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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厶

日q

地名是为了区别地球上各类地物

工作学习，生产科研等社会活动的重

电、新闻出版、外事测绘等各方面工

料编辑本册地名录。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在省、地统

11月开始，Na982年7月，历经8个

查。

参加这次地名普查的领导小组成员有：张亨守，杜占海、秦浮海、任观海、于昕民，关

吉玉、苏维君，周金良，马维舟、王广臣、倪洪斌、姜运录、刘世聚、王文涛、刘玉书、郭

振山、金昌海。办公室人员有：周长旺、曲宪斌、张涛、李登科、崔永贵、陈方君、姜玉清、

梁绪栋，各镇(公社)和两个林业局也成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本地地名普查

的各项工作。地名普查的全过程，始终坚持加强领导，依靠群众，采取请进来走出去，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运用实地普查与重点走访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

合的方法，达到名实相符，表，卡，文、图相一致。经全面审核报省、地验收。

本地名录共收集了各类地名938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63条：驻地名称300条(包括

八面通镇内街道名称20条)：人工建筑名称32条，专业台站、港场名称124条，自然地理实

体名称319条。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提出地名标准化处理意见履

行了报批手续。对1个公社，14个大队、87个自然村、屯进行了命名、更名和恢复了原名。做到

了县内大队不重名，镇内街道，胡同不重名，避免了用同音汉字和序数命名(几个队驻在一

个村内除外)，在对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以及命名、更名中，是本着尊重历史，符合习

惯，方便群众，好找好记等精神进行的。本地名录还录入了县，镇(公社)林业局和部分自

然地理实体等文字概况材料17份，附有照片31张，并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和穆棱县地图、八

面通镇略图(--图均未进行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文字材料中所引用的数字均以县统计

科“三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系统的1980年年报为准。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

统一提法，合乎规范。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尚未编入，如需要了

解可查阅地名卡片。



在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善始善终地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地名普查

工作。今后，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均应以本地名录所列的标准名称为准。若需命名、更

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编辑本册地名录的人员有。周

长旺，张涛、曲宪斌，任观海等。摄影风光照像馆。标图李登科，陈方君。

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加之编者的水平所限，错误和缺点在所难

免，希各单位在使用中多提意见，使其不断补充完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



行政区划 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CUN



图为中共穆棱县委、县人民政府

穆棱县人民政府驻地：八面通镇



穆棱县概况

穆棱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地理座标为北纬43。367至45。187东经129。127至131。007。

西与牡丹江市、宁安县和林口县为邻，北靠鸡西市，鸡东县，南与吉林省汪清县交界；东与

东宁县相连，东北有四余公里的边境线与苏联接壤，全县周长641公里。

中共穆棱县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设在八面通镇。

全县总面积6，528平方公里。总人口26．38万人，47％的人口居住在八面通，穆棱两个

镇，其余分布在273个自然村屯中。所辖两个镇、七个农村人民公社、153个生产大队、551个

生产队，汉族占总人口的92．8％其余为朝鲜、满、蒙，回，僮、瑶、维吾尔，锡伯，鄂伦春

等十个民族。

据《穆棱迁县碑》记载：穆棱县因穆棱河而得名。穆棱河古名为“木伦河"。“木伦"

二字是满族的祖先肃慎语“马"的意思。“穆棱"为“木伦’’的传音。史记中还有记载为

“毛怜’’、“莫力"，“麦兰”等。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

动，据迁县碑文记载： “穆棱河左右是古代肃慎的旧地"。东汉时肃慎改为挹娄，北魏改勿

吉，隋唐改称勿吉为棘辐，辽金时称为女真。宋代金在上城子(现兴源)设女真别部，明代

永乐四年(公元一四零六年)在上城子设木伦卫，防守东部边境。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从山东招远县移民，在木伦河流域垦荒。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在上城子设木伦河招

垦局，办理开垦事宜。光绪卅年(一九O四年)在上城子设分防知事厅。清宣统三年(一九

一O年)，将分防知事厅改称穆棱县公署，隶属宁安府。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改县

公署为穆棱县政府，属吉林省依兰道所辖。一九三。年三月廿八日县城由上城子(今兴源

村)迁到八面通镇。一九三八年县址由八面通迁到穆棱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改县政府

为穆棱县复兴委员会。同年九月改为穆棱县国民政府。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穆棱县人民政

府，同年七月，分南，北两县(穆南县、穆北县)。一九四七年四月两县合并为穆棱县。

从光绪三十年(一九O四年)，设分防知事厅到现在，穆棱县的境域几经变化，总面积

由当初的2，72万平方公里，减少到现在的6，528平方公里。

穆棱县属山区半山区地形。鸟瞰全境酷似一叶黄烟，穆棱河由南向北从中部贯穿全境，

恰如烟叶的主脉。两侧流入的大小支流犹似叶的支脉。地形的基本特征是两侧为高山相连，

中间为河川小平原。地形总趋势是南高北低。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93％，平原仅占6．3％

(包括河流和草原)故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全县境内山脉均属长白山系，以穆棱河为

界，东侧为完达山脉。西侧为老爷岭山脉。最高峰为大架山，海拔1，117公尺。全县地形高

低起伏，平均海拔为500,--,700公尺。县内主要河流为穆棱河，发源于共和公社南端的窝集

岭，河的上游宽为3～4米，下游100,-,-,150米，在八面通镇北流入鸡西市。县内流长201公

里，上游有大型水库一座，库容1．25亿立方米。可灌农田12万亩，年发电量为294万度，养

鱼水面积4．2平方公里，年产鱼83．2万斤(设计年产量)。

穆棱县的气候属大陆性温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8℃。七月份气温最高，平均温度为

21℃，一月份最低为一33℃，年平均降水量550至600毫米，雨季主要集中在六、七，八月

g厂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份。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4．6％。降水(雪)日数在110"--130天左右，全年风向因受地形条件

影响，白天多刮西南或西风，夜间转东南风，平均风速在2．8米／秒，大风多出现在春季。风

速一般5～6级，最大风速在20米／秒，无霜期平均为110----,120天，最短100天，最长135天，

农作物生长期为110～120天，霜期230,---255天。冰冻期150～170天，非冰冻期195～210天，

个别年份，六月有春冻(终霜)。九月上旬降早霜，给农业造成灾害。

穆棱县群山环绕，河流纵横，森林广阔，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繁多。全县林地面积

83．67万亩，占总面积的85．4％，木材蓄积量3，514万立方米，年产木材46万立方米(包括

国家林业局)，可采七十年。野生果、菜，有葡萄、榛子、蕨菜等举不胜数。野生药材有人

参，党参、黄芪等300余种。木耳、元蘑等菌类植物达十余种。矿藏资源有：黄金、煤炭、

石墨、珍珠岩，石灰石等。

工业方面：解放前工业十分落后，仅有一些手工作坊，且多集中于两个镇内，解放后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县办工业也相应发展。现主要有水泥，农机、石墨，砖瓦等。轻工业有

制酒、卷烟，造纸、印刷、皮革、塑料等，其它集体和社队工业遍布全县。

全县耕地面积59．3万亩，主要分布在穆棱河两岸小平原和山坡丘陵地带。生产水稻、小

麦，大豆、玉米、高梁等。晒烟、烤烟国内外均有销售。解放初期粮食亩产175斤，总产

7，182．6万斤。一九八O年单产450斤，总产21，628．8：h-斤。比解放初期增长26．7倍，由过去

吃调入粮，转为自给有余，并对国家有所贡献。大型拖拉机185标准台，机械化程度达30％。

交通运输方面：哈绥铁路和城鸡铁路贯穿全境，有哈绥公路经牡丹江市可达全国各地，

有鸡图线与鸡西相连，八林线直达林口县。县内有三条县级公路和十四条林业专用公路，长

395公里。还有乡村公路，形成以国家公路为干线的交通网，各公社通公共汽车。

文教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解放前全县只有l所中学和6所小学，现在发展到国办中学35

所，小学247所。在校学生66，573名。其中中学生22，840名，教职员5：3，852名。教师进修学

校1处。聋哑学校1所。县内还有地区师范学校分校1处。儿童入学率95．9％，全县幼儿园

35所，入托幼)L2，089名，职工业余教育有2，947人参加学习。占职工总数的19．5％。县图书

馆1所，文化馆(站)6处，电影公司1处，电影院4个，剧团1个，新华书店2处。生

产大队有电影@L92台，放映点188个。

卫生事业由解放初期的l所医院和几家私人药铺发展到县级医院3处，防疫站、保健站

各1处。各人民公社(包括2个镇)都有卫生院，共计9处，共有床位350张。大队卫生所

153处，在职医护人员493名，大队赤脚医生302名。

穆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己的智慧

地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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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 通镇

BAMIANTONG ZHEN

镇政府驻地：东风路



中农业人口1 6，267人)，汉族占90％，其余大部分为朝鲜等民族。

图为八面通镇人民政府

八面通古钐鬼岭，因林密兽多无人烟而得稆，1881年清政府派大臣吴大激(三品官)到此

地，从山东招远、金卅l移民垦荒，认为此地宽阔，四通八达，有发展前途，改名为八面通。

1904年八面通为第五甲，1 912年八面通隶属第二区下城子镇，1920年改为八面通镇，为第二

区(原下城子改为四区)，1930年3月28日，穆棱县政府由兴源镇迁到八面通镇时，八面通

为第一区(原一区若源镇改为第二区)，1933年八面通镇为第一保，1936年为第一区，1939年

为八面通街．】q46年4月为第一区，1946年7月穆棱县剁为穆南，穆北两个县，八面通为穆

北县第一区，1n4 7年4月，南北两县合并为穆棱县，八面通为第一区，1956年3月，分为八

面通镇和清雨1乡，195 8年】o，j一镇一乡合并为‘、面遥人民公社，1980年9月改为八面通镇人

民政府。

全镇地形属于老爷岭低Iljix_，南北长，东西窄，两，；宽，中间窄。地势按河流流向南高北

低，按起伏的d_In,k东西高．r”间低，海拔250～G50公』0。穆拔河由南向北纵贯全境，形成挟长

河谷平原，气候为此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极端最高气温35．7℃，极端最低气温零下33．1℃。

无霜期115～I 25天，最高年I oj天。主要矿藏，莲河大队一带有煤炭。

交通很方攫，域鸡铁路；“．贯仓镇南北，客运火4三每日往返2次。公路有：八林(／k面



通一林口)，八穆(八嘲通一穆陵)27路。每闩均有霹正汽1：‘J外地桕』世。镇内有环城籍运

汽车。

本镇有耕地面口167，104宙，荒地4，582[H，7随造林地l。4．24 3．6由，人l：林地46，352亩。

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大甄、小麦、玉米、备予等。历年求人均生产讯食】．1 62斤，人均贡献

384斤，总产1．000万斤，人均收入1357i。

镇办企业12处，嘲定资产loo万元，年产值118．4万J[，年-F均9I；|_d20yJ无。砖瓦厂生产

的砖瓦，色正、抗压，J强，在牡丹江地区同类产品中符州li：：f茅。

本镇是穆棱县政治，文化、经济Ih■，仃I『J学5所，／b-"≠1 7所，在校学生5，62q名，其

中中学学生1，4a5私，小学生5，1 34符，敦职员E346辑，Ⅱ生院l所，医务人员63名，卫生

所和医疗站14个，办脚医生27“，县直电影院、影删院、电影公司、文化馆、圈啪靖、B店

各1处，灯光体冉场1处，r人文化宫、体自甜jf：侄修建。

抗日战争时期，镇内民主小学是f¨b穆凌县委第一任阶z李范伍同。占及后期代k记J二文
浦同．占，先再潞f j抗日救亡衙动的场所。

。几匕六年城镇规划时命为为}：征路。}：征路两起扩河堤，j；争，、码公路。全长2．3j0米

西段宽28米，东段宽32米，南侧有武装j；if：，风光照像馆、招待所、日】劂厂、工程队、房产

处、第二I：业科。北侧有m乍科、县委、县政晰、邮电局、强j?安硒，～粮店、干部托见所、

人民法院，讯库。扫：鼻安Jl奇和洲：电蜀处’了东方红大街{=11l戈，(。两段为砼越凝j-路i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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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匕六年城

镇舭州命名东方红

大街。该街南起第

三F{1学．北虿化1二

厂，东侧有：!中、

朝鲜小学，供电

所、县政府招待

所、公安局、电影

院、人民银盯、新

4F I；店、二阿货商

店。西侧有供销

祉、卣花楼、县邮

电尉、L毛一l：小学、

副食商店、五金公

司、东西两侧有居

民区，路长2．150

米，宽2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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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 称

穆棱县

八面通镇人民政府

八面通镇街道办事处

八面通林业局街道
办事处

长征路

东风路

工农大街

站前大街

东方红大街

邮电路

红旗街

农拥街

运输东街

金星路

团结路

长安街

北一路

菜市路

北三路

南一路 1j

南二路

南三路

林荫街

富家路

富家大队

民主大队

民政大队

和平大队

农拥大队

八面通镇

031四平大队

032四平村

033红土山村

034新成大队

汉 语 拼 音 类别 驻 地

MOltng Xian 县

BarniantOngzh6n R6riminzhengfn镇

BamiantjO．''n^gzhen
Jieda。

街道办Banshlchd 伊J坦州’

Bamiant6ng
Linyeit：tBa Jied直。街道办tnshichfl po坦yJ’

Chflngzheng Ld 街道

Dongfeng Ld 街道

Gongnbng Daj ie 街道

Zhanqian Daj ie 街道

D6ngfangh6ng Daiie 街道

Y6ud Jan Ld 街道

H6ngql Jie 街道

N6ngyong Jie 街道

Ydnshfl Dongj ie 街道

Ji rlxing Ld 街道

TuAnjie Ld 街道

Chan9’an Jie 街道

B色i 1一Ld 街道

Caishi Ln 街道

Bei 3一Ln 街道

NAn 1一Ld 街道

Nan 2一Ln 街道

Nan 3一Ld 街道

Llnyin Jie 街道

Fdjia Ln 街道

Fnjia Dadul 大队

Minzhn Dadui。 大队

Minzh6ng Dadui 大队

Heping Dadui 大队

Nbngyong Dadui 大队

Bami直ntongzh6n

Siping Dadui

Sipingcfln

H6ngtdshancdn

Xinch邑ng Dadui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林荫街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八面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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