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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县地名志

序

清徐县地名志，是在一九八。年地名普查验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它从山，河，

镇，街道、里巷，道路，桥梁等十二个方面介绍了全县三百八十个地理实体的名称

、概况及来历演变，是反映本县历史和县情的一份重要资料。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地名也在

地发展变化，命名地名由少而多，传播范围由近而远。我县从春秋时代设邑梗阳，到

隋开皇十六年置县清源，直至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

村，镇、山、河等地理实体及其名称，都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演变。而每一次名称的

。 变更，都同人们生产、生活的变化，居住的迁徙紧密相联，它涉及到当时的历史，地

理，民族等方面的问题，如。我县境内地名，因姓氏得名或因史得名的较多，还有因演+

变得名，因方位得名，因地物得名，因地貌得名、因地形得名，因意愿得名，因物产得

名等等，来历多种多样。所以说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标记，它不仅同人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

系o · ：

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一九八O年地名普查是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经过半年多

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整理出较为系统的地名基础资料。现根据这一资料，分类编写出

<清徐县地名志》，向读者介绍县情，为查找本县的地名提供方便，这对提高我县的行

政管理和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

用。

但是，我县编写《地名志》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再加

上时间仓促，资料不多，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予斧正。

清徐县县长武子英

l 9 8 3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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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徐’县概况
： ，|，

．

， 清徐县地处山西省中部，吕梁山脉北尾之东南麓下，太原盆地中西部，属晋中平川。位

于东经112度10分至38分，北纬37．度28分至47分之间。北部与太原市南郊区接壤，东部与东

北部毗连榆次县，东南部与南部界太谷，祁县；西南部与西部和交城为邻，西北一角与太原

市古交区相交。县境轮廓似靴形，东西长40．5公里，南北宽35．8公里，总土地面积901，920．4

亩，合607．28平方公里。人口234，000人，汉族为主，有个别回，蒙等少数民族。‘

县人民政府驻清源城关，县城方位不端正，以正北为西北，距省会——太原四十三

公里，是太原市的一个郊区县，全县有城关、吴村，马峪，圪台头、柳桂、西谷、、1王

答，徐沟，集义，高花，孟封，杨房，高白十三个人民公社，188个生产大队，211个自

然村，一个街道办事处，六个居民委员会。 一‘

清徐县是于1952年由清源、徐沟两县合并而成，取两县县名之首字而得名。清源县城

置于古梗阳，梗阳城始于春秋，“晋灭祁氏，魏献子为政，分其田为七邑：为邬(今介休

县东北邬城一带)l为祁(今祁县东南)、，为平陵(今文水县东北二十里)，为梗阳

(今清徐县城)，为涂水(今榆次西南二十里)，为马首(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寿阳

县马首村，一说在平定县东南十里。)为盂(今阳曲县大孟镇)鲁昭公二十八年以魏戊

为梗阳大夫始为梗阳城。

．春秋末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国，简子居晋阳，梗阳属赵国，秦统一六国后属太原

郡。汉初，山西分为三国，韩、代、太原。韩和太原两国为时不久，惟代久而大，治都

晋阳，梗阳属代国。汉武帝削平七国之乱后，废国设太原郡，梗阳为榆次县之乡，属太

原郡。西晋，郡国并立，梗阳仍是榆次县之乡，属太原国，东晋废帝年间，山西地区为

氏族苻坚的前秦所占据，梗阳属前秦，淝水之战后为鲜卑幕客氏的西燕地区，后又归于

羌族姚氏的后秦，北周灭西齐后，梗阳仍为榆次县所辖，属并州。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7

年)析太原、榆次部分地区置县于梗阳城，因城西北有清源水，得名为清源县，属并

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清源县入晋阳。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置清源县，

隶并州。宋嘉裙七年(公元1062年)归太原府辖。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割清

源县梗阳乡十一村，平晋县断金乡十三村，榆次县西管乡四村，始置徐沟县·徐沟县名

称来由有二说；一说因县城处于金，蟓}二河汇l流地，河水徐徐而下，涨冲为沟，城随沟筑

之，得名徐沟。另一说徐沟得名涂水，因‘‘涂黟、“徐穆字形相似，久之崔涂一讹传为

。徐彦字。清源、徐沟两县均隶河东路太原府，兴定四年(从元1220年)以晋州移治清

源，辖徐沟、祁县、太谷。元、明两代至清代乾隆二十八年，清源、徐沟两县均属太原府辖。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清源县降为乡，属徐沟县辖。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复

置清源县，四年(公元1915年)又降清源县为乡，仍隶徐沟县辖，六年(公元1917年)清

源复县鼍。矗七七一事变后，清源，徐沟两县相继沦陷于日寇统治之下，直到1945年日

-■■■t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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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投降，此段时期，并存着双重的地方政权，日伪统治下的政权，延用民国的省，县两

级隶属关系，抗日民主政权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演变。抗日初期，是国共合作的清

(源)，太‘(原县)‘，徐(沟)三县民主政权，隶第二战区第八专署。1939年晋西事变

后，．清太徐抗日民主政权隶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八专署。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返

晋中，掠夺战果，扩大地盘，战争极为频繁，清太徐民主政府时分时合。一九四八年清

源、徐沟两最解放后属汾阳专署管辖，一九五一年三月汾阳、榆次专署合并，二县归榆

次专署辖。一九五二年清源、徐沟合并为清徐县，仍隶榆次专署。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划

为太原市郊区县、． ．
·j ：

地形自然趋势，海拔高差较大，．明显分为山区，边山洪积扇、倾斜平原三大部份，西

北部山岭叠起，峰峦逶迤，庙前山为全县最高点，海拔一千八百六十米，汾河两岸的村

一落为全境低洼区，北高南低，常丰村一带最低处为海拔七百五十三米。．一

山区面积167．2平方公里，占全境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六四，属吕梁山脉中的连

拔山系，从北到南有大小山蜂十四条。即仁山、中隐山q大峪山、南梁山、白石山、马

名山、马鞍山、．屠谷山、老爷岭、庙前山、三县岭i神会山·方山，壶屏石山。
。 山前洪积扇区，约为34．7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五点四，海拔在七百六十

五至八百米之间，洪积扇以下皆为平川一级阶地，面积405．38平方公里，占全境面积的

百分之六十六点九二。在海拔七百五十三至七百八十米之间。汾河自北而南纵贯中部，

将全境自然分割为河东、河西两大部，河东皆为平川，约300平方公里，河西有川；，有

山，有梯田，约307平方公里。 -¨
’

，．．

一．全境为太原盆地之一部，．地质系奥陶纪石灰岩，深度60米，处于太谷、交城断层之

间，晋祠——交城大断裂通过，r属交城断崖。古至今地震未息，据有关记载。从唐贞观

三年到清道光十年的一千一百八十年间，倾毁房屋，伤亡人畜的大地震均约三十七年一

次。境内平川地区属第四纪马兰黄土，土壤有l山地砂土、黄垆土i淤黄土三个土类，

山砂土、石渣子土，立黄垆土-潮黄土四个亚类，粗骨性土、黑砂土，砂石土、岗黄

土、淤砂土、·．二合土、淤粘土七个土属，粗骨性土、山地砂土、山地二台土、菜园土，’

黄土、白裂土，川地沙土，砂性土、川地二合土、垆土、瓦坚土、胶泥土十二个土种，

进一步分为廿七变种。山地二砂土土类主要分布于山区和边山，面积248511亩，山地二

合土分布于边山洪积扇的中下部或山前交接洼地，面积约18045亩。菜园土分布在城关、高

白、马略三个公社的边山地带，约11670亩。黄垆土土类分布于山区，面积8024亩。淤黄

土土类分布在平川，面积419964亩。 ，

二 I
。。

+ ·’全境地处太原盆地的低洼地区，汾河穿境而过，水资源丰沛，地面大小河流16条，

平原型河流4条，其中，受益河流有汾河、潇河。汾河境内流长19．5公里，河床宽400至

500米，最大流量为2000m8／秒，1965年在汾河入境处建坝桥一处，名汾河二坝，是我县

交通、水利的枢纽，河东、河西往来的必经之路，河东，河西两大干渠，及敦化电灌站

均由此吃水，灌溉着26．2万亩耕地。潇河1958年受益面积十余万亩，后因上游筑坝蓄

水，水源渐少，我县受益面积大为缩小。其余的河流均系季节性河流，旱年无水·涝年

，划●●司】●，，．●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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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泛滥成灾。边山12条沟河，沟深幅窄，坡陡流急，雨季暴涨暴落，漫溢决堤，系害

河。地下水总储量为一亿二干五百万立方米，可开采量为一亿零四百万立方米。目前，

巳开采。乞38方／年，利用量为百分之四十二．汾河以西地区地下水距地面一般为一至二

米，沿太汾公路一带，地势低洼又处于边山洪积赢的前沿，受边山地下水的渗出，水位

较高，距地面●般为o．5至l米，汾河以东地区地下水较深，约为1=·5至2·5米，局

部地区为3虿§米。全县地下水大致分为富水区，即井灌区，中等富水区，弱富水区。

富水区面积五十平方公里左右，凿井深度均在印至150米，平均时涌水量为50至80立方

米，中等富水区，面积约一百平方公里，凿井在3Q至loo米，时涌水量为五十立方米左右，

弱富水区面积约二百多平方公里，凿井深度200军250米，时涌水量二十至五十立方米。

一本县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

热，雨鼍集中，秋季短暂，晴朗凉爽，冬季绵长，寒冷少雪。平川和山区水热条件差异

较大。平川地区多年平均气温为摄氏十点二度k山区热量分布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降

低，海拔1200米的圪台头，年平均气温7·7度。较平川低2．5度。占全县总面积5．4％

的边山洪积扇地区，由于气候要素的垂直变化超过纬度变化，水热条件存在明显差异，，

因处于向阳背风；日照充沛，形成特定温暖的小气候区，平均气温较平川高O．5度，全年平

均无霜期约172天。日照总时数达2560至2600个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四百六十二点二毫

米，多雨年达七百一十一点一毫米，少雨年仅二百二十五点四毫米。降雨量年内多集中

在七、八，九三个月，约占年总降雨量的64．3％，七、八两月降水几乎占全年的一半、全

年盛行风向为东北风，西南风次之，平均风速2·2米／秒。4 ‘

o全县以农业生产为主，，耕地面积446064亩。粮食作物以高梁、小麦，谷子，玉米为

‘主，近年来，因边山平泉、梁泉新打自流井，河西平川的少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了稻谷

，生产。1经济作物有蔬菜，红薯、西瓜、棉花、油料等。全县有专业菜田7000亩，每年提

供商品菜12000万斤，是太原市的主要蔬菜生产基地之一，1979年农业总产值为6717万

元；粮食产量为20070万斤，单产每亩577斤。果树大部份分布在西北部的边山和山区。

解放后的三十年，我县生产水平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人口增长1．22倍，年递增率

为27％，粮食增长2．18倍，年递增率为3．9％，人均产粮由解放初的598增加到857斤，年递

增1．2％l油料总产量增长9倍多，年平均递增率为8％，蔬菜总产量增长3．08倍，年平

； 均递增率4．8％，干鲜果比1949年增长1．33倍，年递增率为2．9％，1979年四旁植树累

计达1991万株，山地自然林和人工造林45680亩。闻名全国的清徐葡萄，产于西边山一

带，品种有：龙眼，黑鸡心、屏儿、玫瑰香，无核等54种，近年来又引进新的品种。龙

眼，黑鸡心为主要品种，以独特的地方风味出口日本、东南亚各国，深受国内外市场

的欢迎．．具有地方特色的沙金红杏儿，皮薄肉厚，色泽鲜艳，块头大，糖份高，出口

日本、东南亚各国，1952年荣获国际水果二等奖。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机械化

程度不断提高，到一九七九年已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1176台，总功率为28299马

，力，牵引农具1454件，农副加工机械1160台，农用汽车144辆，农用水泵21 53台，基本

上实现了耕、耙，播种，运输，脱粒，米面加工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全县机耕面积占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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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的85％。 ，，

?

．1

’

⋯社队企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而逐步发展。P

九七九年底，。全县已有社队企业1134个，其中社办49个，队办1085个，从业人员15147

人，总产值3152．29万元，当年实现利润1178万元，向国家交纳税金136．93万元，企业

积累资金720．64万元，一九七九年从利润中筹集资金106万元购置农业机械，支援农田基

本建设资金O．2万元，支援穷队22万元，社队企业经营有农产品加工、机械、化工，煤

炭、建材、木材加工，纺织，缝纫、造纸、建筑，运输、制砖等150个行业，700多种产

品，绝大部份是自产自销。、’ ，。’．

本县工业生产解放前只有手工业P机械工业都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现有煤炭、化

肥、农药、农机、水泥、五金，电气、电线、轴承、酿造，陶瓷、印刷，修理等60个工

业企业，1979年工业总产值2822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34％0 ．

j

一 闻名全国的工业产品有“老陈醋嚣、。露酒移、鼻果脯挣等，东湖牌清徐老陈醋，为山

西名产，历史悠久j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清初，创制“老陈醋修达到高峰，t解放初
一一

期年产老陈醋三吨左右，到1979年，年产超过600吨。老陈醋颜色黑紫，气味清香，；食 '

之绵酸，酸而不涩。1956年和1965年全国调味品鉴定会议上连续被评为第一名，1979年

又被轻工部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命名为优质产品。 “，，． 。，

露酒、果脯是清徐露酒厂生产的主要产品，这个厂的前身是“新记益华酿酒公司修，

建于一九二一年；解放前，主要产葡萄酒，最高年产量二百吨，解放前夕．销路日促，陷

。． 于半倒闭状况。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收改建，扩建，厂址由原来的一万九干多平方米扩 ，j

建到十三万多平方米，职工由解放初期的十五人，增加到六百七十三人，．由七千多元的 ，，’

固定资产扩大到八百九十万元，整个工艺操作基本上改变了手工操作，实现了机械化操、．
f，t 作。现产品有；红葡萄酒、自葡萄酒、青梅酒，玫瑰酒、贵妃酒、康乐酒，白兰地等露

酒，；有桔子，葡萄，苹果，香槟等饮料汽酒，有桃、杏，苹果，枣等各种果脯，有桃，

杏、梨、葡萄，核桃各类罐头食品。近年来扩建了啤酒车间，年产五千吨啤酒供应本县和太

原市市场。果脯产品大部出口外销，白葡萄酒被山西省命名为地方名酒。 ．，’

，。 本县交通较为便利，以公路为主，省级太汾、太茅、黄古三条公路干线穿越县境．’

太原——清徐县城每日有公共汽车多次往返，太原、清源，徐沟有汽车循环往返-徐沟、 ，

王答，孟封，高花，杨房，柳杜、吴村、碾底，东于每日都有往返太原的班车．全县十三 ·

个公社都有公路，一百八十八个大队中有一百八十个大队通了汽车。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前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蓬勃发展。目前，全县有各类学校222

’所，其中县办高中4所，社办高中13所，八年制学校146所，五年制学校59所，教职员工 一

2079人，在校学生盛060人，其中，中学生18392人，·小学生33668人．文化设施有文化、。

， 馆、．图书室、新华书店、电影院、县剧团、广播站等，十三个公社都有电影放映队。一九 ．I

。七九年全县有医院17所，床位39l张，县有防疫站、妇幼蜘大队有卫生所和保健站-．
县社医务人员418名，大队医生474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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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答大队⋯⋯⋯⋯⋯⋯⋯”(53)

王坊大队⋯⋯⋯⋯⋯⋯⋯⋯(60)

丰润大队⋯⋯⋯⋯⋯⋯⋯⋯(63)

t车南安大队⋯⋯⋯⋯⋯I⋯·一’．(69)

乌马河⋯⋯⋯：⋯⋯⋯·：⋯⋯(77)

乌慷民总退水渠⋯⋯⋯⋯⋯(81)

不老泉⋯⋯⋯⋯⋯⋯⋯⋯⋯(87)

’太平庄大队⋯⋯⋯⋯⋯⋯⋯(42)

’太原市清徐露酒厂⋯⋯⋯⋯(71)

，太原市清徐公路养护段⋯⋯(72)
t 太洛公路⋯⋯⋯⋯⋯⋯⋯⋯(86)

“． 太绥公路⋯⋯⋯⋯⋯⋯⋯⋯(86)

太绥公路自石河桥⋯⋯⋯⋯(84)
一 ·

：：

-．．五，四，
●

北门街⋯o：⋯⋯⋯⋯⋯⋯”(23)

北关街⋯⋯。⋯⋯⋯⋯⋯⋯·(23)

北营大队⋯⋯⋯⋯⋯⋯⋯⋯(27)

北社大队⋯一⋯⋯⋯⋯⋯⋯(48)

’一北云支大队：⋯⋯。一⋯⋯一(50>

北绿树大队：；：：⋯“一：．：．．：．·(53)
“

北尹大队⋯；o。““一“一(54)
· 北郜大队⋯“：⋯．．．¨_⋯⋯”(56)

北关大队“二⋯⋯⋯⋯⋯⋯”(56>

1北内道大队⋯⋯⋯⋯m一”：(57．)
。

、北宜武大队⋯⋯⋯⋯⋯⋯⋯+(63)

北丰润“·!一^!⋯；．．⋯⋯⋯(63)

北里旺大队n⋯⋯．．．⋯一‰(‘66)

北程大队⋯“．⋯⋯⋯一⋯⋯(69)

。 0匕东社大队⋯⋯⋯一⋯一⋯(70)

北总退水渠⋯一⋯⋯⋯⋯⋯(81)

市楼南街⋯⋯一⋯⋯⋯⋯⋯(24)
。

市楼北街⋯⋯⋯⋯⋯⋯⋯⋯(24)

市楼东街⋯⋯⋯⋯⋯⋯⋯⋯(24)

市楼西街⋯⋯⋯⋯：⋯⋯⋯一(24)

市儿口．．．⋯⋯⋯⋯⋯⋯⋯·．^．(44)

·帚· ．

市儿河⋯⋯⋯⋯⋯⋯⋯⋯⋯(78)

‘．市儿口沟⋯⋯⋯⋯⋯⋯⋯⋯(75>

永定街⋯“⋯⋯⋯⋯⋯⋯⋯·(23)

．平泉大队⋯⋯⋯⋯⋯⋯⋯⋯(27)。

东范庄大队⋯⋯⋯⋯⋯⋯⋯(30)

东马峪大队⋯⋯⋯⋯⋯⋯⋯(34)

东马峪⋯“⋯⋯⋯⋯⋯⋯⋯-(35)．．

东梁泉大队⋯⋯⋯⋯⋯⋯⋯(33)

东梁泉岭⋯⋯⋯⋯⋯⋯⋯⋯(34)

东圪台头⋯⋯”．．．⋯⋯⋯⋯·(38)

东石窖⋯⋯⋯⋯⋯⋯⋯⋯⋯(37)

东迎南风⋯⋯⋯⋯⋯⋯⋯⋯(’．37)

，东高白大队⋯⋯⋯⋯⋯⋯⋯(41)～

。东于大队⋯⋯⋯⋯⋯⋯⋯⋯一(41)

东南社大队⋯⋯⋯⋯⋯⋯⋯(48)

东青堆大队⋯⋯⋯，．．⋯⋯⋯(47)

东罗白大队⋯⋯一⋯，．．⋯⋯(50)-

东木庄大队⋯⋯⋯⋯⋯⋯⋯(‘50) 。

’东北坊大队⋯t．．⋯．．．．．．ttt．．．(56)、

、东南坊大队，，．t．．⋯，⋯．．．⋯”‘(56)i一

东楚王大队”．t．．一．．．⋯⋯⋯(61)

．+东贾大队．．．⋯⋯t．．．～一⋯”(60)．

‘东辽西大队⋯⋯⋯⋯⋯⋯⋯‘(59)

东罗大队⋯⋯．．．⋯⋯⋯⋯．．．(66)

‘东湖⋯⋯⋯⋯⋯⋯!⋯⋯⋯”(88)

一史家庄⋯⋯一⋯⋯⋯．．．o⋯‘(31) ．

’史家社大队t．．，．．．．．．．．．．．．．．⋯(61)

古庄头⋯⋯⋯⋯⋯一⋯!，⋯·(39)

石窖大队一一⋯⋯⋯⋯⋯⋯(37)

石当沟一．．．t．．⋯⋯⋯．．．一．．．(38)

石灰沟⋯⋯⋯⋯⋯．．．⋯⋯⋯(74)，

申家山大队⋯⋯⋯，-．⋯“．．．·(42)

龙家营大队⋯·．．．⋯⋯⋯⋯·：(54)

代李青大队⋯⋯⋯⋯⋯⋯⋯(61)

宁家营大队⋯⋯⋯．．．⋯⋯⋯(64)

自石山⋯⋯⋯⋯⋯⋯一⋯⋯(73)·

j，●



'f
、

，

^

：1白右沟““‰“‰m批‘．．‘．．，．t 75)

o自石岩沟⋯j．．^．．．c⋯‰⋯⋯：”(75)

白石河⋯⋯i⋯．．J．“j⋯⋯⋯”(77)

-白石河仁义桥⋯k．．．⋯一⋯(、85)

，白石河圪台头桥⋯；∥⋯⋯”(85)

4民生一支退水渠“‘·⋯⋯⋯⋯(82)

民生二支退水渠m⋯⋯⋯．．·(82)

民生兰支退水渠⋯⋯⋯⋯”·(83)

民生四支退水渠“．．．⋯；⋯⋯(83)

民生-支渠⋯j⋯⋯．．．⋯⋯”(83)

1民生二支渠⋯⋯⋯⋯⋯⋯⋯(83)

·民生兰支渠⋯：⋯⋯⋯o⋯·二(83)

，，⋯⋯⋯：‘：．一
⋯ 六 四 ．‘．．·

’
～

。

西亭街⋯⋯⋯⋯⋯。⋯⋯⋯：·‘．23)

西关大队⋯⋯⋯·⋯⋯⋯⋯”(26)

．西木庄大队⋯⋯⋯⋯·．．．⋯”(27)

西范庄大队⋯⋯⋯一一⋯⋯(30)

’西沟大队⋯⋯⋯⋯⋯⋯⋯⋯(34)

7西梁泉大队⋯⋯⋯⋯⋯⋯⋯(33)

西梁泉蛉⋯一“⋯”“一““一·(33)

·西马峪大队⋯⋯“．．．⋯⋯⋯·(33)

西圪台头⋯⋯⋯⋯⋯⋯⋯⋯(38)

t西石窖⋯⋯⋯⋯⋯m一⋯⋯(37)

、-西迎南风⋯⋯⋯⋯⋯⋯⋯⋯(37)

，西高白大队⋯⋯⋯‰⋯⋯⋯(41)

：西宁安大队．．．⋯⋯⋯⋯⋯一(47)
西青堆大队⋯⋯⋯⋯⋯⋯⋯(47)

：西谷公社“讲⋯⋯“n““⋯”(49)

’西谷大队⋯⋯．．．⋯⋯⋯⋯⋯(50)

西罗白大队⋯⋯⋯⋯⋯⋯⋯(50)

西北坊大队⋯⋯⋯⋯⋯⋯⋯(56)

西楚王大队⋯⋯⋯⋯⋯⋯⋯(57)

西南坊大队⋯⋯“⋯⋯⋯⋯·(66)

西贾大队⋯⋯⋯⋯⋯⋯⋯⋯(60)

·西辽西大队⋯⋯“⋯‘⋯⋯⋯·(59)

西怀远大队⋯。一m”．．-一⋯(64>

西罗大队⋯⋯⋯⋯⋯⋯⋯_(67)

西堡大队⋯”⋯·。⋯⋯“-．．⋯”(69)

西营大队、．．一．⋯⋯、⋯⋯⋯⋯”(70)

圪垛儿大队一⋯⋯⋯⋯⋯⋯(34) 。

圪台头公社(碾底公社)⋯。”．(36)

圪台头大队⋯‰⋯⋯⋯⋯⋯(37)

刘家园大队。⋯⋯⋯⋯⋯⋯”(33)

刘家山⋯““m．．．“mm．．-m-(39)

刘家峁大队⋯．．．⋯⋯⋯⋯⋯(42)

刘家峁⋯⋯⋯-．．-．．一⋯⋯⋯(42)

刘村大队h．⋯一一m一⋯⋯(57)

刘村庄大队⋯“．一⋯⋯⋯⋯(56>

阳圈峁大队⋯⋯“⋯⋯⋯⋯·(34)

安家沟⋯“⋯⋯⋯一⋯⋯⋯·(39)

后窑大队⋯⋯“．“m⋯⋯⋯·(37)

寺家坪⋯

米家庄⋯

羊圈⋯‰

庄儿上一

庄子村大

庄子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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