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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遵照国务院(】979)305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地名领导

小组的部署，我县于198．1．年6月开始组建机构，7月组织租

培训地名普查技术骨干，八月开始了全面的地名普查工作。

历时10个月，对全县1．1 76条地名的现状和历史进行了认真的

调查与考证。其间，参阅了《察哈尔省通志》、《张北县

志》，二十四史有关部分等重要史籍，和地、县档案馆，县

民政局的历史资料及坝上四县解放前的历史资料’广泛地访

问了一些熟悉本县历史．．掌故、传说的老人。在此基础上，

经过内业整理和地名标准化处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名普

查四项成果(“文字疗概况、地名成果表、标洼标准地名

图，地名卡片)。经县地名普查成果审查验收工作组的审查

验收，又经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复验合格，才逐级上报。

为了使这次地名普查成果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甩，向各条

战线提供可靠的地名资料，并服务于全社会和人民生活，特

编纂《崇SL-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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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资

料。
’

本书以地名普查资料为基础，将四项成果的主要内容汇：

编成册。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征求了意见，对四项成果进行·

了审核，充实、修订。如在“概况，，中增写了县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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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名概况共13篇，’在自然村和其他地名中，经县政府

批准更名4条(两村两沟)，使其沿革和含意更加确切。因

此，这本《汇编》的资料较地名普查成果更可靠、更充实。

同时，也保持了四项成果的系统性、完整性。

本《汇编》收编县标准地名图一幅，县，社和其他地名

概况32篇；自然村现状及沿革212篇I各类标准地名共1176

条，有关的参考资料均收于概况和附录中。《汇编》正文的

编排，以图为先导，以文为主体，以录为依托。力求图文并

茂，志录兼备，方便使用。 ． ．

，

《汇编》中，对群众中关于一些地名的传说进行了分析

和取舍，或加注意见；所引各类数据均以县统计局1980年底

统计报表为准，所有地名均为1981年地名普查标准化处理后

的标准名称。 ·。

：
‘

今后，凡使用我县地名及有关资料，应以本《汇编》为

准，如需更改和补充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

的暂行规定》履行报批手续，方可有效。另一方面，因我县

建县时间较短，过去又无县志，1958年着手编写县志时征集：

到的一些资料今已荡然无存，故望对我县地名史料尚应大加

挖掘、推荐，使之日臻完善、科学。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项目齐全，真实可靠，言简意

明，但由于水平所限，加之编写仓促，缺点和错误在所难

免，诚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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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地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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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礼县概况

． 崇礼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正东、东北与赤城，沽源县

一交界，西南与张家日市毗邻，西北、正北同张北县接壤，南

隔古长城和宣化县相望。广64公里，袤57公里，总面积2，321

·平方公里。总人口】J．2，6舵人，汉族占97．5％，其余为蒙族

2，578人，满族372人，回族7s人。辖15个公社，213个大队，

408个自然村。县人民政府驻地西湾子距省会石家庄北偏东

，335公里。。
+

崇礼境地，位处张家口东北明长城以外的深山区中，历

代荒服，或为鲜卑地，或为突厥游牧地，自辽、金、元以来

才有明确所属，但均未单行建制。19J．4年(民国三年)后为

张北县=，四两区地，蔓934年5月划出置设治局，以崇尚礼

义之意取名崇礼设治局(相当县级)，J．936年日寇侵占后改

局为县。抗日战争时期，境内深山区为抗日根据地。解放初，

全县划为6个行政区。1946—1948年土改，1952年组织互

助组，．1．954年建立初级社，．1．956年发展为高级社，)．9s8年公

社化时，全县建立了S个人民公社，196．1．年6月，公社规模

调整后划为】．5个人民公社。

全县地处冀北山地，东北高，西南低，最高海拔2，128．7

米，最低海拔813米，多在王，200米以上。县境轮廓呈不规则

方形。境内群山起伏。沟壑遍布，东，正，西三条大沟纵贯

一1一 勿、／



全境，4，200余条中小沟壑纵横延伸其间。较大的山有桦皮岭

(海拔2，1．28．7米)、红花梁(海拔2，110．3米)、山神庙(海拔

(2，054米)、卧中地(海拔2，043米)、马场山(海拔2023．7

米)，太子城北山(海拔2，005．1米)、摩天蛉(海拔2，000

米)，凤凰山(海拔l，997．王米)等，桦皮岭为群山之首。流经

全县的清水河发源于桦皮岭之下，自东北流向西南，沿途有

太子城河，正沟河、西沟河水汇入，经张家口市区流入西洋

河，全长王14公里，流经县境内90公里，为常年河。全县多

为栗钙土，东部、北部土壤中腐植质较多，呈黑褐色，土质

较肥，其他地区略带沙性。属大陆性气候，春、秋多风，冬．

季漫长且干寒，夏季短促，昼夜温差悬殊。年均气温3．2℃，．

最冷月(一)--)．5．7。C，最热月(七)19。C，≥王O℃的积温．

为2，226。。年降水量485毫米左右，初霜期在九月中旬，终

霜期在翌年五月下旬，无霜期约．1．05天。主要灾害性天气是：

干旱、霜冻。按积温区划全县可分为温区、冷凉区和高寒区

三个地带。在海拔970米以下的温区地带有16个大队，总面

积190，090亩，≥王O℃的积温为2，550。一2，720。，主要农作物

有玉米、谷子；在海拔971米一王，190米的冷凉区地带有43个大

队，总面积837，105亩，≥)．托的积温为2，2900一2，540。，主
要农作物有谷黍、玉米、小麦毒在海拔l，191米一2，128．7米的

高寨区地带有154个大队，总面积2，455，530亩，≥lO℃的积．

温为l，460。一2，270。，主要农作物有莜麦、马铃薯、蚕豆、

亚麻。

主要水利工程有清洪水渠620条，其中防渗干渠54条，

总长4王，000余米；蓄水池30个，潜流46处，小型水库3座，大
口井657眼；水浇地面积约56，0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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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程度有较大提高，全县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237"

台，各种机引农机具1950台，粮油加工机械829台。电力事

业发展较快，全县至王980年底已建有35千伏变电站2座，容：

量为2，800千伏安；配变27l台，容量为J．2，380千伏安，10千

伏线路340．2公里，低压线路．1．96公里，电动机王，585台，容

量为7，411．S珏；有电公社王0个(其中大队．1．41个)，还建有

电管站4个。

境内林业资源较丰富，有天然林366，000余亩，占总面积

的10．5％，以桦树等用材林为主，多集中在东，南部地区，

木材积蓄量980，000立方米；有草坡937，000余亩，占总面积的

26．9％，多分布于北及东北部。主要矿藏有褐煤、铁、磷、

金、石英石、钾长石等，矿点4e余处，。其中褐煤藏量较大，

已开采。

，经济以农为主，兼有林，牧、工、副业。有耕地385，600-

亩，占总面积的1互．1％，其中66％是坡梁地。主要农作物有

莜麦，马铃薯，蚕豆、小麦，玉米，谷子、亚麻等；是张家口

地区蚕豆主要产地之一。1978—1980年平均种莜麦87，000亩，

产量l，969万斤l马铃薯55，700亩，产量6，935万斤I小麦．

50，300，产量l，089万斤，蚕豆41，700亩，产量759．7万斤，谷．

子29，200亩，产量550万斤；亚麻34，600亩，产量J．98万斤。粮食。

平均总产由解放前的2，7J．4万斤增加到7，735万斤，平均亩产

由101斤增加到231．S斤1人均收入由40元增加到81元。有国

营林场，苗圃各一个，主要进行次生林改造和幼林抚育。现有’

人工林27．6万余亩，林地面积共达64．2万余亩，占总面积的

18．4％，林木年采伐量6，400多立方米，为张家口地区木材主

要产地之一，林业年产值104．3万元，畜牧业以大牲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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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0年大牲畜存栏23，450头，羊存栏86，900余只，猪存栏

120，000余口，畜牧业年产值354．63‘j"元；工业从无到有，现有

煤炭，机械、建材，木材加工，纺织、电力、食品、印刷等
|企业46个，其中县属国营企业12个，集体企业3个，多集中

于西湾子，高家营两地，J．980年总产值l，．1．67．8万元，有社队

工副业摊点414个，’年产值t．25万元，全县各业年总产值

2，609．6万元。 ．．
，

‘ 解放前交通十分不便，货物运输靠笨重的铁木轮大车和

人背畜驮。现有张沽(张家口至沽源县)公路穿过县境，另

有朝五(朝天洼至五十家)、朝山(朝天洼至山岔)、中石

，(中山沟至石窑子)等干线、社队级公路与之相连，多数公

社能通汽车，交通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t9zl!．9年全县仅有小学12．t所，

在校学生4，939人，教职工148名。现有中学28所，在校学生

S，432人，教职工495名，小学334所，在校学生17，295人，教

职工720名。有专业晋剧团王个，农村业余剧团43个。县人

民政府驻地有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灯光

球场、广播站，农村有社、队办电影队44个，社社有广播放
大站，丰富了全县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解放前这里没有医

院，仅有21名流散村医。现有县人民医院，防疫站，，妇幼保

‘建站各一所，公社卫生院lS所，医护人员227名，大队卫生

室196个，卫生人员249名。 ‘．
．

’

1700年天主教传入西湾子等地，．1．862年在西湾子建立了

j匕方第一个总堂，现有教徒6，682人。

境内有古长城两段，一段北起清三营公社谷嘴窑村东

甫，沿崇礼、赤城、宣化交界到高家营公社头道边村西入张

。一4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