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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 士
刖 青

《朝阳市地名概况》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

神和《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地名普查枝术规定》(草

案)，以及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发(1980)199号文件的要求，在市

委和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省，地区地名委员会的热情帮助

下，经驻市各单位的大力协助，

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化前进了一大步。

通过实际调查登记后，在完成地名

它标志着我市地名向标准化、规范

《朝阳市地名概况》包括：行政区划，建制沿革，驻市各重要

企、事业及各专业部门，市内主要的自然地理实体和人工建筑，以

及各类文物古迹等概况。不仅可以掌握现行标准地名名称，而且

还可以了解我市地名的来历和含义，以及经济发展情况，分析我市

地名的形成规律。以便正确掌握和运用标准地名，使其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单位在使用地名时，均以此地名为准。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变地名时，需按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上报市批准后方可变更。

本概况所用的各种数字，除注明年限者外， 均为一九八O‘末统
盎

计数o
’

本概况为机密资料，仅供内部参考使用，请注意保管。

本概况．由市地名办公室汇总编写，经市政府审改定稿。但由于

编者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在使用中如有发现，请予指正。

朝阳市地名办公室
’

一九八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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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地名普查工作简况

朝阳市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

和省人民政府辽政发(1 980)1 99号文件批转省地名领导小组《关

于我省地名普查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的精神进行的，

从一九八O年七月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基本结束。

一年多来，由于参加地名普查的广大干部紧紧依靠市和各单位

党政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做法

是：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于一九八

。年七月五日批准成立朝阳市地名领导小组；由市委常委，副市长

闫振华同志任组长、市民政局郝国栋同志任副组长兼地名办公室主

任。成员有：市武装部曹树贤．政府办公室佟广祥，建委黎明，城

市规划办高品三、农林局朱国清，教育局孔令、文化局郑文林，。

广播局赵玉德、公安局侯启和交通局张国义等有关负责同志组成。

七月十一日首次召开地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闫振华同志亲自主持

了会议。会上学习了中央和省、地有关开展地名普查工作的文件和

有关领导的讲话材料，制定了《朝阳市地名普查工作方案》确定试

点单位，从有关单位临时抽调十七名干部到办公室参加具体工作。

二、培训骨干、训练队伍。地名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政治

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涉及面又广，确是一项具体而又细致

一l一



的工作。而抽调的人员，又不熟悉地名工作业务，因而必须首先学

好文件，提高认识，掌握本领后，才能进行工作。所以从七月十六

日至二十日，我们组织全体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国地名委员

会和省、地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及文件，仔细研究了《全国地名普

查若干规定》和《地名普查技术规定》草案。从而提高了对地名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初步掌握了普查范围与方法，同时编写了《地名

普查宣传提纲》，收集一些有关朝阳的历史资料，初步有个轮廓的

了解，为全面开展地名普查工作，做好准备。

三，先行试点、全面铺开。为了搞好金市地名普查工作，决定

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情况复杂的北塔街道办事处进行试点，以便

从中取得经验教训。于是由办公室主任郝国栋同志带领全体人员于

一九八O年七月二十二日进入北塔街道，首先建立了街道地名领导

小组，研究了地名普查的方法和步骤，召开了有关人员会议，反复

宣传了地名普查的重要意义。经过十三天的调查登记，胜利地完成

了试点任务。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根据现有人员划分

两个组，一个是街道组，一个是公社组，每组指定正副组长各一

人，负责本组工作。从八月十日开始至十月末，基本完成了外部普

查任务。，，一，

四，资料整理，汇总编写；在地名普查登记过程中，我们对全

市八个街道办事处，八十四个居民委，七百三十三个居民组；两个人

民公社，二十九个生产大队，一百四十九个生产队和六十五个自然

村，以及重要企、事业单位，行政机构，人工建筑、文物古迹和自

然地理实体与街、巷等，都做了详细调查登记。又经过反复核对、

认真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制做，总计登记地名普查一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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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表八十一张，地名三百六十六条，填写地名卡片三百O九张，编

写地名概况和行政建制沿革五十七份、绘制地名图九张，为今后地

名管理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地名标准化处理时，我们发现一比五万军用地图上有错字二

处，如荒甸子写成黄甸子、北七家写成北土家，名称不符合的一处，

如七五二仓库写成凌东机械厂；有名无地的一处、如一比一万地

图上有葛家窝铺、实际现在没有这个地方。因此都做了修正。同时

修改大队名称一条。如口北大队，是其本名，因和扣的音相近，习

惯叫扣北大队，经请示后，予以改正，有地无名的十五条、桥梁四

条、古迹一条、山一条，也都填上。由于时间紧迫、对历史资料收

集的不全，尚有个别地名的来历和含义不够清楚，有待继续考查。

朝阳市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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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阳。市 概 况

朝阳市位于辽宁省西部，松岭山脉北面，大凌河横贯其间、地

理座标为东经一百二十度一十六分——一百二十度三十二分，北纬

四十一度二十七分——四十一度四十分，东距辽宁省省会沈阳三百

四十_公里。西距承德三百公里，东南距锦州市一百一十公里，西北

距赤峰市一百六十七公里，西南距我国首都北京五百一十八公里，

自古即是我国东北与关内往来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捍

卫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东北大门。

市人民政府驻在光明街第十一居民委境内，朝阳地区行政公

署、·7朝阳县人民政府也驻在市内。是朝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交通的中心。四邻均为朝阳县境。总面积为一百六十三平方公里，

一九八O年末全市城区划分光明、前进，凌河、向阳、南塔、北

塔、马山、半拉山八个街道办事处，八十四个居民委，七百三十三

个居民组；农村划分朝阳、七道泉子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九个生产

大队，一百四十九个生产队i总人口为二十万零一百二十三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人，农业人口七万一千四百七

十一人。有蒙古、朝鲜、回族、满族、鄂伦春族、铴伯族、达斡尔

族、彝族，壮族、苗族、高山族、维吾尔族、华籍日本人等少数民

族共四千六百八十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其余均为汉族。



朝阳远在虞舜时属幽州，夏禹时属孤竹国，春秋时属山戎地，

战国时属燕，秦属辽西郡，两汉时属幽州刺史部，辽西郡柳城县，

后为乌桓鲜卑少数民族割据。据《晋书》记载：公元三四一年(成

康七年)东晋、十六国时，前燕慕容鼽派阳裕、唐柱在柳城之北，

龙山(今凤凰山)之西，福德之地， “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

龙城县”。第二年“就迁都龙城"。后燕慕容宝于公元三九七年复徙

都龙城。北燕冯跋于公元四O九年在此“即天王位一，‘设昌黎尹；

南北朝时期，公元四三五年北燕冯弘(冯跋弟)称臣于南朝宋文帝

刘义隆，封弘为黄龙国主，将龙城改为黄龙城；北魏于公元四四四

年在此复置龙城(也称和龙城)，为营州，昌黎郡治所；北齐称龙

城县；公元五八三年(开皇三年)隋时为营州、辽西郡治所，改龙城

县为龙山县；公元五九八年(开皇十八年)复改为柳城；公元六一

八年(武德元年)唐改为营州总管府，后又改为都督府；公元七一

九年(开元七年)置平卢节度使于此，公元七四二年(天宝元年)

改为柳城郡；公元七五八年(乾元元年)复置营州于此。辽于此置

霸州彰武军，设霸城县；公元一O四一年(重熙十年)改霸城县为

兴中府，置兴中县。属中京道管辖；公元一一二三年兴中府降金；

金仍在此设兴中府，属于北京路统辖；公元二二七O年(至元七

年)元时改为兴中州，属大宁路统辖；明代初期属营州卫，后期为

兀良哈蒙古牧地；清初属卓索图盟管辖；’公元一七三八年(乾隆三

年)为实行蒙汉分治，归塔子沟厅(厅治所在凌源县)『管辖；一七

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在此设巡检司，。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

年)又划出塔子沟厅东部地方，置三座塔厅(厅治所在今朝阳

市)；公元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撤厅改设朝阳县，属承德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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