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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遵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的部署，我县予1981年四月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地名普

查工作。经过半年的时间，对全县558条地名的现状和历史

进行了调查和考证。其间，广泛地访问了一些熟悉本县历

史，地理、古迹、传说的老先生，老干部，老“地方通"，

：参阅了《元氏县志》、《赵州志》、《地名大辞典》、《人口

大字典》、《史记》和谱书，古碑等有关材料。为300多条

地名来历含义、演变找到了依据。所得材料，经过内部整理

和地名标准化处理，取得了地名普查的四项成果(“文字”概

祝，地名成果表，标准地名图，地名卡片)。已经县政府主

管领导同志审查验收，又经省、地地名办公室复验合格。为

使这次普查成果更好的发挥作用，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生活，

特编纂了这本《元氏县地名资料汇编》，作为加强地名管

理，推行地名标准化的工具书。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将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汇

集成册。在整理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增加了部分内

容和篇目，因此，《汇编》的资料较地名普查成果更为准

确，可靠，更为充实完善。今后凡使用我县地名均应以本《汇

编》为准。如需更改或补充，要履行申报批准手续。

本书收集县标准地名图一幅，重要地名概况48篇，自然

村现状及沿革203篇，各类标准地名共508条，附印图片7张。

《汇编》征文的排编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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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力求图文并茂，志录兼备，方便使用。

本书对流传于群众中的神话传说，与地名有关的也收了

一些，阅读时可批判地对待。《汇编》所引数据均以县统计

局1980年年终统计表为准。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历‘

史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河北省元氏县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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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县概况

元氏县位于河北省中南部，京广铁路西侧，北距省会石

家庄市35公里。县境东临赵县，南界高邑县，西倚太行山，

北与获鹿县接壤，总面积为676．3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

在城关镇东关。辖1个镇25个公社，204个生产大队，1266个

生产队，247个自然村。总人口为287744人，其中城镇人口

14066人，除回藏族9人外，均为汉族。

元氏县历史悠久。战国初属中山国，赵灭中山后属赵

国，赵王始封公子元於此，元氏由此而得名。北齐、后周时

废元氏县并於平棘(今赵县境内)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复置元氏县。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分置灵山县(城

居灵山下得名)。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废灵山县并入

元氏。

自战国赵公子元始封之邑以来，元氏名称基本未变，从

隋代县城由故城南迁槐河北岸之后，因居槐河之阳，俗有“

槐阳”之称。只在1958年与高邑并县后，改称高元县，同年

又与赞皇县合并，复称元氏县。1962年兰县分治，仍称元氏

县至今。 ，

．．

1947年元氏解放后，全县政区划分时为6个区，1952年

以后改划为5个区，即一区城关、二区南因，三区殷村，四

区南佐，五区南苏村。自1948年至1949年胜利完成土地改革

之后，农村生产组织结构不断进行新的变革，全县人民逐步

走向互助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发展生产互助组。1953年至

1954年建立初级农业社。1955年至1956年转建高级农业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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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本县地处华北平原，太行山东麓属于半山区。其地形狭

长，自西北向东南低下，长达40多公里。境内西部，西北部

多山，较著名的有封龙山、无极山、灵山、磨寨山等。磨寨

山主峰海拔1坞6米，是本县最高山峰，中部为丘陵。东部，

北部为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槐河、潴龙河、北沙河

三条较大河流贯穿县东西全境，分别流入高邑，栾城县境

内。元氏一院头(赞皇县西南)赵县一元氏，元氏一南佐等

7条碴油公路，纵横交织，并与北京一磁县公路相连接，通

向四面八方。

县内气候温和，属于温带，平均温度为摄氏12．5度，年

极端最高温度42．O度，极端最低温度一22．8度，平均年降雨

量为527．6毫米，年内分配不均，雨季主要集中在6—8月，

雨季降水占全年降水的75％。年日照2662小时，平均无霜期

191天。按照气候情况适于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

的生长。

全县耕地面积550349亩，多粘沙质黄褐色土壤。荒山面

积35万亩，有23万亩宜林宜牧，是个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业的

地方。1980年农业总产值达5145万元，粮食产量22743万斤，

亩产634．3斤。果树种植面积38585亩，约771 700棵，果品总

产达720万斤，并育植材林1l万亩^o饲养大牲，口14300头，羊

29700只，猪91000头，1980年群众交售肥猪45054头，为历史

最高记录。 ．

‘

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很大发展，从1958年到1980年，共修

建中小型水库33座，总库容量达12526万立米。并修“八一

渠、引岗渠、(即与获鹿，平山县合修引自岗南水库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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