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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政汉建漫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地名是沟通人们的工作．

学习，交谊的重要工具．它与外事，新闻，‘民政，交通．邮电，公安等工作有着密切的联

系．为方便人们使用，特编篡了本册地名录．
‘ ‘

本地名录是我县自建国以来第一部较系统和完整的地名实录资料，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

上经过再次的地名更新调查编写而成的。在地名普查和更新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召开座谈

会、走．疠调查和查阅史料等方法，弄清了各类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演变过程，对有重要价值

的采征活动，搞了录音和录像．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对各类地名

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避免了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废除了一些带有海辱劳动人民、封建色彩．

极端庸浴性质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等含义不好的地名．并按照审批权限，履行了报批手续．

本册地名录是由全县概述、行政区划和自然村，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

体名称．新旧地名对照友．附录等7个部分组成．共收集各类地名667条，其中：行政区划

和自然村名称377条；企事业单位名称87条；人工建筑物名称87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儿9

条．根据省地名委员会关于编写地名录的设计方案，本着。宣传铁力．建设铁力”的原则，

绘制了全县地至．铁力镇f面图，拍摄了县，镇、乡．林业局．林场，车站．人工建筑及自

然地理实体照片Ioo幅，撰写文字溉况73份。较全面的反映了铁力政治，经济，文化概貌．

中共铁力县委．县人民政府对全县地名普查，地名更新调查及编写《铁力县地名录》的工作

极为重视和关怀，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范国臣为主任委员，县人民武装部部长曲

洪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湛有田，民政局局长张喜和为副主任委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

专门领导机构，配备了三名专(兼)职工作人员，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铁力县地名录》以政府文献的形式，公布各类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和正确读音，准确

表示各类地名的地理位置，地名起源，名称演变及其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等方面

的内容．它的出版，结束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为党，政．军机关和工，农，

商，文化，教育等各个部门及人民群众提供了法定的标准地名资料．

本册地名录所引数字均采自l 9 8 3年末统}十资料，人口数字采自1 9 8 2年第三次全

国人口普查资j斗．本地名录附带的插图匈未经过实劂，不作为划界依据，各镇道路长度也未

实地丈量，仅供参考．

在地名更新凋查与地名录编写过程中，铁力，桃山，双丰，朗乡四个林业局和铁力农

场，铁力木材干馏厂．铁力火柴厂，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省右金地质勘探公司七。



前。 育

七队等单位给予了热情支持并积极合作，在此谨致谢意．文中铁力林业局的资料由曲学成．

金振江等提供；桃山林业局的资料由杨守志等提供；朗乡林业局的资料由高世明等提供l双

丰林业局的资料由杜荣强等提供．铁力林业局．双丰林业局只收进在本县版图上的地名．铁

力县先后参加地名普查与地名更新调查的人员有：李坤，．汤隶海、耿志忠，郭广荣，刘沛

然，太长才，王国辉，王力，郭玉奎、王盈辉，曲丽华．张龙顺．张国盛、高广君。在编写

地名录过程中，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地名录主编朱荣森同志多次指导工作，审核稿件；

县志办．县档案馆对本书提供大量资料，并对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I各乡(镇)的主管领导

和具体工作人员提供了许多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乏专业知识，疏漏讹误之处难免．悬请得到指教，以使本地名录 ．．

日．臻完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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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县概况铁力县概况

铁力县概况

铁力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北纬46‘28750∥一47。277 30扩，东经127。3l 130kl 29。27707∥)．

距哈尔滨市165公里．东北部与伊春市带岭区接壤，南，东南与通河．依兰两县毗连，西北、西

南隔依吉密河，安邦河与庆安县相望，总面积6，614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地：铁力镇。．

县辖5个镇、4个乡(包括1个民族乡)，13个街道办事处，95个村民委员会，l 58个

自然屯，朗乡林业局、桃山林业局．铁力林业局，双丰林业局、铁力木材干馏厂及省地质矿

产局第二大队，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七O七队。铁力火柴厂，铁力农场等单位均驻本县境

内．全县总人口355，821人，其中：汉族340，609人，朝鲜族7，300人，满族5，898人，回旋
l，571人，蒙古族379人，达斡尔族l 8人，壮族l 4人，裕固族8人，土家族6人，瑶族4人，

鄂伦春族4人，锡伯族3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7人． j‘

铁力，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县．早为鄂伦春，蒙古族游牧之地．周属肃慎部，汉属扶余

部，唐属河北道黑水都督府，辽属东京道铁骊部，金属上京会宁府，元属斡赤金分地水达述

路，明属奴儿千都司哈郎卫，阿者迷河卫．清光绪5年(1 8 7 9年)，设铁山包协领署，民

国4年(1 9 l 5年)置铁骊设治局，民国2 2年(1 9 3 3年)铁骊设治局改为铁骊县，

民国3 2年(1 9 4 3年)庆城县与铁骊县合并为庆安县，l 9 4 6年6月铁骊设县治与

庆安县分为两县．1 9 5 6年l 1月，经国务院批准铁骊县改为铁力县，l 9 5 8年8月．

经省政府批准，庆安县与铁力县合并为庆安县．．1 9 6 2年1 O月经国务院批准，庆、铁分

县，设立铁力县至今．

铁力县地名的由来：唐代的地方政权——渤海，曾设置铁利府．辽代，在黑龙江流域瞥

有著名的铁骊部．铁力县名反映了它的历史内容，源出于唐代的铁利府与辽代的铁骊部．

铁力县地处小兴安岭南麓低山丘陵地带，因其介于松嫩平原东部边缘，形成了东高西低：

的波状地形．最高海拔l，429米，平均海拔500米，森林面积占80％，宜农面积占lo％，河，泡等水
面占lo％，境内的平顶山、燕窝山、鳗头山横亘本县南部边缘。大青山，马鞍山：四平山、

小城墙砬子、锅盔顶、耳朵眼山等十几座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均匀地分布在东部山区，松青

岭翠，连绵起伏．桃山以西：为呼兰河河谷平原，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是本县的主要农业
区．境内水源充沛，有大小河流3 O余条，我省著名的呼兰河发源于本县神树镇东北部山区，

流经县境内145公里．西部的安邦河，北部的依吉密河均属呼兰河支流，流长165公里．东舔

：西南岔河流长60公里，为农田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利资源．境内草地多分布在东部山区．

铁力县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气温变化悬殊．年平均气温为l·l。C，

一一月份平均气温为一23·5。C，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l-2。C，年降水量为670毫米左右，主

要分布在东部山区，无霜期95～115天，积温为2335·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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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县概况铁力县概况

铁力县经济主要以农业和多种经营为主，现有耕地359，551亩，主要作物有水稻．大豆，

小麦．玉米．蔬菜，薯类和经济作物．1 9 8 3年水稻种植面积为57，322亩，产量为3，052

万斤；大豆种植面积83，064亩，产量l，664万斤；小麦种植面积69，640亩，产量2，005万斤；

玉米种植面积j7，01 7亩，产量2，420万斤；蔬菜种植面积12，633亩，产量l，540万斤；薯类种植

面积9，163亩，产量l 93万斤；经济作物2l，487亩．1 9 8 3年全县粮豆总产量9，675．3万

斤，农业总产值4，21 5．2万元，农村人均收入334元．全县修建小型水库3座，电机井96眼，

有效灌溉面积7．4万亩，拥有大、中，小型拖拉机l，l 58台，各种机引农具626台，全县有大

牲畜12，820头，羊6，326只，生猪存栏1 7，146头，家禽105，903只，鹿4l 8头，养蜂7，465箱，

种植人参473，l 52平方米，平贝423，ooo平方米，养鱼200万尾，牧业产值461万元，渔业产值

32．2万元，副业产值282．2万元。l 9 8 3年，这个县被中国医药总公司确定为国家人参生

产基地县。同年，我省第一家人参加工企业一一铁力人参制品厂问世。

工业方面，建国以后，全县工业企业发展较快，已经拥有石材矿，砂石场、水泥厂．农

机具修造厂，棉织厂．无线电厂，制砖厂，食品加工和制酒等几十家厂矿。主要产品有，

水泥．红砖．块石、高强度螺栓，珍珠岩．床单布、整流二极管，可控硅、白酒．面粉等．

工业总产值3，549．7万元． ，

商业经济发展较快，1 9 7 8年以前，该县有全民、、集体商业企业34家，个体商业户寥

寥无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业经济迅猛发展，1 9 8 3年全县拥有国营商业企业15

家，集体商业企业29家，个体商业户829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包括四个林业局)达14，l 95

万元．全县商业网点星罗棋布，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铁力县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森林总蓄积量5，825万立方米，主要树种有：杨树．椴树．

桦树，水曲柳及少量的红松和黄波罗．森林中有东北虎，马鹿、黑熊，獐子，紫貂等珍贵动

物。有人参．党参，五味子，刺五加，玲兰等贵重中药材及蘑菇和各种山野菜．县内矿产资

源有：铁、铜，铅、锌，磁铁．陶土、花岗岩等。 ·

．该县交通便利。绥佳铁路横贯5镇2乡，有12个停车站。哈伊公路从县境北部3镇2乡

穿过．县内公路以铁力镇为枢纽，通往各乡镇，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邮政，电信事业

也有较大发展，县有邮电局，各镇有邮电支局，经办邮政，电信各项业务．

．全县有小学95所，中学l 8所，职业中学2所，教师l，750人，在校学生35，397人，还有

职工中学1所，电大教学班9个。医疗卫生事业也发展很快，全县有医院1所，卫生院9所，

卫生所78所，卫生防疫站1个，妇幼保健站1个，医务人员500人，床位308张．．县内有电影

院，工人文化宫、文化馆(站)，广播站、电视差转台等24处，农村电影放映队27个，活跃

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

县城西部有一座烈士陵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为国捐躯的烈

士长眠在那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

闻名东北的凌云山明命寺(遗址)在这个县的年丰朝鲜族乡东南部凌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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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县慨况铁力县概况

供外宾和海外侨胞狩猎和滑雪用的黑龙江省桃山庄狩猎场，滑雪场和朗乡林业局滑雪场

j句在本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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