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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市地名普查工作，Akl981年7月1日开始，经历了组织准备、业

务培训、实地调查、。资料考证、成果验收、资料整理等六个阶段，到1982

年6月末已完成了这次普查任务。j ：

√在地名普查工作中；市与各区人民政府都组成了地名领导小组和办

公室，并从有关部门抽调了245名工作人员，‘采取了以区为主，市区结合；

专业队伍调查为主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实地普查为主与重点考证相结合，

以及室外测查与室内整理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普查工作。

这次普查的范围，凡是我市境内的行政区划、街道、。胡同、自然镇、

生产犬队、村、屯和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场、站、台与

名胜古迹、古遗址、游览胜地以及各类自然地理实体等名称均进行了普

查，弄清了这些地名的现状、来历、。含义以及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地名标准化处理a-‘： ，， ‘

．

7‘

在地名标准化处理上，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

规定》精神，按照‘j符合历史、照顾习惯、好找好记、方便群众”的原

则，将我市原来没有名称的173条街、路正式命名；将2个街道办事处、2

个生产大队、3个村、1个灌区、63条街路更名。做到了市内街道、胡

同不重名，郊区生产大队、村、屯不重名，并废止了有损于我国主权、

民族尊严和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地名。对命名、更名的

都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履行了法定审批手续。

牡丹江市的地名普查工作和地名录的编纂出版，改变了我市长期以

来地名混乱的状况，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政府机关提供了标准化地名资

料，将有助于城市规划管理、市政建设、户籍管理。邮政投递、交通运

输、新闻出版、外事、测绘等方面工作的开展。今后，我市地名一律以

《牡丹江市地名录》刊载的法定地名为准，如需变更，必须按照国务院的规．

多



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

本地名录收录的标准地名共848条，其中行政区划单位和居民点名称

622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场、站、台、企事业等单位名称99条；名胜古

迹和其他人工建筑物名称39条泊然地理实体名称88条；各类文字概况35

份；市与城区地名图各一份，桦林、温春地名图各一份，并附有关照片57张。

为了展示我市以轻纺工业为主体，各项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的特点，把地名普查时未立卡的能源、轻纺企业照片7张也收入本地名

录内。‘ ：

本地名录中《牡丹江市概况》所引用的人口数字，,系．1982年7月人

口普查数，其它则系1982年牡市国民经济统计年报数。

在编纂地名录过程中，承蒙省、地地名办的具体指导以及牡丹江市

教育学院教研部主任刘丕声，牡丹江铁路分局工程师都毅，政协牡丹江

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图书馆馆长孙永德，牡丹江林业学会工程师李德

林，牡丹江市摄影学会理事刘其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谨表

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望批评指正。

参加编纂本地名录的，有刘书祥、杨锡培、赵英霖、张万锡、程海

庆等同志，摄影施声山。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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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 丹 江．市概 况
‘

牡丹江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经：129。36 7，北纬44。357，东与穆

棱县，南与宁安县，西、北与海林县，东北与林口县接壤。市人民政府

驻景福街o

，全市总面积为1．400平方公里，其中城区为50平方公里，郊区为1．350

平方公里。人口58．1万，其中汉族占91．7％，还有朝鲜、满、回、蒙古、

锡伯，白、壮、侗、苗等20个少数民族。 一

，

牡丹江市虽然建市时间不长，发展建设不到百年，但牡丹江一带却

有着悠久的历史。三千年以前，满族的祖先-肃慎族，就在这一带劳
动、生息，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同中原汉族及其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辽、金、元、明、清时期，这里均有村落分布。龙头山、南城子古

城遗址，即唐代渤海国时期所建。郊区的乜河(古称尼叶赫)曾是清朝

宁古塔将军管辖的军事重镇，当时经济、文化也很发达。

1903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在这里建站，取名牡丹江站，以牡丹江

流经此地，．故名。1934年以前现牡丹江市地界隶属宁安县．“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丰富资源，为把牡丹江变成侵略中国内

地和入侵苏联的基地，则大力开发和建设这座城市IP'同时修筑公路、铁

路o 1935年设伪滨江省牡丹江都邑计划局，1937年7月1日成立伪牡丹

江省公署，同年12月1日又成立了伪牡丹江市公署，从而牡丹江沦为典

型的殖民地城市。
’

， 1945年8月12日，牡丹江市获得解放，同年12E 14日组建了市民主

政府(后改为人民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在败退前，对城市进行了严重的

破坏，加之战争的摧残，市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毁，人口由2477

人下降到9万余人，经济一度陷于瘫痪状态。解放后，全市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把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殖民地

城市，改造建设成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兴工业城市。1954年3月，市



人民政府改为市人民委员会；1967年4月17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

1968年2月6日，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合并为地区革命委员会；1973

年9月1日，地市分设，重新组建了市革命委员会；1980年11月26日，

经市八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恢复了市人民政府的称谓。牡丹江市

现辖4个城区，13个街道办事处；1个郊区，7个人民公社，95个生产

大队。

牡丹江市为中共牡丹江地委、牡丹江地区行政公署、中共牡丹江市

委、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牡丹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牡丹江市四面环山，地势东部、西北部高，南部和中部低，东部为

老爷岭，西部为张广才岭，中部为牡丹江河谷盆地。最高山峰为天岭，

又名牡丹峰、大架子山，海拔1．11 1．6米。城区平均海拔240米左右。

牡丹江市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3．9。C，气温最高

达37．5℃(1950年8月15日)，最低气温一38．3℃(1963年1月3日)。年

平均降水量为550．1毫米。无霜期131天左右。 ．

主要河流有牡丹江和海浪河。牡丹江为松花江第二大支流，发源于

长白山脉牡丹岭，全长725公里，在本市境内长62公里，流经镜泊湖、宁

安县、沿牡丹江市区流向海林县、林口县，从依兰县注入松花江。海浪

河发源于张广才岭中老爷岭山麓，全长198公里，在本市境内长2．5公里，

于郊区龙头山东北角下汇入牡丹江。此外，还有亮子河、铁岭河、青梅

河、二道河、东村河、东河、北安河等河流，均分布在市郊。

解放前，市区狭小，市政建设极差，道路狭窄，凸凹不平，房屋低

矮破旧。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除对原有路面进行了

修复外，还扩建和新建了路面56万平方米。现有路面1597)-平方米，其中

高级路面57；b-平方米。同时还新建了工人文化宫、儿童影剧院、北山宾

馆、新华影剧院、牡丹江饭店、汇宾楼(综合性服务大楼)、体育馆、百

货大楼、青少年宫、光华桥，加宽了虹云桥等20多处大型建筑。部分陈



旧的平房已更新为造型新颖的楼群。现在市内楼房栉比鳞次，马路宽阔

平整，街道绿树成荫，公共汽车四通八达，商业网点密布全市，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1958年国务院曾授予“卫生城’’的光荣称号。

牡丹江市是牡丹江地区的交通枢纽，主要铁路干线有滨绥线、图佳

线，经由市境内64公里。省级公路有2条，县级公路有1条，经由市境

内104JA里。主要干线路基坚固，路面良好，形成畅通全国各地的交通网。

解放前，牡丹江市只有小型油、酒、米、面加工和木材加工、机车

修理等行业以及一些小手工作坊，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业基础极为

薄弱。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恢复和发展，现已成为一个以轻纺

工业为主体，化工、机械、建材、电子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

市。截止1982年末，工业企业达403个，工业职工人数为1 56，882人，1 982

年工业总产值达1 52．672万元，利润和税收3 1，826万元，产值t：L,1 949年增

加了6 1．4倍。生产1 81类工业产品，3．O()O多个品种。其中主要工业产品

有：帘子布、棉纱、涤棉布、丝绸、针棉织品、毛毯、机制纸、陶瓷、

木钟、塑料制品、‘自行车、洗衣机、卷烟、啤酒、电视机、电冰箱、平板

玻璃、轮胎、原油加工、盐酸、草酸、电石、烧碱、硼砂、机床、木工

机械、拖拉机、台车、硬质合金、电线、高 中压阀门、变压器、轴承

等50余种。有60多个品种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1 982年为止，获国

务院金质奖的就有“银溪牌"工业草酸、 “三角牌”一型5．6毫米运动

高速弹两种；获银质奖的有“牡磁牌"精密数字磁头、钢纸管和林业锉

刀等五种；被部评为优质产品的有14种，被省评为优质产品的有99种。

牡市郊区是“八山半水一分半田’’的山区，境内丘陵起伏，河流纵

横，山多、沟多、坡多、林多，包括15个国营农牧场，拥有耕地30多万

亩。现有水库10座，抽水站160处，喷灌站35处，机电井286日$。拥有大、

中、小．tM．z机927台，农用汽车276辆。1 982年粮豆总产量为4．239万斤，蔬

菜总产量为31，500万斤。森林面积为139．1万亩，可伐木总蓄量为328．9

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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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矿产资源有金、铁、粘土、沸石、石灰石、石墨、磷、钾等。

副业以养猪、鸡、牛、羊为主，辅之养鹿、养鱼、养蜂、养蚕、种植果

树、药材等。主要产品有肉、蛋，皮革、7羊毛、蜂蜜、水果、鲜鱼、人

参、鹿茸、柞蚕、木耳、蘑菇、药材等lO余种。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商业、饮食、服务业也有

很大的发展。现在全市有3，448个零售商店和服务网点，从业人员25，535

人。l 982年商品零售总额为40，1 25．5万元。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现有京、评、话三个剧团。、

105个电影放映单位，42，797个座席。还有2个新华书店，2个图书馆以

及市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朝鲜民族文化馆、文物管理站等文化艺

术场所。解放前牡丹江市只有2所中学，49所小学，现已发展到l所大

专学校，2所职工高等院校，1所电视大学，7所业余高等院校，2所

教育学院，17所中专和技工学校，57所中学，134所小学，1所聋哑学校，

在校学生137，713A-，教职员-Y--IO，455／',．，儿童就学率为97．4％。解放初

期，市内医疗卫生人员为数很少，医疗设备简陋。目前，全市有医疗卫

生机构344处，3，787张床位，各类卫生技术人员5，24 1名。已初步形成卫

生防疫、妇幼保健、防痨、防病等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市内还设

有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各一处，收容了257名鳏寡孤独的老人和孤儿，使

他们老有所荠，幼有所长。

牡丹江市既有着反抗帝俄的光荣历史，又是东北抗日老根据地之

一，也是解放战争的后方。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入侵牡丹江时，铁岭河、

乜河一带人民奋起抗击；在抗日战争中，牡丹江人民在中共满州省委吉

东局、吉东特委的领导下，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解放

战争中，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市内北山“抗日战争

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铁岭河南山“抗美援朝殉难烈士纪

念碑"和兴隆西岭烈士墓，铭志着牡丹江市人民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们的缅怀和悼念。

牡丹江市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素有“北国江南"之称。牡丹江上

游有驰名中外的镜泊湖；市内有人民公园、北山公园；郊区有牡丹峰自

然保护区、三道关山林风景区等游览胜地。水清如镜，源远流长的牡丹

江流经市区，给沿江两岸增添了无限风光。建于唐代勃海时期的南城子、

龙头山古城遗址，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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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驻地：景福街



爱 民 区 概 况

爱民区位于牡丹江市城区西北部。东以北安路为界，邻接阳明区，

南至滨绥铁路线，邻接东安、西安两区，西面、北面环山与郊区接壤。

总面积为15．3l平方公里，地势比较平坦，西部略有高坡，平均海拔243．4

米。金龙溪、银龙溪在区内汇合后称北安河，由西北流向东南，经阳明

区，注入牡丹江。

_'一
’’■I，

区人民政府驻东新荣街。区辖新华、向阳、黄花3个街道办事处，

28个居民委员会。共有居民27，660P，118。819),,-，其中朝鲜族3，000A．．，

满族2，819．-'L，回族591人，蒙古族64人，锡伯族23人，侗族6人，鄂伦砉

族5人，客家族6人，达斡尔族4人，白族3人，彝族2人，柯尔克孜

族1人，其余均为汉族。



一

的历史较短，自1937年日仂建设牡丹江市北区(即第二新市

只有45年历史。1945年解放后改名为金铃区，1949年改名为

爱民街得名)，1951年按序数改名为第四区，1956年撤销区的

爱民、七星、新华街道办事处，由市直辖，1957年恢复爱民

区，1968年叉撤销区的建置，成立新华、红光、黄花公社，由市直辖。

1970年将3个公社合并为团结公社，1971年复名爱民区至今。

爱民区的区域，日伪时期是敌伪机关、兵营驻地。日寇败退时破坏

严重，各种建筑物大部分被毁掉。解放后，逐步建起工厂、企业和居民

区，整修开拓了街道，使全区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

’爱民区设有工业公司、商业服务总店等机构，分别负责区街工业、

商业、饮食、服务、蔬菜、废品回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全区共有工业

厂点31处，商业服务网点44处，均属集体企业。1979年在组织待业青牟

参加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劳动服务公司，各街道办事处也建立

了相应机构。所属有基建、粉刷、修理、饮食、美术、照像等行业，安

置待业青年460余名；位于该区省、地、市管辖-fi-A．v：之上的工厂62个，主

要产品30余种，其中：牡丹江纺织厂生产的“红牡丹’’104重帆布、牡丹．

‘．江丝绸厂生产的“风舞牌”。线绨和“风舞牌"花罗纹等产品被评为全省

优质产品。位于该区还有第四百货商店、．新华商店、黄花商店、桥北菜7

市场等较大的国营商业企业。新华路、向阳街、西新荣街是全区商业繁华

街道，在西新荣街设有全区的集市贸易市场。
’

。全区有省、’地属大、中专院校6所，教职员_．v-1，120)L，学生4，100A-；‘

中学8所，教职员l，1 53人，学生14，1 50A．；小学1l所，教职员1，11叭，

学生15，760人。有托儿所、幼儿园2l所，共收幼)L730名。区设有文化馆、

图书室、青少年活动站及电视大学进修班各一处。还设有职工业余教育

办公室，。所属职工业余学校13所．，其中文化班24个，技术勇)t21个。全区

有影剧院5处卜其中4处是工厂俱乐部对外开放。有公共体育场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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