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运民函〔2024〕114 号

运城市民政局 中共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公布《运城市市级地名保护名录》
首批入选地名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党史部门、文化和旅游局: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范地名管理、保护地名文

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地名管理

条例》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加强地名文化

保护传承使用，推动我市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结合

《山西省民政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山西省省级地名保护名录>推

荐工作的通知》（晋民函〔2024〕141 号），市县民政、党史、

文旅等相关部门，经逐级推荐、部门会商、专家论证、研究确

定和社会公示等程序，选定了 89 个《运城市市级地名保护名录》

入选地名，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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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民政、党史研究及文旅部门要以此为契

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创

新方式方法，深入挖掘和宣传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地名文化

内涵，积极开展地名文化宣传保护等工作。要科学研究制定本

级地名宣传保护方案，通过建立健全本级地名保护名录、设立

地名保护场所（碑牌）、媒体专题报道、拍摄宣传视频、开展作

品征集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宣传，不断提升地名

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为运城进一步弘扬深厚文化底蕴，推动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运城市市级地名保护名录》首批入选地名名单

运城市民政局 中共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4 年 10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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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市级地名保护名录》
首批入选地名名单（89个）

一、历史文化地名（共 46 个）

（一）千年古县（6 个，其中 5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文

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稷山县、闻喜县、绛县、垣曲县、夏县、芮城县

（二）千年古镇（12 个，其中 8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文

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安邑街道、解州镇（盐湖区）；虞乡镇、蒲州镇（永济市）；

樊村镇（河津市）；猗氏镇、临晋镇（临猗县）；通化镇、万泉

乡（万荣县）；东镇镇（闻喜县）；古城镇（垣曲县）；永乐镇

（芮城县）

（三）千年古村落（26 个，其中 4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

文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西厢村、舜帝村、长旺村独头（永济市）；樊村（河津市）、

吴王村（临猗县）；张仪村、闫景村（万荣县）；马趵泉村（稷

山县）；光村（新绛县）；裴柏村、户头村（闻喜县）；北坂村、

柴家坡村、尧寓村、南城村（绛县）；皋落村（垣曲县）；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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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全村、辕村、司马村（夏县）；郭原村、侯王村卸牛坪（平

陆县）；北节义村、西侯度村、书院村、地皇泉村（芮城县）

四、历史地名（2 个，其中 2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文化

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蒲津渡（永济市）、绛州（新绛县）

二、红色地名及近现代重要地名（共 20 个）

（一）红色地名（16 个，其中 1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文

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牛庄村（盐湖区）；忠信村、新兴村河津中共地下县委旧址

（河津市）；楚侯村、街东村、安昌村（临猗县）；郑村阎又文

故居（万荣县）；北阳城村八路军总部北阳城旧址（稷山县）；

宋村（新绛县）；陈家庄村、香炉沟（闻喜县）；廻马岭（绛县）；

华峰村（垣曲县）；韩家岭村、堆云洞（夏县）；刘湛村（平陆县）

（二）近现代重要地名（4 个，其中 1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

地名文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

龙门（河津市）、太阳村（稷山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

（垣曲县）、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纪念馆（平陆县）

三、著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

（10 个，其中 3 个入选山西省首批地名文化遗产和红色地

名保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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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盐湖区）；峨嵋岭（新绛县）；汤王山（闻喜县）；历

山、望仙大峡谷（垣曲县）；瑶台山（夏县）；风陵渡、大禹渡、

百梯山、九峰山（芮城县）

备注：以上跨市界自然（人文）地理实体地名仅指运城市

境内部分。

四、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地名（9 个）

累德村、蚩尤村、杜家村（盐湖区）；鹳雀楼、普救寺（永

济市）；郇阳（临猗县）；青龙寺（稷山县）；龙兴寺（新绛县）；

董泽湖（闻喜县）

五、地理标志产品相关地名（4 个）

山西稷山国家板枣公园（稷山县）；西庄村石雕（新绛县）；

闻喜煮饼、闻喜花馍（闻喜县）

备注：以上名单按行政区划顺序排列，标粗字体为入选山

西省首批地名文化遗产和红色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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