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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实现地名标准化，按照国务院的统一

部署和有关规定，我县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开展

了地名普查工作。通过大量的群众访问和调查

研究，全县三百八十六个自然村的村名来历及

含义已基本查清，并对三河县的历史沿革做了

初步考证。

据考证，我县历史悠久。上古为冀州地，

春秋战国时属燕国，秦属渔阳郡，汉始置县名

潞，唐武德二年析置临泃县，贞观初年废，开元

四年(公元716年)复置三河县，以地近七渡

(亦称错河、洳河，即现泃河)，鲍邱，泃河

(即现红娘港)三水而得名，距今已有一千二

百六十五年的历史。我县最早的村出现于春秋

战国时期，最晚的建于民国和一九四八年解放

以后。明初随燕王(明太祖第四子朱棣)扫北

和自山西、山东等地移民而来建舍成庄的，约

占 全 县 现 有 村 庄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左 右 。

据调查，我县村名内容丰富，含义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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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唐太宗李

世民，相传其东征时曾路经马起乏，因坐骑乏

卧，向当地劫龙寺老方丈借千里驹被拒，致李世

民火烧劫龙寺，怒杀老方丈。又如，相传清皇

帝康熙曾到皇庄私访，故将德圣镇改名皇庄

镇，并建东西定府庄；辽代一卤王征西时，曾

在军下建立城池，并于附近安营扎寨；唐王李

世民还曾在查马坊附近丢失并寻找战马等等。

这 些 ， 在 我 县 一 些 地 方 流 传 很 广 。

从调查结果看，我县村名成因较为复杂，

其中多以姓氏取名，其次是以地形地貌取名，

还有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古代建筑、动

物、植物等取名的，种类繁多，饶有风趣。

村名考查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政治性很强

的工作。由于村庄形成多已久远，又无史料记

载，靠群众世代相传，咀说口述，虽多数可信，符

合史实，但年代不准、来历无考、含义不清和失

实之处在所难免。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加工整

理粗糙，很难做到完美，敬希各级领导和同志们

多提宝贵意见，以进一步修改完善，为今后查史

备料，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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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一、本村名考，以村名的来历和含义为基

本要素。但有些村对其来历和含义众说纷纭，

意见不一。凡遇这种情况，都以多数人的意见

监符合史实为准。

二、有少数村庄，虽经多次调查，但对其

来历和含义知之甚少，有的只知含义不知来

历，有的则只知来历不知含义。在编写时，暂

按已掌握的材料整理，待将来发现新的材料后

再行补充。

三、建村时间是村名考的要素之一。鉴于

多数村年代久远，只能考察出大体时间，因

此，凡中华民国以前形成的村庄，一律以历史

朝代标明。为便于查考建村年代，书后附有中

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

四、村庄户数、人口一律以一九八0年底

统计年报为依据。

·3·



三河县自然村建村年代统计表

1981．11．10

合 计 2 1 9 49 20 79 3 1
城差镇 5 1

大枣林 1 2 ll 6 20
赵河沟 3 1 8 9 21
李旗庄 2 9 8 19
翟各庄 1 9 3 13

夏 庄 9 9 18
20

皇 庄 3 2 1 13 l 20
7

咎辛屯 3 6 5 4 18
埝 头 7 1 1 1 3 13
新 集 1 4 9 8 1 25

20
黄土庄 2 1 10 4 19
灵 山 1 4 9 3 1 18
蒋福山 2 4
高 楼 1 1 9 2 13
小崔各庄 5 2 2 13
小五福 1 1 18 3 23
齐心庄 1 9 2 12
孤 山 3 10 13
燕 郊 2 2 9 1 16
马起乏 6 1 1 lO 1 19
中赵甫 1 1 12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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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关 镇

东套：79户、395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张姓从小阎各庄、高姓自高各庄分别迁居

此地，不久又迁来杨姓等，形成村落，始名高

家庄。后因与东关合会办公，且地处河套，故

改称东套。

北关：410户、1658人。

建村年代：后唐同光年间。

后唐同光元年在此修建城池后，村民在北

门外修房建舍成村，故名北关。

西关：213户、907人。

建 村 年 代 ： 后 唐 同 光 年 间 。

后唐同光元年在此修建城池后，村民在西

门外建舍成庄，故名西关。

城内村：429户、1573人。

建村年代：后唐同光年间。

后唐同光元年建村，此地为县城，修有四

·6·



门、四街、城墙(1948年解放后拆除)，村民

居于城内，1945年成立村政府时命名城内村。

1962年村内分为东西两个大队。

东关：153户、549人。

建村年代：后唐同光年间。

后唐同光元年，此地修建城池后，村民在

东门外建舍成庄，故名东关。

南关：247户、1075人。

建村年代：后唐同光年间。

后唐同光元年，此地修建城池后，村民在

南门外建舍成庄，故名南关。

大枣林公社
高各庄：289户、1288人。

建村年代：宋初。

一高姓在此落户立庄，村名高家庄。后高

家搬走，因村落地势较高，改称高各庄。

三里庄：60户、274人。

建村年代：清初。

刘姓四户来此立庄。因该村距三河县城中

心三里远，因此得名三里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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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阎 各 庄 ： 4 1 2户 、 1 8 1 8人 。

建村年代：西汉末年。

有阎姓自山东逃荒到此落户，后又有人陆

续 迁 居 此 地 成 庄 ， 得 名 小 阎 各 庄 。

六道曹庄：122户、578人。

建村年代：清初。

清初，由曹姓建村，因村里有六条便道，

分别通往周围六个村子，故名六道曹庄。

定福庄：129户、547人。

建村年代：明末。

明末，有刘姓哥俩由东北奉天来此定居立

庄。有年大旱，清皇帝去东陵经过此村时，久

旱逢雨，遂给该村起名定福庄。

李秉全庄：116户、480人。

建村年代：清初。

清初，一名叫李秉全的人，从山西洪桐县

迁 此 落 户 立 庄 ， 故 得 名 李 秉 全 庄 。

冯庄子：168户、750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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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有冯姓在此落户立庄，故名冯

庄子。

大枣林：372户、1504人。

建村年代：清初。

相传此地原有三座大殿，殿前有一通往京

城、常过皇差的大道。因道边有很多酸枣树，

清皇帝封此村为大道枣林庄，后习称大枣林。

错桥：348户、1511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村东泃河上有一桥，村名始为草桥。后

三河西关一牛姓在此立坟，村民认为牛吃草不

吉利，便根据大桥位置与村庄相错，改称错桥。

杨相公庄：125户、495人。

建村年代：宋末元初。

由一杨姓相公在此立庄，得名杨相公庄。

魏各庄：141户、614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魏姓落此立庄，后迁来孔

姓、蔡姓，因魏姓来得早，故得名魏各庄。

·9·



魏、孔二姓相继绝户，但村名沿用至今。

兰 各 庄 ： 4 0 1户 、 1 6 3 2人 。

建村年代：明初。

有兰姓于此落户立庄，得村名兰各庄。

中 门 庄 ：170户、734人。

建村年代：明末。

因此村是正对县城中门的第一个村庄，村

南又有前中门庄，故始名后中门庄，后改称中

门庄。

野 汪 庄 ：81户、495人。

建村年代：清中期。

该地有几户村民定居，因周围一片水汪地，

一唐姓知县来此视察时，给该村起名野汪庄。

化 甲 屯 ： 168户、627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华姓国舅在此立坟地，后成村落，得名

华家屯，后习称化甲屯。

小 安 庄 ： 49户、2l3人。

建村年代：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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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为一小村，由马各庄人起名拴马庄。

清末，村民认为庄名不吉利，为求相安无事，

改称小安庄。

小定福庄：35户、158人。

建村年代：明初。

由方姓人家在此立庄，始名小方庄，又有

王姓、宋姓先后来此定居，后方姓人绝，王、

宋两姓认为自家有福气，改称小定福庄。

马各庄：208户、883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马姓将军战死葬于此地，后成村落，得

名马各庄。

陈各庄：124户、503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有陈姓在此落户，故得村名陈各庄。

小曹庄：73户、255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马各庄人迁此建村，村民认为养马有

槽，人有饭吃，起名富曹庄。后因与马各庄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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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名为改称杀马庄，以后又改小曹庄。

赵河沟公社

赵河沟：20 1户、876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赵姓在此定居建村，得名赵廓廓。后因

村西南有一条长流水沟，改称赵家河沟，现叫

赵河沟。

北务村：477户、2l76人。

建村年代：宋末。

相传，宋金战争，宋军长期在此屯粮，人

称北军务。后宋军撤离，军中解姓、田姓、李

姓留此定居务农，得名北务村。

王庄子：174户、791人。

建村年代：明初。

由北务村西边祖家屯搬来七家半在此定

居。清初有旗人王庄头到此居住吃官饷，家势

较大，故得名王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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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屠庄：172户、815人。

建村年代：明末。

赵姓由平谷县南宅村迁居此地，以杀猪宰

羊和种地为生，后成村落，得名赵屠庄。

李河沟：67户、280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李姓随清兵来此定居，因村南有长流水

河沟，故称李河沟。

马河沟：93户、432人。

建村年代：清初。

村南有河沟一条，通赵河沟，有马姓、李

姓居此。因马姓家大，曾做过道台，故得名马

家河沟村，现称马河沟。

曹庄子：75户、330人。

建村年代：清初。

蒋姓随清兵来此定居，因当时荒草丛生叫

草庄子，后演写成曹庄子。

石道庄：111户、475人。

建村年代：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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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石姓道台在此修建花园一所，后花奴在

此定居，因石道台家势大，故名石道庄。

义合庄：125户、532人。

建村年代：清初。

村南有梁庄子，村北有曹庄子，村民认为

有“槽”、有“粮”，便取名马庄子。但邻村

不允，纠缠多年，终于在清乾隆年间议和相并，

故改称义合庄。

梁庄子：82户、353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梁姓在此定居立庄，故名梁庄子。

梁台子：273户、1439人。

建村年代：宋末。

据碑文记载：元、明两代在此地常驻兵扎

营，人称西营。后因此村为存粮扎寨之地，改

称粮台子，演写成梁台子。

沟北：414户、1892人。

建村年代：北宋初年。

先有郑西屯，后有王家庄，村南有河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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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明初，两村合并，均废旧名，因村在沟之

北岸，故名沟北村。

大田庄：93户、486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田、王二姓于此定居立庄，名为田庄

子、西王福。清道光年间，二村合并，称大田庄。

方元屯：155户、632人。

建村年代：清顺治年间。

有方姓者随清兵来此定居立庄，因方姓吃

官饷，故得村名方官屯。民国初年改称方元

屯。

小丁河沟：64户、341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丁姓由丁家河沟迁居此地，后成村落，

得名小丁河沟。

大丁河沟：164户、726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丁姓随燕王扫北由河南省水侠寨来到北京

永定门外丁坑定居，后又迁居此地立庄，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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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河沟命村名丁河沟。后村东建了小丁河沟

村，故该村改称大丁河沟。

郑辛庄户：102户、433人。

建村年代：明嘉靖年间。

有郑姓于此落户立庄，始名郑家廓廓，后

郑姓家绝，其长工王姓继承郑的家业，起村名

为郑辛庄户。

沟北庄户：206户、982人。

建村年代：清初。

沟北王姓迁居此地立庄，曾名沟北王家新

庄。后于雍正年间，为看管清朝的公主坟，由

通州古城迁来五家，改村名为沟北庄户。

双塔：342户、1446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村中有土塔两座，故名双塔村。

小田庄：39户、196人。

建村年代：清道光年间。

有李姓、田姓，由大田庄迁此落户立庄，取

名小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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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陈庄：126户、607人。

建村年代：元初。

陈姓江南人随兵来此定居立庄，当时称江

南人为南蛮子，故始名陈蛮子庄。1 966年改

称北陈庄。

李旗庄公社

李旗庄：312户、14l6人。

建村年代：清初。

皇家为防有人劫皇杠，将一李姓武官派至

此地防守，后该武官在此定居，因李姓为旗

人，得名李旗庄。

东兴庄：1 4 3户、652人。

建村年代：明永乐年间。

此地有一大坑叫狗儿坑。当时一逃荒者牵

狗至此，狗在坑边卧下，逃荒者认为此地有福

气，便定居立庄，得名狗卧福，叫白了为狗儿

府 。 1 9 6 3年 将 狗 儿 府 改 为 东 兴 庄 。

幸福庄：156户、692人。

建 村 年 代 ： 清 初 。

·17·



村中有汉满两族，满族中一李姓做过知

府，得名李知府庄。李姓官员死后，改为知府

庄。1963年改为幸福庄。

查马坊：118户、496人。

建村年代：唐初。

相传李世民征东由此路过时，丢失一匹

马，便就地进行查访，终于找到失马，故得名

查马访，后改称查马坊。

杜官屯：202户、863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村中有杜姓官宦世家，得村名久官庄，取

为官长久之意。后一知县到杜姓官员家中拜

访，改庄名杜官屯，貌似恭维，实则杜绝也。

以后村中做官的渐渐没有了，后人传说是这知

县 改 村 名 给 改 绝 的 。 村 名 延 用 至 今 。

赵各庄：106户、396人。

建村年代：‘清末。

由附近大康庄迁来一户姓信的为赵家看

坟，以后信家在此落户，故名赵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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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耳：62户、246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打铁的夫妇二人从山东来此落户，男人

叫李耳，时间不长即死去，其妻生一子，因是

暮生儿，故起名为李暮耳，以后形成村落，得名

李木耳。

崔家窑：197户、865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董姓来此落户，以烧窑为生，得名董家

窑。以后搬来崔姓，因有钱有势，改称崔家

窑。

么曹庄：1 36户、592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有一家逃荒到此落户，男的姓么，女的姓

曹，故名么曹庄。

李民庄：56户、289人。

建村年代：明末。

李姓汉人捕鱼为生到此落户，人户渐多，得

名李新庄。清初，李姓旗人被皇家派到此地防

守并定居下来，将村名改为李旗庄。以后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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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村，东部得名李民庄，西部仍为李旗庄。

李枣林：268户、1156人。

建村年代：清初。

满族人李姓一家来此落居，以农业和种枣

树为生，后成村落，得名李家枣林，后习称李

枣林。

徐枣林：133户、615人。

建村年代：清末。

由李家枣林分出几户徐姓在此另立成庄，

故 名 徐 家 枣 林 ， 后 习 称 徐 枣 林 。

大定福：164户、684人。

建村年代：唐中期。

有杨姓来此落户，以农为生，越过越富，

便认为此地有福，后成村落，取名大定福。

三间房：38户、158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崔姓人家在此盖了三间房定居，后成村

落，得村名为三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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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校尉：104户、466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刘姓在皇宫内做校尉官，年老后到此定

居立庄，故名刘校尉。

西辛店：125户、560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两户辛姓在此地南北路的东西侧各开一

店，渐成村落，得名辛店。后以路为界，西侧

为西辛店。

东辛店：234户、104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两户辛姓在此南北路的东西两侧各开一

店，渐成村落，得名辛店。后以路为界，东侧

为东辛店。

白浮图：304户、1316人。

建村年代：明末。

村北有一庙，庙内有高塔，塔顶为白色

的，得村名为白塔浮图。后由于战争，庙、塔

被破坏，改称白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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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庄子：173户、745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郭姓搬迁此地，后又迁来马姓、殷姓，

形成村落，因郭姓来的早，得名郭庄子。

翟各庄公社

何屯：157户、680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年间。

始有李姓、蔡姓、邢姓、庞姓等十来户人

家。因当时李姓和邻近的西杨庄何家亲如一

家，有何李不分之说，故名合家屯，后改称何

屯。

三刘庄：86户、358人。

建村年代：清康熙年间。

刘姓哥仨由贾官营搬此定居，后成村落，

故名三刘庄。

黄亲庄：152户、66 4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黄姓迁此(旧称泥洼铺)落户，后又迁

来李、聂、赵、鲁等姓，因黄姓来得早，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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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辛庄。后为与本县其他两个黄辛庄区别，改

称黄亲庄。

郝家府： 127户、4 79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年间。

有贾锐自山西省洪桐县大柳树村迁此落户

立庄，取名贾家坞。二十多年后，贾家门婿郝

家来此居住，改村名为郝贾府，后习称郝家

府。

西杨庄：l74户、675人。

建村年代：明初。

杨姓一家自侯驸马村迁居此地，后成村

落，故名杨家庄。解放后，为与东边杨庄区

别，改称西杨庄。

丁家庄：69户、301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一丁姓太监来此居住，自己种一花园，人

称丁家花园，后发展成村，得名丁家庄。

丁桥庄：144户、622人。

建村年代：民国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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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原与丁家庄是一个村。村中有一桥，

民国初年以桥为界建立东西两个会，桥东起名

桥家庄，后考虑到是由丁家庄分出，又改称丁

桥庄。

小景庄：36户、156人。

建村年代：北宋初年。

有景玉文和景玉山弟兄二人到此落户，哥

俩砌了一口大井，后二人不和，景玉山搬到庄

西，分头立庄，景玉文这边叫大景庄，景玉山

那边为小景庄。

阎庄子：l04户、675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阎姓等数户居此立庄，得名阎家庄，后

改称阎庄子。

大景庄：95户、431人。

建村年代：北宋初年。

景玉文和景玉山两弟兄到此落户，哥俩砌

了一口大井，后二人不和，景玉山搬到庄西，

从此分别立庄，景玉文这边叫大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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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各庄：163户、671人。

建村年代：明洪武年间。

村东有观音庙，匾上有“翟各庄”三字，

据说是翟姓人建村，后绝户。清乾隆年间从高

各庄迁来刘姓，已传到十一代，仍沿用翟各

庄这个村名。

田村：86户、325人。

建村年代：明成化年间。

田姓来此居住，后成村落，得名田家村，

习称田村。

小庄子：83户、371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当时此地有几户人家居住，人称张米庄。

清雍正年间有吴姓、郑姓、唐姓到此居住，经

三姓商议，改称小米庄，后又叫成小庄子。

夏庄公社
傅辛庄：159户、655人。

建 村 年 代 ： 清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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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傅姓来此落户立庄，故名傅辛庄。

商庄子：72户、343人。

建村年代：清初。

此地有一商家坟，由吴家看坟，人户逐渐

增 加 ， 形 成 村 落 ， 得 名 商 庄 子 。

尹辛庄：113户、462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始有辛姓在此落户立庄，取名辛庄。清

末 ， 尹 家 发 了 财 ， 故 改 称 尹 辛 庄 。

范港：83户、326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范姓在此落户立庄，因村东北有大港，

取名范港。

大曹庄：271户、1167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始有曹姓在此落户立庄，故名大曹庄。

北寨：81户、356人。

建 村 年 代 ： 明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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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在此安营扎寨，始名寨里庄。清初，

因寨主姓柴，村中又来一刘姓旗人较有势力，故

改称柴刘庄。以后，柴走，刘势衰，人们仍称寨

里庄，南边人常称北寨里庄，叫白了便为北寨。

小康庄：56户、238人。

建村年代：明初。

康姓一家来此落户立庄，村庄较小，故名

小康庄。

安家庄：132户、536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一安姓自山东逃荒至此定居。盖房时，风

水先生说房要朝阳才有风水，因房盖的朝阳，

安姓立村名为朝阳安，以后改为安家庄。

后丞相：201户、833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陈元胜随军到此跑马占圈，

定居立庄。因当时此地有一丞相坟，得村名丞

相村。后鲍邱河改道，将村冲为两段，河南为

前丞相，河北为后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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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军屯：86户、36 4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满族军官、人称康老太爷的带领官兵跑

马占圈，在此定居立庄，取名辛军屯。

付各庄：76户、33 4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贾姓随军到此落户立庄，取名富高庄，

意为发财致富，高高在上，以后人们叫成了富

各庄，又改写为付各庄。

小金庄：45户、230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金姓穷苦人于此落居，以打袼褙为生，

后成村落，取名金袼褙庄，后改称小金庄。

韩各庄：122户、518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韩姓来此定居立庄，故名韩各庄。

任官庄：171户、740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在朝为官的任姓迁此定居立庄，故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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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庄。

霍各庄：174户、823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大将霍凯(外号大刀霍凯)，

来此定居立庄，得名霍各庄。

赵各庄：116户、482人。

建村年代：清末。

赵姓来此定居立庄，故名赵各庄。

夏庄：385户、1439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据村内三霄娘娘庙重修时的碑文记载，因

村 内 有 夏 姓 大 庄 主 ， 故 名 夏 庄 。

周家庄：152户、759人。

建村年代：清康熙年间。

一周姓满人来此落户立庄，因是一县官，

故以其姓得名周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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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杨庄公社

南杨庄：185户、799人。

建村年代：明初。

杨、龚两姓在此落户，因杨姓户大，又座

落在另一个杨庄的东部，取村名为东杨庄。

1958年改为南杨庄。

侯各庄：217户、948人。

建村年代：清初。

燕王扫北时，河南一侯姓随军迁居三河县

城，至清初，因受旗人欺压，又搬迁此地，以

种菜为生，后立庄得名侯各庄。

中门辛庄：131户、536人。

建村年代：清初。

建村时，村内有两条大道，道口有两个大

门楼，因此门比县城门小，故名前中门庄，后

改称中门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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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淀：187户、8 4 4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朱姓一家自三河城内迁居此地立庄。因村

北有港淀，又因村内有三条沟，散起村名时将

名 字 上 都 加 了 三 点 水 ， 即 不 老 淀 。

李各庄：152户、629人。

建村年代：元末。

李大力、李二力两兄弟来此定居立庄，李

大力建大李各庄，李二力建小李各庄。1948

年 解 放 后 ， 合 为 一 村 ， 统 称 李 各 庄 。

鲍各庄：107户、527人。

建村年代：清初。

村落形成后，村内修一大庙，庙顶雕一虎

一豹，迷信说法取豹为好，故得名豹虎庄，后

改称鲍各庄。

小 王 各 庄 ： l 4 4户 、 7 6 4人 。

建村年代：明初。

王姓弟兄二人始在大窝头村落户，后其弟

又在此村西北开荒种地，逐渐成庄，因临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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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各庄，得名小王各庄。

大王各庄：173户、764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王、杨两姓随军移民，来此

定居立庄，因王姓户大，得名大王各庄。

尚店：56户、221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侯各庄有几户在村西种菜，后于此落户立

庄。因此地比侯各庄地势高，得名“上店”，

后演写成尚店。

大窝头：215户、931人。

建村年代：明初。

始有赵姓在此定居立庄，因村后泃河湾处

有涡穴一处，村民称大涡子，俗称磬子。人们

认为磬子里住乌龟不吉利，将村名改为大窝

头。

泗河：478户、1975人。

建村年代：宋初。

此地形成村落后，因四面环河，故名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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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王驸马：150户、605人。

建村年代：南宋年间。

相传，南宋年间，村中一肖姓(现已绝户，

有肖家坟可考)与朝廷一王姓驸马有亲属关

系，王姓驸马上任前曾到过此庄，以后来往密

切，肖姓借王的势力，起名王驸马庄。

小阎各庄：108户、414人。

建村年代：唐末。

有阎姓于此落户立庄，故名小阎各庄。

武公庄：59户、270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朝廷内有一武老公的官员，曾在此居住，

故 始 名 武 老 公 庄 ， 后 叫 成 武 公 庄 。

闵各庄：219户、938人。

建村年代：宋末。

始有一闵姓人家居此(后迁走)，渐成村

落，得名闵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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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庄子：73户、329人。

建村年代：隋初。

一肖姓在此落户立庄，得名肖家庄，后叫

成肖庄子。

小营：48户、265人。

建村年代：明朝。

错桥张姓财主在此占地数顷，并盖有场

房，起名小营子。后定居人户增多，得名小营。

小窝头：101户、482人。

建村年代：清嘉庆年间。

许姓旗人到此定居立庄，因距大窝头很

近，故称小窝头。

侯庄户：104户、455人。

建村年代：宋初。

相传，宋初此地为肖太后行军运粮船泊休

息之地，后有侯姓定居，得名侯庄户。

东辛庄：36户、164人。

建村年代：宋初。甄姓从大窝头、王姓从

咀头迁来落户立庄，因离大窝头很近，得名窝

头 辛 庄 。 解 放 后 改 名 东 辛 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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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庄 公 社

皇庄：725户、2982人。

建村年代：宋末。

相传，宋末该地有后曹庄、西小街、德圣

村、黄庄四个小庄。明中期，胡南庄陈姓大财主

在德圣村立集镇，四村统称德圣镇。清康熙皇帝

私访该镇，了解到该镇国家二品官郑四朝廷

(绰号)是一清官，就把德圣镇改为皇庄镇。

石驸马：120户、400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建村时原叫北庄户，由于村内有个抢男霸

女的和尚，官府为逮这个和尚，将村烧毁，村

人便往南二里迁移，由石、马二姓各建一村，

名为石庄、马庄。后两村合并，为取吉利，在

石、马二字中间加一“富”字，得名石富马

庄，逐渐叫成石驸马。

冯白塔：36户、140人。

建 村 年 代 ： 明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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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冯姓从河南迁居此地建村，

塔，得名冯白塔。

杨家务：230户、1000人。

建村年代：元初。

一杨姓人家从外地逃荒到此，

看坟，后于此立庄，故称杨家务。

因村西有白

给另一杨家

毛坟：86户、35 1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原叫北定福庄，庄东有毛家坟地，并有很

多杨树，其中一棵很高，在三河南关即可看

到。三河到新集来往行人问路时，人们告诉奔

毛坟走，标志是那棵杨树，后人们自然地将此

村称为毛坟。

张白塔：136户、595人。

建村年代：明末。

由张姓建村，后又建一白塔，由于张姓户

多，故称张白塔。

陈庄：90户、398人。

建村年代：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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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名陈毛庄(西头叫陈庄，东头叫毛庄)，

后人们习称为陈庄。

祁庄户：85户、366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由祁姓建村，始名祁庄窝，后习称祁庄户。

白塔寺：99户、375人。

建村年代：唐末。

陈荣吉自平谷县中秋村迁此建庄，后盖一

庙 ， 庙 后 建 一 白 塔 ， 故 得 名 白 塔 寺 。

韶道庵：145户、624人。

建村年代：唐初。

郑姓于此建村，村中建一庙，庙名元同

庵，村名也叫元同庵。后庙改为韶道庵，村名

也随之改为韶道庵。

赵庄子：163户、696人。

建村年代：明末。

赵姓自蓟县赵坨子迁此落户建村，取名赵

家庄，后叫赵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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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宙：290户、1190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名叫马宽者，随燕王扫北来此，途径薄

大宙与该村果家之女结婚，做了养老女婿。后

在薄大宙一里之距建庄，起名马大宙。

薄大宙：121户、531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一薄姓从大薄各庄迁此建庄，人户繁衍，

多为薄姓，故称薄大宙。

东定府庄：181户、846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明朝中期建村，后至清康熙年间，村西

的德圣镇有一姓郑的二品官，其为接驾皇帝显

示威 风 ， 为 此 庄 起 名 为 东 定 府 庄 。

龚庄子：112户、452人。

建村年代：宋末。

该村形成后，因村中街道弯曲成弓字形，

故 名 弓 庄 子 ， 后 改 写 为 龚 庄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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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庄子：140户、621人。

建村年代：明初。

卢姓于此落户立庄，得名卢庄子，后写成

芦庄子。

郑辛庄：l40户、59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泗河村一郑姓在此种地，后盖了窝棚，人

称郑家窝棚，后改称郑辛庄。

大 薄 各 庄 ： 1 8 4户 ， 7 9 9人 。

建村年代：明初。

有薄姓于此落户立庄，故名大薄各庄。

小薄各庄：80户、431人。

建村年代：明末。

石姓到此落户立庄，因庄小人少，又距大

薄 各 庄 一 喊 之 地 ， 故 名 小 薄 各 庄 。

大堡庄：294户、1461人。

建村年代：唐末。

该村约建于唐末，因地势低洼十年九涝，

街巷内也常进水，后人们齐心协力修坝护堤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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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村庄，故名大堡庄。

西 定 府 公 社

西定府：232户、1007人。

建村年代：清康熙年间。

村东德圣镇一郑姓二品官，为接皇驾显示

威 风 ， 给 该 村 起 名 为 西 定 府 庄 。

新房村：l48户、602人。

建村年代：清末。

李家由村北庄户地(原为村落，现为耕

地)搬迁于此建舍成庄，因当时初建新房，得

名新房村。

白庄：358户、1393人。

建村年代：宋朝中期。

约宋朝中期，白姓一家到此定居立庄，得

名白庄。

伏集：l27户、556人。

建村年代：明初。

冯姓自外地迁此定居立庄，因村东北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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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故始名阜脊庄，后演写成为伏集。

小辛店：82户、329人。

建村年代：清末。

此地原为郑家(朝廷官员)坟地，有人看

坟居此立庄，得名郑家辛店。后因村小改称小

辛店。

司庄：94户，434人。

建村年代：明初。

司姓于此定居立庄，始名小司庄，后改称

司家庄，现称司庄。

桥河村：245户、1013人。

建村年代：宋初。、

一日刮风后，村民在村西北沙坨上发现两

个小铜佛爷，以后发大水又冲来一批木头，于是

人们认为此地有神灵，并修建庙宇，遂得名神

灵村。一九六三年为破除迷信，又因地处鲍

邱 河 北 ， 有 桥 有 河 ， 改 称 桥 河 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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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辛屯公社

昝辛屯：396户、1768人。

建村年代：宋朝中期。

有咎姓人于此落户立庄，起名昝家辛屯。

后该村附近又建了青松庄。明末，两庄合并，

改名昝辛屯。

崔各庄：158户、666人。

建村年代：宋朝中期。

崔姓人于此落户立庄为庄主，又因该村地

势较高，始名崔三岗，后改称崔各庄。

周马坊：l25户、558人。

建村年代：明末。

随闯王李白成的军队有一周姓人到此落

户，以养马为生，后成村落，得名周家马坊，

后称周马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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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子：199户、884人。

建村年代：宋末。

有郭姓人来此落户立庄，因地势低洼，故

称郭家洼子，后习称洼子。

孙各庄：187户、885人。

建村年代：宋末。

一孙姓老太太带着家人于此定居立庄，孙

老太太在当地很有名气，得名孙各庄。

后葛庄：166户、760人。

建村年代：隋末唐初。

相传，隋末唐初时，高丽国西部酋长盖苏

文曾在该村前的前葛庄居住，此地为盖的后花

园，故名后葛庄。

前葛庄：13l户、504人。

建村年代：隋末唐初。

相传，隋末唐初时，高丽国西部酋长盖苏

文曾在此居住，该村后面有盖的后花园，前后

两地分别建庄后，为互相区别，该村起名前盖

庄，后改称前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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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中马坊：285户、1238人。

建村年代：隋末唐初。

相传，隋末唐初，该村是高丽国西部酋长盖

苏文的马坊，村南有马：卓地，又因该村位于西

面的前后葛庄之闻，故名盖中马坊，后改称葛

中马坊。

大朱庄：99户、403人。

建村年代：清初。

该村东南有大康庄，两村不和，为把康庄

压 倒 ， 取 猪 吃 糠 之 意 ， 起 名 大 朱 庄 。

小朱庄：199户、912人。

建村年代：清初。

因村西有一康庄，为把康庄压倒，取猪吃

糠之意，起名小朱庄。

常辛庄：98户、473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年间。

原有常姓于此占有几顷地，雇有长工、管

家，设窝棚长年种地、打场，于清乾隆年间

形成村落，起名常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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钳公庄：182户、803人。

建村年代：宋初。

始名康庄，后因村东北建了大朱庄、西北

建了小朱庄，村民认为猪吃糠不吉利，约于清

末改称钳公庄。

杨各庄：197户、867人。

建村年代：宋朝中期。

有杨姓老人于此打鱼为生，后成村落，得

名杨各庄。

王辛庄：152户、705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几户王姓白杨各庄迁此定居立庄，始名

王庄，庄后 有一户数较少的小村，后两村合

并，改称王辛庄。

大王庄：95户、482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曾有大队人马于此驻扎，兵

马走后，主姓在此定居立庄，得名犬主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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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台：200户、986人。

建村年代：明初。

艾姓人家来此定居立庄，因此地有一大土

台，故名艾台。

西达屯：352户、1597人。

建村年代：清初。

部分旗人随军进京时落居于此，因旗人属

官家，为达官贵人，故得村名达官屯，后为与

东边达官屯互相区别，改称西达官屯，习称西

达屯。

虎将庄：190户、970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年间。

一在朝为官的王姓在此立坟，并雇人看

守，渐成村庄。因传唐初虎将罗士信(传说中

的罗成)战死于附近，故起村名为虎将庄。

埝头公社
荣村：199户、894入。

建村年代：明初。

始名七十二蒙村，后改称荣村古庄，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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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又简称荣村。

刘白塔：439户、1979人。

建村年代：唐初。

刘姓一家从四川来此落户立庄，村中有

庙，庙前建有七尺高白塔，得名刘家白塔，后

习称刘白塔。

行仁庄：609户、2745人。

建村年代：唐初。

因地处泃河西岸且村北有大道，来往运

粮、盐的客商于此歇脚，得村名歇儿庄。后改

称杏儿庄。清末，人们认为盐淹杏不吉利，改

村名为行仁庄。

大掠马：254户、1183人。

建村年代：唐初。

因有马有粮较为富足，故称料马幸撞，后

泃河改道，一村分三村，即辛撞(今蓟县)和

大、小料马，该村为大料马。后与村西马大宙

闹纠纷，取掠马之意，又改为大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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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掠马：128户、623人。

建村年代：唐初。

因有马有粮较为富足，故称料马辛撞，后

泃河改道，一村分为三村，即今蓟县的辛撞和

大、小料马，该村为小料马。后因与村西马大

宙闹纠纷，取掠马之意，又改为小掠马。

栗屯：102户、42l人。

建村年代：清末。

栗姓来此落户，后又迁来史、郑、苏等姓，

繁衍成庄，取名栗屯。

埝头：278户、1124人。

建村年代：元初。

始有刘显贵、苑国贵两家迁到此地落户。

明末清初，又从山东邹县搬来孟继学、孟科文

父子俩，逐渐成庄。当时村爿匕有泃河大埝，该

村地处埝头，得名埝头。

孙安屯：174户、791人。

建村年代：清初。

此地搬来一旗人，人称孙三太爷，因势力

大，每任县官都要拜访他，故名孙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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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辛庄：111户、489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孟姓一家在此地给埝头刘姓看坟，后落户

立庄，得名孟辛庄。

胡庄子：216户、917入。

建村年代：唐初。

胡姓一家居此，又有陈、李两姓搬来，因

胡姓来得早，得名胡庄子。

王庄子：152户、715人。

建村年代：唐初。

有一王姓到此定居，后成村落。村中修一

观音庙，俗称唐庙。因王姓户大人多，又有唐

庙 ， 故 名 王 唐 庄 ， 后 改 称 王 庄 子 。

南庄：357户、1543人。

建村年代：唐初。

始有王德发等户由王唐庄南迁，另立村．

庄，因与王唐庄同一祖先，又位于王唐庄南

侧，故名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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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226户、1024人。

建村年代：辽代。

公元1100年前后，有刘姓和苑氏在此落户

立 庄 ， 得 名 刘 苑 庄 ， 后 习 称 刘 庄 。

新集公社

邢家园：169户、669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此地原为一户邢姓的菜园子，后人户增

多，逐渐成庄，得名邢家园。

西门外：156户、661人。

建村年代：清初。

张、纪、刘、许几户自山东逃荒来此定

居 ， 因 地 处 新 集 镇 西 ， 故 名 西 门 外 。

回民队：115户、548人。

建村年代：1955年。

1955年合作化时，由新集镇各村回民联合

组成一个队，为回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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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庄：157户、692人。

建村年代：元末。

王、窦、苏、宋四家由山东逃荒到此落

户，逐渐成村，因王家户大，得名大王庄。

菜园：136户、568人。

建村年代：清末。

该地原为新集镇的一片菜园，后有卢广资

来 此 定 居 ， 繁 衍 成 庄 ， 得 名 菜 园 。

小王庄：232户、947人。

建村年代：元末。

泃河南岸晁、范二庄被大水冲毁，村中几

户迁至大王庄附近落户成庄，取名小王庄。

陈庄子：59户、252人。

建村年代：明末。

该地曾为晁、范二庄，因泃河连年发水，

村庄被冲毁，后村民迁此立庄，始名沉庄，以

后改成陈庄。

胡家窑：126户、548人。

建 村 年 代 ： 清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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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姓两兄弟逃荒来此定居，以烧砖为业，

立村名胡家窑。

张庄：683户、2976人。

建村年代：宋末。

有个叫张仙的人于此定居，后人户渐多，

形成村落，始称张仙庄，1966年改称张庄。

李庄：336户、1509人。

建村年代：明嘉靖年间。

蓟县石门李金、李宝、李银三兄弟迁此落

户，李家户大人多，为人仁义善良，得村名李

善人庄。1966年改称李庄。

二郎庙：116户、474人。

建村年代：明末。

明末建村时，与现姚家营为一庄，统称张

八甲庄。清朝中期，村北修一二郎庙，庙附近

村民另建一村，取名二郎庙。

姚家营：157户、701人。

建村年代：明末。

蓟县车马营一姚姓来此落户立庄，当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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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庙合称张八甲庄，后两村分开，该村因姚

姓势大，取名姚家营。

西营：197户、970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征战得胜后，其手下兵将王、

张、垢三姓在此定居立庄，因王姓人多，取名

王甫营，后村北堤埝决口，洪水将村冲为两

半，便分为东、西王甫营。1967年将西王甫营

改称西营。

中营：220户、1001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征战得胜后，其手下兵将王、

张、垢三姓于此落户立庄，因王姓人多，取名

王甫营，后村北堤埝决口，洪水将村冲为两

半，便分出东、西王甫营两村。1962年又将

东半部分出，单建中营村。

东营：165户、767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征战得胜后，其手下兵将王、

张、垢三姓于此落户，因王姓人多，始名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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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后村北堤埝决口、洪水将村冲为两半，便分

为东、西王甫营，该村居东为东王甫营。1967

年改称东营。

龙湾：118户、562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年间。

该地有块土地貌似龙形，弯弯曲曲，东高

西低，后因发水挡埝，将土用掉，民众说龙完

了。当时宝坻县刘姓一家迁此居住，立村名龙

完，后习称龙湾。

杜庄：60户、274人。

建村年代：清乾隆十年。

始有杜、邢、任三姓自外地迁入，后又有

吴、张等户迁此，形成村落，取名杜庄．后杜

姓迁居他乡，村名沿用至今。

刁庄：101户、559人。

建村年代：清康熙年间。

东达屯刁国起迁此定居，后成村落，得名

刁辛庄。1967年改称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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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达屯：313户、1462人。

建村年代：北宋。

相传，北宋年间，有李、国、毛三户与一和尚

于此定居，该地属鞑靼辖地，始名鞑子行村。

清雍正年闻，村中有蒋姓给皇家某太后保镖，

名声显赫，故改称达官屯，为与十五里外的达官

屯区别，又改称东达官屯。1967年改称东达屯。

任家庄：118户、574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薄姓等户于此租种东达屯任姓地主的土

地，后落户成村，得名任家庄。

芮庄子：85户、443人。

建村年代：明末。

宝坻县一芮姓地主将此地占为已有，并出

租，后芮家佃户张、杜、李、崔等姓于此落户

立 庄 。 得 名 芮 家 庄 ， 后 习 称 芮 庄 子 。

桥头子：202户、970人。

建村年代：宋末。

原为刘家胡同、沙坨子、孙家堡子、桥头

子四小村。桥头子因位于泃河上一木桥桥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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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1946年，四村合一，统称桥头子。

西罗村：94户、492人。

建村年代：宋初。

由大罗村迁往村西几户另立村庄，因位于

大罗村西边，故名西罗村。

大罗村：272户、l259人。

建 村 年 代 ： 隋 末 唐 初 。 。

相传，隋末唐初，瓦岗义军一罗姓将军率

部于此安营扎寨，后在同隋军作战中死于附

近。部下将领冯、邵、李三家在此落户，取名

大罗村，以纪念罗将军。

东 罗 村 ： 1 5 3户 、 7 5 7人 。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清朝中期，大罗村张姓一家迁此落户立

庄，因村建在大罗村东边，取名东罗村。后有

吴姓来此，发展成大户，村名改为吴家罗村。

1948年解放后又改为东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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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甲岭公社

段 甲 岭 ： 6 6 1户 、 2 7 6 2人 。

建村年代：辽代。

原有几户人家在此开店，因靠近北山岭，

素有“家住梅花岭上村”之说，后因山水将几

家店户冲开，形成石沙河，由此得名段家岭

(即断家之意)，后习称段甲岭。

高家庄：109户、451人。

建村年代：元初。

有一高姓于此落户建村(有高家祖坟)，

故名高家庄。

大十百户：203户、812人。

建村年代：唐中期。

相传，公元八百年前后，有一侯官因打仗落

脚在蓟州城内，后在城关东、西各建十个百户

村，归其统辖。该村为第十个村，即为十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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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十百户：24户、121人。

建村年代：清末。

由大十百户迁出部分村民于此落户立庄，

故称小十百户。

大九百户：118户、501人。

建村年代：唐中期。

相传，公元八百年前后，有一侯官因带兵打

仗落脚在蓟州城内，后在城关东、西各建十个百

户，归其统辖，该村为第九个村，故名九百户村。

山下庄：181户、674人。

建村年代：南宋时期。

一李姓由浙江省金华县逃荒来此落户立

庄 ， 因 地 处 山 脚 下 ， 故 名 山 下 庄 。

小 九 百 户 ： 6 3 户 、 2 5 9 人 。

建村年代：清初。

由大九百户分出部分农户，逐渐于此成

庄，得名小九百户。

八 百 户 ： 2 4 4 户 、 1 0 0 5 人 。

建村年代：唐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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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公元八百年前后，有一侯官因带兵

打仗落脚于蓟州，后在城关东、西各建十个百

户村，此村为第八个百户，故名八百户。

六百户：90户、374人。

建村年代：唐中期。

相传，公元八百年前后，有一侯官因带兵

打仗落脚于蓟州，后在城关东、西各建十个百

户村，此村为第六个百户，故名六百户。

崔各寨：74户、401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崔姓为大户，故名崔各寨。村址原在蓟

县东部，1960年修建于桥水库时，迁到三河县

今址。

高庄子：103户、483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高姓人家自山东召远县逃荒来此定居立

庄，故名高庄子。

辛庄户：68户、293人。

建村年代：清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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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李德、吴德、刘德三户人家自段甲岭迁

来定居立庄，因当时为新立的庄户，故名新庄

户，后写成辛庄户。

小赵庄：113户、481人。

建村年代：南宋末年。

大赵庄有赵氏兄弟不和，分家后，其中一

人迁至庄外，另立一庄，得名小赵庄。

大赵庄：220户、834人。

建村年代：南宋。

赵姓一家由山东蓬莱县逃荒来此落户立

庄，故名大赵庄。

七百户：244户、1031人。

建村年代：唐中期。

相传，公元八百年左右有一侯官因打仗落

脚在蓟州，后在城关东、西各建十个百户村，

该 村 为 第 七 个 百 户 ， 故 名 七 百 户 。

西公乐：237户、946人。

建村年代：南宋。

原称东长安，后改称公乐店子，公乐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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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乐观欢畅之意。1953年将村分为东西两村，

该村居西为西公乐。

东公乐：214户、918人。

建村年代：南宋。

原称东长安，后改称公乐店子，公乐即公

众乐观欢畅之意。1953年将村分为东、西两

村，该村居东，为东公乐。

渠头：169户、721人。

建村年代：北宋。

宋辽战争时，辽国常在此地一大渠上运粮，

该渠成为一条水上主要交通线，北至灵山，南至

青淀洼，是错河的支流，该村居此渠边，故称渠

头。

崔庄子：179户、792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一崔姓随军到此，给人家看

守坟地，后人户增多，形成村落，故名崔庄子。

小崔庄：22户、8 3人。

建 村 年 代 ： 清 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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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崔庄子部分村民迁此落户立庄，故称小崔

黄土庄公社

黄土庄：219户、907人。

建村年代：唐初。

当时庄北苍松密布，始名黄松庄。至明嘉

靖年间，松树被伐，剩下一片黄土，村中一在

朝 为 官 的 肖 姓 将 庄 名 改 为 黄 土 庄 。

白庄子：75户、402人。

建村年代：北宋末年。

三户白姓自皇庄西的白庄来此定居，故名

白庄子。

马连口：117户、503人。

建村年代：北宋末年。

因由山下直通村里有一条道，道两边有马

莲 一 直 长 到 村 头 ， 故 名 马 连 口 。

尚庄子： 184户、845人。

建 村 年 代 ： 元 朝 中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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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老和尚派小和尚来此种地，后附近村

民亦来这里租地种，逐渐成庄，因地是和尚

的 ， 得 名 和 尚 庄 ， 后 改 称 尚 庄 子 。

小石庄：137户、603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几户石姓随兵马在此落户立

庄，故名小石庄。

大石庄：120户、500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始有石姓来此定居，后由东小汪迁来王

姓，由张白塔迁来邢姓，渐成村落，因石姓人

户最多，故名大石庄。

二百户：157户、678人。

建村年代：明初。

刘、王二娃七户人家由山东逃荒来此定

居，后又迁来左、崔、关多户，因村北有头百

户，故得名二百户。

小营：148户、659人6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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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杨姓、李姓随清军入关来此居住，后成

村落，因此地曾扎过营盘，故名小营。

后沿口：95户、481人。

建村年代：唐初。

李世民征东时，任姓于此建村，因位于泃

河西岸，故名沿口。至清代，庄南建村，称前

沿口，该村便改称后沿口。

前沿口：88户、421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有乔姓自三河西关迁此定居立庄，因位于

沿口村南部，故名前沿口。

石碑：109户、439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村中修一北寺，又有一石碑，故名石

碑。

韩屯：97户、455人。

建村年代：清初。

有韩姓自律庄子搬此建村，故名韩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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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沿：34户、163人。

建村年代：清末。

有两户赵姓、一户任姓来此居住，因地处错

河边，始名错桥河沿。l940年改称小河沿。

季辛屯：272户、1158人。

建村年代：明初。

始有季姓在此定居，至明末清初，又有东

北旗人随军入关到此落户，因建村的是季姓，

故名季辛中。

律庄子：89户、408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一高姓旗人跑马占圈来此居住建村，因村

东绿草丛生，始名绿庄子。清末，村中出一秀

才，他将村名改为律庄子。

北燕村：319户、1402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宋姓自三河西南魏各庄迂来，又有崔姓

自三河西关迁此，后成村落。因村西临河，常

有大燕飞来，南又有南燕村，故称北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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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辛庄：106户、448人。

建村年代：清末。

两户南姓自大曹庄迁此落户立庄，庄址在

现村南河边，始名南老庄。后增加杨姓，将村

迁 至 现 址 ， 一 九 三 O年 改 称 老 辛 庄 。

南燕村：225户、926人。

建村年代：明初。

盘山大庙于此建一下院(分庙)，称普通

寺，有杨姓看庙。后由三河搬来两户田姓，逐渐

成庄，因南边临河，又常有大燕飞来，故名南

燕村。

闵家庄：197户，846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一米姓阁老于此立庄，始名米家庄。后

因附近有南北燕村、黄雀庄，村民认为“米”

会为燕雀所食，故在二百年前改称闵家庄。

灵山公社
掘山头： 233户、1103人。

建村年代：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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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姓于此立庄，因四周依沟近水，始名九

龙泽。后因附近一山，形状似龟，龟头迎村，

有吞啮之势，为取克制龟山之意，改称掘山头。

小港：67户、320人。

建村年代：唐初。

有高、李二氏自外地迁此定居立庄，因村

四周皆有河沟，始称卧龙港，后因村小，习称

小港。

双村：326户、1499人。

建村年代：唐初。

有唐、孟两姓随唐王李世民征东回来，于

此定居立庄，形成南北相距二里的两个小村，后

北 小 村 南 移 ， 两 村 合 并 ， 得 名 双 村 。

小栲栳山：148户、681人。

建村年代：隋末。

史姓自山东迁此定居立庄，因村北、东、

南三面环山，形若栲栳，又说栲栳之内五谷丰

登，为其形状，得其吉利，’故名栲栳山。为与

大栲栳山相区别，称小栲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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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唐迥：191户、852人。

建村年代：唐朝中期。

原与大唐迥是一村，后于民国初年分出，

得名小唐迥。

唐迥店：206户、1031人。

建村年代：唐朝中期。

有唐迥村人家于此开店，后成村落，得名

唐迥店。

大唐迥：241户、1095人。

建村年代：、唐初。

始名磨头，唐王李世民东征回来，在此驻

兵，将村名改称唐迥。民国初年另立小唐迥，

该村改称大唐迥。

城子：248户、1181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刘姓人家从山东黄县逃荒到此，后成村

落，因四面环河，大有城廓之状，故名城子。

大栲栳山：505户、2364人。

建村年代：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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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居民刘、高、周等姓逃荒到此定居立

庄，因村北、东、南三面环山，形若栲栳，又

说栲栳之内五谷丰登，为其形状，得其吉利，

得名栲栳山。为与小栲栳山相区别，故称大栲

栳山。

孟各庄：130户、610人。

建村年代：春秋战国。

有孟姓自齐鲁(今山东)到此落居立庄，

得名孟各庄。

西小汪：118户、597人。

建村年代：隋末。

东小汪建村后，又有张姓于此建立两个小

村，名为中、西小汪，后二村合并，因西小汪

村大，故称西小汪。

山河营：160户、65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南方人来此寻宝落户立庄，因当时北方

人称南方人为蛮子，故名蛮子营。1967年，

为消除对南方人的侮辱，又因该村依山傍水，

改称山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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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小汪：179户、807人。

建村年代：隋末。

肖、王二姓自山东迁此定居立庄，称肖王

庄。后肖姓迁出，改称小王庄。当时流传“苦

死小王”说法，故改称小汪庄，因村处泃河东

岸，后称东小汪。

艾里村：71户、362人。

建村年代：唐末。

王里村、刘里村建庄后，艾姓一家在附近

立庄，按王里村、刘里村排列，得名艾里村。

刘里村：144户、692人。

建村年代：唐朝中期。

有刘姓两户逃荒来此定居，后成村落，得

名刘里村。

骆庄：43户、231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骆姓哥俩由山西逃荒流落此地，落户立

庄，得名骆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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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桥：222户、92 4人。

建村年代：明初。

自兴都迁来一冯姓到此落户立庄，后发展

为头百户、刘庄、胡桥三个小村。胡桥因胡姓

宅院紧靠一桥而得名。抗日期间，为抵制日伪

抽丁派捐，三村商议合会，统称胡桥三村。

1948年解放后改称胡桥。

王里村：209户、985人。

建村年代：唐朝中期。

由山东迁来一王姓，在泃河旁落户立庄，

起名东李村，后改称王家里村，习称王里村。

蒋福山公社

前 蒋 福 山 ： 3 2 2户 、 1 4 1 6人 。

建村年代：唐初。

相传，唐初此地有一甘泉寺，寺内“有名

和尚三千六，无名和尚赛牛毛”，有蒋姓一家

四口给和尚做豆腐。唐王李世民征东平毁该寺

后，蒋姓于此建村，因蒋姓夫妇之手名为．蒋

福，故得村名蒋福山。以后人户增多，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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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此村居南，称前蒋福山。

西八里沟：l4户、55人。

建村年代：民国初年。

该村始称鹰嘴石，由一山尖似鹰嘴而得

名。土改后与东沟合并，因两村距一水井各八

里而统称八里沟。1961年又与东沟分开，称

西八里沟。

东八里沟：19户、79人。

建村年代：民国初年。

有贾姓自平谷东高村迁此定居，住宅西南

有两棵杨树，故名杨木沟。土改后，与西沟合

并，因两村间有一井，距井各八里，统称八里

沟。1961年与西沟分开，因居东称东八里沟。

后 蒋 福 山 ： 4 5 5户 、 2 0 0 6人 。

建村年代：唐初。

相传，唐初此地有一甘泉寺，寺内“有

名和尚三千六，无名和尚赛牛毛”，有蒋姓一

家四口给和尚做豆腐。唐王李世民征东平毁该

寺后，蒋姓于此建村，因蒋姓夫妇之子名为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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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故名蒋福山村，以后人户增多，分为两

村，此村居北，称后蒋福山。

高楼公社

高楼： 417户、1683人。

建村年代：元初。

该村约建于元初，后燕王扫北时将村夷为

平地，不久有高姓及王、张等姓先后迁此落

户，重新立庄。因高姓为老住户，始名高老

庄。清初，又迁来胡姓，并于此修建一高大的

戏楼，故改称高楼，

石官营： 103户， 471人。

建村年代；辽代。

相传，辽代一卤王征西至此，设有“九马

十八槽”、“七十二连营”、“八十二寨”，

其中有石官营、程官营、贾官营、蔡官营四营

加一军，即军下村。该村因有石姓官员管辖此

营，成庄后得名石官营。

皮各庄：246户、978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皮姓人家于此定居立庄，故名皮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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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皮姓迁居翟各庄(现属翟各庄公社)，村名

仍沿用皮各庄。

黄辛庄：216户、867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一皇亲王冕于此立庄，故名皇亲庄。后

皇 帝 更 换 ， 王 冕 死 亡 ， 村 名 改 称 黄 辛 庄 。

五福庄：195户、827人。

建村年代：明中期。

江西有一吴姓公子被招为驸马，公主曾在

此居住，建了二十八间房，称吴驸马庄。后有

温、韩两姓来此定居。清朝建立后，吴家犯了

灭 门 之 罪 ， 村 民 遂 将 村 名 改 为 五 福 庄 。

沈家庄：133户、577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有沈姓一家于此立庄，故名沈家庄。

孤山营：378户、1522人。

建村年代：明初。

明朝以前，此地曾有一大村寨，名鹤鹤

寨。明初，燕王起兵，曾在此摆战场，鹤鹤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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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毁。战后人们重建新村，因西有孤山，故名

孤山营。

西大府庄：108户、454人。

建村年代：清末。

清末，此地是一块旗人贵族小姐的陪嫁

地，故名旗地，后沈、刘两家于此租地种田，

建舍成庄。贵族为取吉利，起名定福辛庄。

1940年以后，因附近有东大府庄、北大府庄，

故改称西大府庄。

高庙：169户、677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孙、马二姓随军北上建庄于

此，因村西高地有古庙，故名高庙。

高楼辛庄：116户、468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王姓于此建村，因村西有杨家坟地，故

名杨家辛庄。1940年前后，因村距高楼较

近，改称高楼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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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户：377户、1512人。

建村年代：明初。

该村东北三里原有一村叫尚店，燕王扫北

在此争战，将村夷为平地。后田姓一家来此落

户建庄，当时村内一棵大树上有鸟窝，又都是

庄户人家，故名庄窝村。因庄窝不好听，解放

后改称庄户。

万家庄：281户、1178人。

建村年代：清咸丰年间。

有万姓一家来此落户立庄，故名万家庄。

乔官屯：319户、1282人。

建村年代：明天启年间。

明天启年间，该地有问昌屯、碱场二村，

后一乔姓带兵首领住在问昌屯，将村名改为乔

官屯。民国二十七年，碱场与乔官屯合并，统

称乔官屯。

小崔各庄公社
小崔各庄： l35户、427人。

建村年代：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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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370年由大崔各庄(今属顺义县)迁

来崔姓，财势很大，生有五子，后又迁来刘姓

多 户 ， 形 成 村 庄 ， 得 名 小 崔 各 庄 。

程官营：309户、1518人。

建村年代：辽。

相传，辽代有卤王征西至此，在军下建一

卤王城，为保护城池，四周建了几个营寨，守

卫 在 此 的 官 员 姓 程 ， 故 名 程 官 营 。

北大府庄：242户、987人。

建村年代：南宋初期。

该村原名北寺庄，系公元1130年在此建一

大庙北寺庵而得名。后宋金战争将村庄废为平

地，村址南迁，因新址座落于一大土岗北边，

故称北大府庄。

白家庄：224户、984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一白姓人家自山东来此定居立庄，故称

自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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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下：169户、779人。

建村年代：辽(北宋)。

相传，辽代一卤王征西至此，立下一座城

池，在四周安下营寨，驻扎军队，凡军人至此

必须下马，故名军下。

荣家庄：215户、842人。

建村年代：明末。

相传，闯王进京时，崇祯手下一荣姓太监

外逃，先至荣家马坊，后到荣家堡子，最后到

此定居立庄，故名荣家庄。

丁家庄：70户、280人。

建村年代：元朝中期。

该村南有片鞑子坟，由丁姓于此看坟，渐

成村落。看坟者死后，鞑子主为纪念他，立村

名为丁家庄。

韩家庄：86户、313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韩姓财主于此雇工种地，后又有王姓、曹

姓、郝姓迁此成庄。因韩姓居此较早，故称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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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

孙辛庄：94户、427人。

建村年代：明初。

由外地迁来官宦人家孙姓于此定居，后有

一辛姓为孙家看坟，逐渐成庄，故得名孙辛庄。

贾官营：318户、1322人。

建村年代：辽。

相传，辽代一卤王征西到此，在军下建立

城池，四周设营驻军。在此设营的官员姓贾，

后于此立庄，故名贾官营。

兴隆庄：138户、576人。

建村年代：清初。

约公元1705年，由附近孙辛庄、刘家河两村

迁出部分村民来此立庄，为取吉利，得名兴隆

庄。

刘家河：285户：1190人。

建村年代：南宋。

约公元1234年，由山东迁来周姓于此定

居，村名周家坊。后周姓犯法逃走，又有刘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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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来此定居立庄，因此地紧靠鲍邱河，故称刘

家河。

小高楼：190户、751人。

建村年代：元末。

曾名高老庄、高洛庄。后村民认为这两村

名均不吉利，遂据村中有一庙，庙中钟楼高

大，得名高楼。清中期，为区别相距不远的高

楼村，改称小高楼。

小五福公社

小五福：83户：345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梁、刘、李、姜、何五户人家，随燕

王扫北来此定居立庄，为取吉利，得名小五

福。

董庄子：77户、342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董姓人家于此落户立庄，故名董家庄。

1961年改称董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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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庄：156户、7l9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始有康姓三户、杜姓五户居此成庄，至今

流传“三康五杜”之说。因康姓三户较富，故

名三福庄。

西曹庄：116户、511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曹姓从山东逃荒流落此地，以后形成村

落，始名曹家庄。为区别于当地其他曹庄，后

改称西曹庄。

四福庄：66户、274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清嘉庆年间建村，相传某知县于此路过，

命庄名赐福庄。 1966年改称四福庄。

许各庄：55户、250人。

建村年代：明初。

许姓于此立庄，始称许家庄，1948年解

放后改称许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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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头：156户、693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因村东地势低洼，每逢下大雨，村中大量

积水故名渠口。清朝中期改称渠头。

大蒋庄：80户、355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村北有一大港，故名大港庄，后改称大

蒋庄。

小蒋庄：93户、421人。

建村年代：明初。

与大蒋庄相继建庄，因距大蒋庄较近，故

名小蒋庄。

夏辛庄：148户、659人。

建村年代：明末。

该村原为两个村，大村叫夏辛庄，小村叫

李民庄。1946年两村合并，统称夏辛庄。

褚家窑：104户、461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李姓于此落户立庄，始名李家窑。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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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中 一 褚 姓 财 主 将 村 名 改 为 褚 家 窑 。

南聂庄：160户、668人。

建村年代：清初。

始有聂姓从北聂庄(当时属三河县，今属

顺义县)迁来，后阎、李、薄三家由宝坻县相

继迁来，渐成村庄。因聂姓来得早，且位于北

聂庄南部，故得名南聂庄。

刘辛庄：89户、359人。

建 村 年 代 ： 明 嘉 靖 年 间 。

刘姓于此落户立庄，起名刘辛庄。

东大府庄：166户、769人。

建村年代：明朝。

该地原有一村，人称定福庄，明朝地震

时，村庄被毁。在村中张姓庄主提议下，将村

迁至现址，并取名大府庄。后为区别西部两个

大府庄，改称东大府庄。

中潭辛：92户、395人。

建村年代：清朝中期。

有一甘姓自中潭迁此落户立庄，因离中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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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近，故名中潭辛。

中潭：157户、728人。

建村年代：元末。

当时村西红娘港河中有深潭，旱时人们常

去 求 雨 ， 因 村 建 在 河 边 ， 故 取 名 中 潭 。

蔡 官 营 ： 1 8 4 户 、 8 9 8 人 。

建村年代：北宋(辽)。

相传，辽代一卤王征西时在军下设一城

池，四周驻扎军队，在此设营扎寨的寨主姓

蔡，故称蔡官营。

大 邢 庄 ： 1 7 9户 、 7 4 5人 。

建村年代：明末。

邢姓于此落户立庄，故名大邢庄。

大罗庄：137户、543人。

建村年代：明初。

随燕王扫北，罗姓在此定居，又有张、

巩、刘三姓陆续迁来，逐渐繁衍成庄，因罗姓

来得早，故称大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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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邢庄：62户、276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邢姓于此落户立庄，为与村西大邢庄相

区别，故名小邢庄。

巩庄子：39户、16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因落户村民均姓巩，故名巩家庄，1958

年改称巩庄子。

庄。

周泗庄：91户、371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巩、刘、梁三姓于此落户立庄，取名周泗

肖李庄：147户、616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始由李姓建村，叫李辛庄。后一肖姓由山

东迁此定居，故改称肖家李辛庄，后称肖李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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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庄公社

齐心庄：207户、817人。

建村年代：明初。

佛姓兄弟二人于此建村，兄叫佛辛，弟叫

佛伦，后佛辛去世，佛伦为纪念其兄，起村名

佛家辛庄，又习称佛心庄。1 963年改称齐心

庄。

康家湾：181户、720人。

建村年代：明初。

明初，山东水泊村一于姓流落此地，后又

有李、赵等姓到此，形成村庄。因此地地势低

洼，取名康家洼。后调挖了一条渠，改称康家

湾。

立家庄：212户、785人。

建村年代：明末。

山东几户人家来此落户，当时这里没有村

庄 ， 此 村 为 新 立 ， 故 名 立 家 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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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庄：122户、526人。

建村年代：明初。

因此地田地好，农业兴旺，立庄人起名田

辛 庄 。 约 清 乾 隆 年 间 ， 改 称 天 兴 庄 。

马家庄：107户、441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由任、沈、范三户到此落户立庄，因当时

贫困，多用驴耕种，故名三驴庄。后为富起

来，改称马家庄。

小罗庄：108户、427人。

建村年代：宋末元初。

有罗姓和一叫王二达的人来此落户立庄，

因庄小，故称小罗庄。

范庄子：74户、3l3人。

建村年代：清康熙年间。

由山东迁来范、宋两姓，于此落户立庄，

取名范庄子。

大康庄：298户、1128人。

建村年代：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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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叫康茂才的给燕王保驾到此，后定居

立庄，故称大康庄。

庄。

大胡庄：132户、565人。

建村年代：明末清初。

有胡姓于此居住，后成村落，故称大胡

小胡庄：56户、232人。

建村年代：清初。

一胡姓于此定居，以种菜为生，始名胡家

园，后改称小胡庄。

荣家堡：84户、383人。

建村年代：明初。

当时为五里一墩，七里一堡，该地正处一

堡，又有荣姓于此落户立庄，故名荣家堡。

小李庄：81户、348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李姓人家到此落户立庄，起名小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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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公社

东山西：201户、874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一聂姓人家自外地迁至孤山西侧定居立

庄，人称山西。村内有东西两街，1946年将

东街分出，改称东山西。

后车坊：159户、678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闻。

相传，一名叫相锁三的朝廷官员葬于此

地，看坟者姓车名坊，在此定居立庄，人称车

坊。村内有前后两街，1960年两街分开，该

村居后街，称后车坊。

前车坊：46户、199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相传，一名叫相锁三的朝廷官员葬于此

地，看坟者姓车名坊，于此定居立庄，人称车

坊。村内有前后两街，1960年两街分开，该

村居前街，称前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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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营：136户、591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米、吕两姓于此落户，各

为一营，以后人户增多，合并一村，取名双

营。

西南各庄：232户、981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一高姓人家到此定居立

庄，称王称霸，凡过往行人需交钱交物，否则

性命难保，人称“难过”庄。1946年土改

时，将村西部分出，并根据难过的谐音，改称

西南各庄。

牛府：84户、42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该村原座落在潮白河东岸边，名为东牛家

务。1956年潮白河泛滥，将原址冲毁，村民迁

往现址，改称牛府。

北杨庄：191户、779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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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此地有块杨家坟地，一王姓为其看坟

并落户立庄，坟主起名“羊桩”(意为把杨家

拴在此地)，以后写成杨庄。后为与南杨庄区

别，改称北杨庄。

东南各庄：143户、567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一高姓人家到此落户立

庄，并称王称霸，凡过往行人需交钱交物，否

则性命难保，人称“难过”庄。1946年土改

时，将村东部分出，并根据难过庄的谐音，改

称东南各庄。

张老辛庄：104户、507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此地有张、戴两家落户立庄，人称张戴

庄。后来张家人户增多，在光绪二十六年改为

张老人辛庄，后简称张老辛庄。

北曹庄：125户、520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一曹姓人家迁居此地，以后人户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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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村落，人称孤山曹庄。1946年改称北曹

庄。

后赵村：160户、647人。

建村年代：元末。

因座落在潮白河东岸，始称东赵村。1946

年将村内前后两街分开，该村居后，改称后赵

村。

前赵村：168户：647人。

建村年代：元末。

因处潮白河东岸，始称东赵村。1946年

将村内前后两街分开，该村居前，改称前赵

村。

西山西：168户、724人。

建村年代：元末。

有一户聂姓从外地迁至孤山西侧定居立

庄，人称山西。村内分东西两街，1946年将西

街分出，改称西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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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郊公社

东风：69户、280人。

建村年代：清初。

清初乾隆皇帝出巡东陵，每六十华里设一

站，此地为第一站，起名行宫。1966~东

风村。

半壁店:159户、589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一名大将在此落户立庄，因

当时仅居二三十户人家，占有半条街，故名半

壁店。

代刘庄：60户、226人。

建村年代：民国初年。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有戴姓、刘姓在

此定居立庄，得村名戴刘庄，后写成代刘庄。

燕郊：985户，3731人。

建村年代：北宋(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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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辽代有李、王、张、赵四姓从山东

逃荒流落此地，在通县运粮河码头以装卸货物

为生，并在此立庄，因地处燕京的郊区，故得

名燕郊。

田 辛 庄 ： 180户 、 674人 。

建村年代：明初。

从外地逃亡到此一户姓田的，后又有他姓

陆 续 迁 来 ， 形 成 村 落 ， 得 名 田 辛 庄 。

交界庄：103户、382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由焦、冀二姓建村，后又搬

来高姓等，逐渐成庄，因此庄位于燕郊、东西

蔡 各 庄 两 会 交 界 处 ， 故 名 交 界 庄 。

西蔡各庄：106户、431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蔡姓落居此地，后又有

姜、罗、代、唐等姓迁来，逐渐成庄，取名蔡

各庄。解放前分为大蔡各庄(属通县管辖)、

小蔡各庄(属三河县管辖)。解放后统归三河

县，又分为东、西蔡各庄，因此村居西，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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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蔡各庄。

东 蔡 各 庄 ： 2 9 8户 、 1 1 8 1人 。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蔡姓落居此地，后又有

姜、罗、代、唐等姓迁来，逐渐成庄，取名蔡

各庄。解放前分为大蔡各庄(属通县)、小蔡

各庄(属三河县)，解放后统归三河县，又分

成东、西蔡各庄，因此村居东，得名东蔡各

庄。

刘斌屯：161户、739人。

建村年代：宋初。

几户刘姓在此立庄，刘姓中有一长者名叫

刘斌，故得名刘斌屯。

张营：226户，998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此地曾有争战，战后一姓张名

仙的人在此落户立庄，为取吉利，起村名定福

张仙营。1963年改称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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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子：349户、1741人。

建村年代：战国。

战国时期，此地常驻兵马，较为繁华，形

若小城，故名城子。后为区别本县另一个城

子，人们习称该村为西城子。

西吴各庄：225户、881人。

建村年代：明初。

该地始有五姓人家，人称五家庄，后叫成吴

各庄。因村逐渐扩大，又分为东、西吴各庄，

此村居西、故名西吴各庄。

东吴各庄：112户、500人。

建村年代：明初。

该地始有五姓人家，人称五家庄，后叫成

吴各庄。因村逐渐扩大，又分为东、西吴各

庄 ， 此 村 居 东 ， 故 名 东 吴 各 庄 。

兴都：244户、1076人。

建村年代：明初。

村北有一座大庙，名为兴隆寺，后逐渐有

人家搬来定居立庄，取名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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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柳店：2 15户、878人。

建村年代：元初。

元初，有几户人家来此定启成庄，因与大

柳店毗邻，得名小柳店。

大柳店：348户、1270人。

建村年代：元初。

此地有大柳树一棵，并有一梁姓在此开店

为生，后苏、可、张、王等姓相继来此定居、

开店，得名大柳店。

马起乏公社

马起乏：663户、2614人。

建村年代：唐初。

相传，唐初此地有一劫龙寺，寺内老方丈

有千里驹一匹。唐王李世民征东路过此地时，

战马卧而不起，李世民向老和尚借马，老和尚

不借反而逃跑，李世民大怒，杀了和尚，烧了

寺庙。然后战马也站立起来了，由此得名马起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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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小屯：118户、504人。

建村年代：明末。

有樊、田、张等姓从外地迁来定居，后形

成十来户的小屯落，得名小屯。为与附近的东

小屯(今大厂县辖)互相区别，又改称西小

屯。

姜庄：100户、388人。

建村年代：明末。

初有黄、余二姓在此生活，因地势较低，

潮白河泛滥时经常闹水灾，故称江庄。后由通

县花姜庄(现六合村)迁来姜姓大户，并将祖

坟移至此地，改称姜庄。

发盖子：218户、854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陈、吕、康三姓在这里开荒种地，想要

“发财致富盖过它村”，故取名发盖村，后习

称发盖子。

南曹庄：224户、991人。

建村年代：元朝中期。

有姓曹名纳新者在此定居立庄，取名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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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后为区别于其他曹庄，又因座落于高罄镇

南部，改称南曹庄。

商巷口：205户、824人。

建村年代：唐初。

这里原有一“北大寺”，两侧是大土岗穸

形似胡同，寺院的南门称巷头，北门称巷口。

唐王李世民征东路经此地，赶走了和尚，留名

南巷头，后又改称南巷口。

主各庄：160户、707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一王姓从宝坻县担挑来此落户，以孵鸡为

业。后另一王姓自南京随军来此安家，形成村

落 。 因 二 王 姓 来 的 早 ， 故 名 王 各 庄 。

赵辛庄：274户、1142人。

建村年代：唐初。

此地有几个野汉抢劫作恶，号称“管马

庄”。李世民征东路经此地，火烧劫龙寺，乎

了管马庄，余有赵姓改邪归正，在比落户立

庄，庄名赵先庄，后又叫赵仙庄，1966年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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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辛庄。

西辛营：131户、541人。

建村年代：宋末。

自南方过来一伙人，在此安营扎寨，探找矿

藏，后逐渐成庄，人称蛮子营。1966年改称西

辛营。

梁家务：90户、427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刘、张、司三姓于此落居，起村名三刘

庄。后附近大柳店梁姓来此落户，由于梁姓人

多户大，改村名为梁家务。

李家务：11l户、437人。

建村年代：明初。

李姓哥俩自山东省盐山县逃荒落居此地，

后成村落，得名李家务。

小胡庄：72户、148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一胡姓在此建了三个砖窑、一个盆窑，以

此为业。后迁来孙姓等，形成村庄，得名小胡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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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井：30户、143人。

建村年代：明万历年间。

因此地有两眼井相距很近，后由南巷口迁，

来刘姓一家在此开大车店，并取名双井。

黄 辛 庄 ： 1 2 5户 、 52 7人 。

建村年代：清初。

清初，有几户段姓在此落户立庄，始名段

辛庄。后村民认为段辛二字音同“断心”，不

吉利，故改称黄辛庄。

西柳河屯： 209户、843人。

建村年代：明初。

当时村中有一柳条河，村名为柳河川，因居

西又称西柳河川。燕王扫北时，有于姓军官在

此驻兵，认为柳河川与于姓犯恶，不能驻兵，

故改称西柳河屯。

东柳河屯：215户、874人。

建村年代：明初。

当时村中有一柳条河，村名为柳河川，因居

东又称东柳河川。燕王扫北时，有于娃零官来

此驻兵，认为柳河川与于姓犯恶，不能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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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改称东柳河屯。

卸甲庄：50户户、208人。

建村年代：唐初。

季世民征东由此路过，人困马乏，将部分

兵器盔甲卸在这里，后此地成庄，起名卸甲

庄。

大右各庄：110户、441人。

建村年代：唐初。 、

此地属劫龙寺院管辖，在东、西各埋一大

一小两石桩做地界(东大西小)，因该村地近

大石桩，故名大石各庄。

小石各庄：192户、832人。

建村年代：唐初

此地属劫龙寺所辖，东西各埋有一大一小

两个石桩做地界(东大西小)，因该村地近小

石桩，故名小石各庄。

中赵甫公社
中赵甫： 237户、925人。

建村年代：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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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形成三个小村：中辛庄、赵庄，葡萄

蔓。1944年三村合并，各取村名首字，得名

中赵甫。

诸葛店：464户、1960人。

建村年代：明初。

由山西大柳树村搬来朱、葛两异姓兄弟，

后来，周、杨等人家又先后搬入，形成较大村

落 ， 取 名 朱 葛 店 ， 后 写 成 诸 葛 店 。

兴民集：138户、606人。

建村年代：明初。

彭、宋、于、鲁四姓来此立庄，因此地多

穷人买卖小米，始名小米集，叫白了又为小民

集，后改称兴民集。

苍头：267户、1047人。

建村年代：明朝中期。

有孙姓来此落户立庄，因练武的较多，村民

寿命长，多白发苍苍年迈之人，故得名苍头。

南杨庄：76户：337人。

建 村 年 代 ： 清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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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葛店一场姓迁到此立庄，因位于北杨庄

南部，起名南杨庄。

翟各庄：218户、938人。

建村年代：清初。

翟姓人由苍头东边的小东庄全体迁来，在

此立庄，得名翟各庄。

盛屯：363户：l454人。

建村年代：明初。

有盛姓人建村，起名盛家屯，后叫成盛屯。

复兴庄：332户、1348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有壬姓来此定居建村。嘉靖

年间，村中一白姓姑娘嫁与朝中官员，皇封一品

夫人，故名夫人庄。清时改为富辛庄，因村内

积粪较多又叫过粪庄。1963年改为复兴庄。

冯 家 府 ： 2 6 7户 、 1 0 4 6人 。

建村年代：元代。

由冯姓建村，曾叫过冯家佛、冯家务，民

国初年改称冯家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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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庄营： 138户、641人。

建村年代：明末。

赵姓一家由通县傅各庄搬来建村，因当时

村落较小，故名小庄营。

小庄： 136户、533人。

建村年代：明末。

由袁、崔、米、王四姓建村，由于村小户

少，人丁不兴旺，故得名小庄。

北巷口：386户、1605人。

建村年代：唐初。

由杨姓在此建村，村西南有寺院，称南小

寺，寺内有僧人，远近村人到此拜佛，络绎不

绝，好象一条热闹的大街。该村位于街北，人

称北巷头，后改为北巷口。

枣林：156户、641人。

建村年代：明初。

史、董两姓在此建村，董姓居东，取名董

庄，史姓居西，村后坟莹处有枣林一片，故日

枣林。明末清初，李姓随闯王征战来此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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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董庄与枣林合并，统称枣林。

北 蔡 各 庄 ： 1 6 3户 ， 7 0 0人 。

建村年代：明未。

有郭姓在此建村，由于村民多以种菜为

生，故称菜各庄。为与南蔡各庄区别，后改称

北菜各庄，后又写成北蔡各庄。

樊村：222户，964人。

建村年代：明初。

燕王扫北时，樊姓人在此建村，故日樊

村。

小张各庄： 190户、897人。

建村年代：明初。

张、许、陈三姓由山西省洪桐县大柳树村

搬来，由于张姓辈份较大，故称小张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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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①这时期，主要有秦、魏、韩、赵、楚、燕、
齐等。 ②包括王莽建立的“新”王朝(公元9年一23
年)。王莽时期，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农民
政权。公元23年 ，新 莽 王 朝 灭 亡 。公 元 25年 ，东
汉 王 朝 建 立 。

③这时期，在我国北方，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政
权，其中有：汉(前赵 )、成(成汉 )、前凉、后赵
(魏 )、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
北凉、南燕、西 凉 、北 燕 、夏 等 国 ，历 史 上 叫 做
“ 十 六 国 ” 。

④这时期，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
还先后存在过一些封建政权，其中有：吴、前蜀、吴越、
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国，历史上
叫作“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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