

(北)京开(封)公路概况⋯⋯⋯⋯⋯⋯⋯⋯⋯(73)

邯(郸)临(清)公路概况⋯⋯⋯⋯⋯⋯⋯⋯”(74)’
邱(县)广(平)公路概况⋯⋯⋯⋯⋯⋯⋯⋯⋯(75)

邱县香城固桥概况⋯⋯⋯⋯⋯⋯⋯⋯⋯⋯⋯⋯⋯(76)

邱县傅辛庄桥概况⋯⋯⋯⋯⋯⋯⋯⋯⋯⋯⋯⋯⋯(77)

邱县小屯桥概况⋯⋯⋯⋯⋯⋯⋯⋯⋯·⋯⋯⋯⋯(78)⋯
邱城蓄水闸概况⋯⋯⋯⋯⋯⋯⋯⋯⋯⋯⋯⋯⋯⋯(79)

’小屯蓄水闸概况⋯⋯⋯⋯⋯⋯⋯⋯⋯⋯⋯‰⋯⋯(80)

聚落地名编

一邱县一百八十八个自然村、=育一+八个大双的‘

自然现状及其沿革⋯⋯⋯⋯⋯⋯⋯⋯⋯⋯⋯⋯⋯(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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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头⋯⋯⋯⋯⋯⋯(83)

第四营⋯⋯⋯⋯⋯⋯(84)

留 固⋯⋯⋯⋯⋯⋯(85)

后孝固⋯⋯⋯⋯⋯⋯06)

北孝固⋯⋯⋯⋯⋯⋯(86)

耶律寨⋯⋯⋯⋯蔬⋯(84>

褚庄一“⋯⋯⋯；··(85>

李省庄⋯‰⋯；。“；·(85>

中孝固⋯⋯⋯⋯；一”(80

西孝固⋯⋯⋯⋯⋯⋯(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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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留固．．．⋯．．．⋯⋯_(87)

聂楼：：：．．．⋯．．．⋯⋯(88)

韩庄⋯⋯⋯⋯⋯⋯(89)

东常屯⋯⋯⋯⋯⋯⋯(89)

礼村⋯⋯⋯⋯⋯⋯(90)

旦寨公社
： 。

’

旦 寨⋯⋯⋯⋯．．．(91)

张漳逯⋯⋯⋯⋯⋯(91)

宋八疃⋯⋯⋯⋯．．．(92)

李 庄⋯⋯⋯⋯一(93)

西杜林疃．．．⋯⋯⋯⋯(93)

刘 庄⋯⋯⋯⋯⋯(94)

新鲜庄004 0。j⋯∽。如(87)

柳辛庄Ⅲ越⋯⋯⋯!·；(88)

沙辛庄⋯⋯⋯⋯⋯⋯(88)

宋庄⋯⋯⋯⋯⋯⋯(89)

西常屯⋯⋯⋯⋯⋯⋯(89)

霍博逯“⋯．⋯··!⋯(91)

李漳逯⋯?⋯⋯⋯·；(92)

路 庄⋯⋯⋯⋯·-；(92)

辛 集⋯⋯⋯⋯⋯(93)

东杜林疃⋯⋯⋯⋯⋯(93)

北壬楼⋯⋯⋯⋯⋯(94)

古城营公社．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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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营．．．⋯⋯⋯⋯⋯(95) 东庄⋯⋯⋯⋯⋯⋯(95)

城角o am·Io omD 00 0 000 00(95) 花台⋯⋯“⋯⋯·÷：i(96)

东孟村⋯⋯⋯⋯⋯⋯(96) 西盂村⋯⋯⋯⋯⋯⋯(96)

鲍、庄⋯⋯⋯⋯⋯⋯(96) 枣t，：坡⋯⋯⋯⋯⋯⋯(97)

南⋯营⋯⋯⋯w⋯．．．(97) 潘坡一⋯⋯⋯⋯⋯．(97)

刘坡⋯⋯．．．⋯⋯w(98)? 大省庄“⋯⋯⋯⋯⋯：(98)

大寨．．．⋯⋯Ⅲ⋯⋯’(99) 壬省庄⋯⋯⋯⋯⋯⋯!(99)

张省庄竹⋯⋯⋯??：⋯(99)‘ 杨省庄⋯⋯⋯“⋯⋯(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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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落堡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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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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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石彦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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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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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辛庄⋯⋯⋯⋯⋯⋯(112)

李二庄⋯⋯⋯⋯⋯⋯(112)

韩东固⋯⋯⋯⋯⋯⋯(113)

东目寨公社

东日寨⋯．．．⋯⋯⋯⋯(114)

，＼皮5基睾⋯⋯⋯⋯⋯⋯(114)

霍家庄⋯⋯⋯⋯⋯⋯(115)

谣官寨⋯⋯⋯⋯⋯⋯(115)

自六寨⋯⋯⋯⋯⋯⋯(116)

贾寨公社

贾寨⋯⋯⋯⋯⋯⋯(118)

小郭斗⋯⋯⋯⋯⋯⋯(118)

兰庄⋯⋯⋯⋯⋯⋯(119)

大郭斗⋯⋯⋯⋯⋯⋯(120)

郭村⋯⋯⋯⋯⋯⋯(120)

孟家村⋯⋯⋯⋯⋯⋯(121)

聂山固⋯⋯⋯⋯⋯⋯(121)

东枣园⋯⋯⋯⋯⋯⋯(122)

马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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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庄⋯⋯⋯⋯⋯(112)

布古⋯⋯⋯⋯⋯(113)

韩西固⋯⋯⋯⋯⋯(113)

恒庄⋯⋯⋯⋯⋯(118)

百户寨⋯⋯⋯⋯⋯(119)

郭庄⋯⋯⋯⋯⋯(119)

雨庄⋯⋯⋯⋯⋯(120)

杏园⋯⋯⋯⋯⋯(120)

梁盟⋯⋯⋯⋯⋯(121)

西枣园⋯⋯⋯⋯⋯(122)

小寨⋯⋯⋯⋯⋯(122)

阎村⋯⋯⋯⋯⋯(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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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辛店公社

南辛店⋯⋯⋯⋯⋯(124)

高 庄⋯⋯⋯⋯⋯(125)

r前大槐树⋯⋯⋯⋯⋯(125)

后大河套⋯⋯⋯⋯⋯(126)

前大河套⋯⋯⋯⋯⋯(126)

东大侯仲⋯⋯⋯⋯⋯(127)

邱城公社

梁二庄公社

■

黄河套⋯⋯⋯⋯

后大槐树⋯⋯⋯⋯

倪 宋⋯⋯⋯⋯

刘保庄⋯⋯⋯⋯

西大侯仲⋯⋯⋯⋯

梁二庄(134)东姚四头(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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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姚四头⋯⋯⋯⋯⋯(134)

东七方⋯⋯⋯⋯⋯(135)

小河套⋯⋯⋯⋯⋯(136)

前郎二寨⋯⋯⋯⋯⋯(136)

坞 头⋯⋯⋯⋯⋯(137)

孟二庄⋯⋯⋯⋯⋯(137)

兴平堡⋯⋯⋯⋯⋯(138)

靳兴平⋯⋯⋯⋯⋯(139)

谢里庄公社

谢里庄⋯⋯⋯⋯⋯⋯(140)

张何村⋯⋯⋯⋯⋯⋯(140)

霍赵屯⋯⋯⋯⋯⋯⋯(141)

东锚寨⋯⋯⋯⋯⋯⋯(141)

郭吕庄⋯⋯⋯⋯⋯⋯(142)

杜申寨⋯⋯⋯⋯⋯⋯(143)

郝段寨⋯⋯⋯⋯⋯⋯(143)

：大马堡公社
l

大马堡⋯⋯⋯⋯⋯⋯(145)

郭桃寨⋯⋯⋯⋯⋯⋯(145)

新井头⋯⋯⋯⋯⋯⋯(146)

段寨⋯⋯⋯⋯⋯⋯(147)

儒林⋯⋯⋯⋯⋯⋯(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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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侯仲⋯⋯⋯⋯(135>

西七方⋯⋯⋯⋯(135)-

后郎二寨⋯⋯⋯⋯(136)一

焦 路⋯⋯⋯⋯(136)-

程二寨⋯⋯⋯⋯(137)

张． 庄⋯⋯⋯⋯(138)·

声兴平⋯⋯⋯⋯(138)

万兴平⋯⋯⋯⋯(139)t

贾里庄⋯⋯⋯⋯⋯(140y

杨庄⋯⋯⋯⋯⋯(141)

西锚寨⋯⋯⋯⋯⋯(141)·

徐申寨⋯⋯⋯⋯⋯(142)·

李申寨⋯⋯⋯⋯⋯(142)

刘段寨⋯⋯⋯⋯．．．(143>

龚堡⋯⋯⋯⋯⋯(143)·

赵桃寨⋯⋯⋯·o⋯(145)．

王桃寨⋯⋯⋯⋯⋯(145)-

石佛寺⋯⋯o一一(146)·

南寨⋯⋯⋯⋯⋯(147)

南辛庄⋯⋯中⋯⋯(148)-



=聚落地名一览裹⋯⋯⋯⋯⋯⋯⋯⋯⋯⋯⋯⋯⋯⋯(149)

地 名 录

一邱县标准地名录⋯⋯⋯⋯⋯⋯⋯⋯⋯⋯⋯⋯⋯⋯(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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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县
邙县位于邯郸地区东北部。东及东南与临西、馆陶县为邻．西及西南与曲周县接壤．北与平

乡、广宗、戚县毗邻。面积四百四十八平方公里。有十五万八千五百六十七人，其中回族等少数民

族七千零四十四人，其余均为汉族。籍十三个公社、二酉一十八个大队。有一百八十八个自然村。

县人民政府驻马头．距邯郸市六十七公里。

政区沿革邸县辖境．在春秋时先属卫．后为晋曲粱地。战国属赵。秦属邯郸郡。西汉始于

此地置乎恩县，属魏都。东汉因之。三国魏时．平恩县改属冀州广平郡。晋代隶司州广平郡。北

魏时平恩县属相州广平郡．后分平恩县置曲安县。北齐时废曲安县．并省斥潭县人平恩县。南代．

平恩县更隶武安鄂。唐初平恩县改属堵州，天宝元年隶广平郡，至德二年还属沼州。宋代．平恿

县属河北西路i}；州。金代．平恩县省入曲周县为镶．今县地遂为曲周县辖区。元至元二十六年(公

元一=八九年)分曲周县地始置邸县．属东昌路。明弘治二年，邱县改属山东省东昌府临清州。

清乾隆四十一年邱县属山东省临清直隶州。民国三年，邱县改属山东省鲁西道。十七年废道后．

始直隶山东省。抗日战争爆发后，于一九三八年秋建立邱县抗日政府．属冀南区，一九四六年属

冀南区一专区。一九四九年八月．邱县划归河北省邯郸专区，一九五八年邱县井人曲周县．一九

六二年恢复丘5县原建制。

自然条件 本县地处河北平原南部。地形系古黄河．漳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地势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起伏较小，低洼平坦，海拔在三十四至四十米之同。一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

热多雨．冬季寒冷干螺，春秋两季多风。年平均气温摄氏十三点一度．一月平均气温摄氏零下三

点一度。七月平均气温二十六点五度，年平均降水量五百六十毫米左右．多集中在七、八月份．

年R照约二千五百四十小时，早霜始于九月中旬．晚霜终于四月上旬，无霜期约二百零五天。土

壤主要为黄潮土和褐±化潮土。西部雾粘质揭土化瀚土和盐化潮土．东部多轻壤质盐化潮土．老

抄河治岸多沙土，北和中部多粘沙质、轻壤质潮土。

经济状况 本县经济以农业为主。辨地面积五十万亩。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

豆类和薯类．总产量九千零四十万斤；经济作物主要以棉花、花生、芝麻、药材为主。为促进农业

发展，开挖疏浚了老沙河、老漳河等大小河渠二百一十三条．建扬水站六个．’打机井=千多眼．

灌溉面积共二十多万亩。林业比较发达．共有林地面积三万零五百亩．尤其老抄河两岸营造了大

面积用材林和防护林．树种以洋槐为主，四旁植树一百八十二万株，树种有洋槐、榆．杨等树。

果园面积七千一百三十五亩，盛产苹果、梨．杏．桃、红枣等干鲜果品。畜牧业以饲养牛、马、

驴、骡等牲畜及猪、羊为主。工业主要有机镰、化工、纺织．建材．医药等，产品主要有原煤，

中小农机具、合成氯、棉花．针织品、纸、钢木家具、淀粉、酒等，工业总产值二千九百九十六

万元。交通较为便利．以公路为主，有邯郸至临清、北京至开封．邱县至广平等公路共十二氘
境内长四十二公里。

’

文苏卫生全县有县办中学三所，社办中学十六所，小学=百一十三所．共有学生二万=千

一百一十九名．教职员工九百三十三名。有县办医院一所．分院三所．杜办医院十一所，共有医

务人员一百六十一名．另外，多数大队有卫生室。有影尉院、文化馆、书店等文化娱乐场所．还

有农村简易尉场十一个．活跃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名胜古连奉县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有名的香城固歼灭战旧址便在县内番城固西北约三

华里老沙河一带，一九三九年二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此诱敌出犯．一举歼灭日寇大队

人马．取得辉煌战果。古迹有斥邱侯墓，在邱城东二华里处：明稠史中丞孙维成墓，在孙庄西南

一里．现有石碑，石马、石人等；明工部都水司郎中邢伦墓，在古城营西南一里．现有石碑，石

马、石羊等；清遒光台湾同知褒万里墓，在马头东关南．袁氏任台湾同知十年余。清廉自持．死

在任上，颇有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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