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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外事、新闻，民政，交通、文

教、城市规划等工作以及人民El常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在省、地统一部署下，按照《全国

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对我县各类地名进行了实地普查，并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

名的暂行规定》精神，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做到了在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避免用同音

汉字命名地名，废止了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等含义不

好的地名，并依据审批权限，履行了报批手续。为便于各单位使用，特编辑本册地名录。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79)305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名工作会议精神，于

1981年3月，组成了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从民政、建设，入武部、水利，邮电，档案科等

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地名普查办公室，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各公社也都组织了三至五人组成的

领导小组，并指定专人抓地名普查工作。从3月12日到17日，利用6天时间，在新华公社进行

了地名普查工作试点，为县社两级培训了二十八名骨干。接着，以公社为单位，采取召开座

谈会，请进来、走出去等形式，进行实地普查，填写表、卡与标图，编写了文字概况。各公

社于八月末基本结束普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县地名办对各公社地名普查成果进行了验收和

资料整理，并提出地名标准化处理意见，履行报批手续，最后又进行全面审核，报省，地验

收，十一月中旬，地名普查工作基本结束。

今年三月初，我们又从民政，教育等单位抽调专人编辑地名录和拍摄照片，到六月底全

部完成任务，交付印刷出版。

本册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899条。其中：行政名称195条，驻地名称444条，专业单位

名称78条I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45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包括古遗址)名称37条。县和公社

概况16份，重要人工建筑物文字概况9份。附有关照片40张和新J日名称对照表等。

． 《鸡东县地名录》的出版，它意味着我县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即将结束。对我

县的工农业生产，城镇规划，人民日常生活将发挥其应有作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所使用

的地名，凡与地名录不一致的一律以此为准，改正过来。地名录中汇集的地名，并不是全县

地名的全部，如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和企事业单位便末编入。另如鸡东

镇成立较晚，镇内的街道胡同，这次均未编入此地名录。编辑这册地名录的人员有。蔡京

洙，吴跃贵、黄秀英、杨玉清，高洪生、自应志，许加芹等。标图肖德忠、崔昌仑，摄影陈

长海。

在编辑过程中，省，地行署地名办的同志多次给予指导，在此表示感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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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东县 概况

鸡东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牡丹江地区东部，地理位置。北纬44度51分"45度41分，

东经130度40分"131度41分。县境东部以锅盔河为界与密山县接壤，西部与鸡西市，林口

县、穆棱县毗邻，北部与勃利县、七台河市相邻I南部与苏联搭界(边境线全长113．5公里)。

全县南北长91公里，东西宽72．5公里，总面积3，243．26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鸡东镇。

鸡东县是根据1964年6月5日国务院第145次全体会议决定，于1965年1月正式建立的，因

县城位于鸡冠山东侧而得名鸡东县。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将密山县的鸡林，下亮子，平阳、

永安、东海、兴隆(新华)，综合、向阳，永和，明德等10个公社，鸡西市的平阳(银峰)、

哈达两个公社和勃利县的兴农公社划归为鸡东县的行政区域。同年从银峰公社划出3个大队

成立了鸡东镇。1975年，从平阳，下亮子两个公社分别划出一个大队成立了前卫公社。到目

前为止，全县辖一个镇，14个农村人民公社，175个生产大队(包括良种队)，652个生产

队(其中朝鲜族生产队76个)，总人口258，486人，农业人口为174，205人。汉族占90．1％，

朝鲜族占8．2％，蒙、满，回等少数民族占1．7％。

鸡东县建县虽然较晚，但历史悠久，在公元七世纪，鸡东地区属“渤海国(隶属于唐

朝)东平府"，公元十一世纪辽代时期，属“五国节度使"管辖，金代时期属“胡里改路劳

，元朝时期为“开元路"所辖，明代，鸡东地区属“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清朝初期为

“瓦尔喀部族’’所属，为明代“奴儿干都使司领地黟，划归吉林管辖。光绪三十三年，属吉

林省宁安府管辖，光绪三十四年('i908年)设置密山府，我县全境为其所辖。1912年密山府

改密山县，隶属吉林省，鸡东地区仍属密山县。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建立“满洲国力，

鸡东地区属满洲国东安省密山县。1933年日伪修筑林虎铁路，在现鸡东镇所在地设平阳站。

1942年，成立鸡宁县，将密山县管辖的下亮子、平阳镇，四人班(东海)、哈达河、哈达

岗、黄家店(兴农)、平阳站(鸡东镇)等地划给鸡宁县管辖，永安、半截河、明德等地仍

属密山县。1950年归松江省管辖，1953年又并入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至今。

本县均属长自山系老爷岭东段和完达山脉小丘陵地带，是以山地为主的地形。地带由

西，北、南三个方向向中间偏东倾斜，南部山区以波格拉尼池内山脉的西大翁为最高，海拔

881米，北部山区以那丹哈达阿岭的双芽山为最高，海拔763米，山地面积2，215．9平方公

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9．9％。

境内群山屏立南北，河水蜿蜒东流，最大的河流穆棱河自西向东横贯全县，河流、沼泽

地面积15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大片丘陵和平原分布于南北山麓两侧与穆棱河

两岸，山麓两侧均为自浆土层的丘陵地带，穆棱河两岸均为冲积平原，是黑土和黑油沙土壤

的平原区，丘陵岗地和冲积平原面积为794．7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25．1％，从而自然

形成七山半水二分半田。

全县林区所辖面积212，358公顷，其中林地128，425公顷，森林茂密，俗有林海之称。木

材总蓄积量达5，703，580立方米。境内有红松，冷杉、兴凯赤松和优质柞，桦、杨树等。野

生动物有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猞猁，野猪等。人参，黄芪，五味子等药材和山葡萄，
疋



元蘑、木耳也十分丰富。地下藏有煤、铁、石灰石，而且蕴藏量很大，还有金、钵、铜，莹

石和水晶等稀有金属，均可开采利用。

境内平原较为广阔，土质肥沃，：适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河流以穆棱河为主

流，并有啥达河、大小石头河、半截河、滴道河，黄泥河、锅盔河、水曲柳河、安平河等十

条河流。沟溪610余条纵横交错，泡，池，沼星罗棋布，绝大部分分布于穆棱河及其支流两

岸。

本县位于中纬度大陆，具有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同时由于地形复杂，地方性小气候也

比较明显。因受陆地及海上高低压气压的影响，全县气候差异很大。全年有五个月平均气温

在零度以下，平原区年均气温3．7度，南部和北部山区年均气温低于3度。最热的七月份平

均气温为21．4度，极端最高气温为35．3度，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为零下19．3度，极端最低

气温为零下34．1度，相差69．4度。

全年无霜期125----135天，年均日照2，215小时，年均积温2，546度。年均降水量500毫米

左右，其中六、七、八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4．7％。冬季寒冷、干燥、少雪，春季风大

雨少，地干旱，夏秋两季多雨易内涝。

工业方面：建县初期全县国营，手工业、社办企业共有32个，工业总产值280万元。到

1980年已建厂矿106个，其中国营企业23个，手工业8个，社办企业63个，家属厂9个，街

道企业3个，总产值3，738万元。现主要有煤炭、水泥，激光，农机，汽车修配、橡胶，皮

革、针织、玻璃、造纸，制酒、食品、粮油加工等。特别是煤炭工业更为可观，煤的储量一

亿九千万吨左右，年产原煤70万吨。
’

农业方面；建县以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县现

有耕地820，592亩，．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高梁、谷子，小麦、大豆等，兼种部分杂

粮。经济作物有烤烟，甜菜、亚麻、白瓜子等。1980年粮食总产2．47亿斤。农田基本建设方

面，建县以来修建大小堤防250公里，建成啥达、半截河等中小型水库19座，抽水站89处，

电机井639眼，形成万亩以上灌区7处，有效灌溉面积24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7万亩。在发

展农业的同时，林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县现：占国营林场八处，社办林场14处，队办林场159

处，苗圃317处，人工林面积35万亩。多种经营方面，全县养牛1l，642头，马10，792匹，羊

26，300只，生猪存栏53，138头。105个生产大队建立了人参、养鹿、木耳、果树场等多种经

营基地266处，人工种植人参33万平方米，黄芪767亩，养蚕634亩，养鹿l，697只，养蜂692

箱，木耳26万段，果树10．4万株，养鱼180万尾，多种经营总收入747万元。

县内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以铁路、公路和乡路构成交通网，三棵树至东方红铁路从西

至东贯穿全县，并有方虎、鸡密、鸡勃三条国家干线公路。全县县级公路6条，专用公路14

条，．边防公路4条，共有桥梁97座，客货运输基本畅通无阻。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建县初期，县内仅有18所小学，现已瑟肢至-J]29所中学，219

所小学，在校学生总数60，944人，教职员-r_3，434人，儿童就学率达96．9％，幼儿园44所，

文化馆、图书漕，新华书店各一处。电影院8所，厂、矿企业有电影放映机30台，各生产大

队有电影放映机168台。评剧团一个，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精神病院、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

健站各一处。’农村公社卫生院15所，农牧三场卫生所13处，医务人员总数为1，078人，病床

878张，169个生产大队设有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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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东镇概况

鸡东镇是鸡东县城，地处鸡东县西部，全镇四周均与银峰公社紧密连接，’只有东南部的

石河北大队与平阳、鸡林公社毗邻。面积30．73平方公里。镇人民政府驻地在中心路南侧，

地理位置：北纬45度15分，东经131度08分。

该镇原属银峰公社，1965年成立鸡东县时县城就设在此地，同年从银峰公社划出3个大

队成立鸡东镇人民公社，1980年改名为鸡东镇。

全镇辖3个大队，14个生产队，分布在6个自然村，镇内划分3个街道办事处，23个居

民委员会，107个居民组。总人口26，733人，6，469P，其|申汉族占92％，、其余为朝鲜族，回

族和满族。

鸡东镇均属丘陵地形，西南高，东北低，土质为黑土和白浆土。境内大顶子山为最高，

海拔463米，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3．5度，无霜期115举-125天，年降水量600毫

米左右。

该镇为鸡东县交通枢纽，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林密铁路东西贯穿全镇，并有数条公路

通向各公社和其他市县。

该镇解放前仅是一个小火车站。解放后特别是建县以来，在镇内开辟，扩宽和延伸了街

道。建县前全镇仅有一座破旧的两层楼房，现已发展到15座，新建住宅面积60，751平方米，

同时新建了自来水，解决了居民吃水难的问题。

全镇现有耕地6，157亩，以生产蔬菜为主。有各种农用拖拉机29混合台，田间作业基本

实现了机械化。1980年蔬菜总产量700万斤。多种经营方面t养牛120头，养马236匹，人工

造林1，200亩，果树1，700株。

工业方面。建县前镇内只有一个小砖窑，一个烧锅和几个小手工作坊。现在发展有：针

织，制酒、橡胶，玻璃，皮革，印刷、钟表，食品，激光、农机修造，汽车修配、砖瓦等16

个工厂，这些工厂大都设在镇四周。镇，街工业从无到有发展较快，有刺绣厂，扎花厂，综

合厂等21个，从业职2：205名，年产值40万元。

文教卫生方面。全镇建县前仅有一所小学，现巳发展到三所中学五所小学，学生总数

为7，040名，教职-r414a。镇内设有县广播站，电影院，工人俱乐部，评剧团，文化馆，图

书馆，商店，灯光球场等公共福利设施。还有县、镇办的医院3处，各大队都有卫生所，共

有医护人员235名。“全镇还有电影放映机1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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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号标准名 称 汉 语 拼 音

处

处

处

Ji donfl Xian

Jidongzh色n

类别

县

城镇

Donofenfl Jiedaobanshichn街道

H6nflqi Ji邑daobanshichn‘’’街道

Fanxiou JiedAobanshichd 街道

Yinfenfl Dadui 大队

Yinfeng 3～Dul 村

Yengchon DAdui 大队

Yengchon 村

Shihebei Dadui 大队

Shihebeicftn 村

Shihebei 5一Dui 村

Shihebei 6一Dui 村

备 注

驻地：鸡东镇

壁地：．墨东镇中心路南
侧，鸡东县银峰公社、
银峰大队所在地

驻地：鸡东镇

驻地：鸡东镇

驻地：鸡东镇

驻地：鸡东镇

银峰三队所在地

驻地：迎春

迎春大队所在地

驻地：石河北村

石河北大队和一、二，
三、四、七、十队所在地

石河北五、八、九队所
在地

石河北六队所在地

j，J，0，●i《}r_Ill，气∥

；—■●l，“一●rt翅■。嚣1，。j～●。。!，

_．。一．。

。门＼＼一．。j．。．i，，。一

，；．，一，f



银 峰 公’ 社

YINFENG GONGSHE



银峰公社管委会



银峰公社概况

银峰人民公社位于鸡东县城西部，西接鸡西市，东靠鸡林公社，南临永和公社，北隔穆

‘棱河与哈达公社相望。面积100．99平方公里，公社驻地设在鸡东镇中心路北侧。地理位置：

．北纬45度15分，东经131度08分。

银峰原名叫平阳站(平阳驿)，1919年此地仅有几户人家，一片荒原，人们称之为北大

甸子。1931年建立了新平村。1933年铁路修通后在此设立一小火车站，取名平阳站。1942年

戈IJ归鸡宁县管辖，1946年土改建政时为新兴区，1949年鸡宁县改为鸡西县，此地为鸡西县第

五区。1955年当地人民为纪念解放初我军359旅17团在此与中央胡子作战中壮烈牺牲的某部

教导员李银峰烈士，将原平阳站改为银峰村。1956年撤区建乡时成立银峰乡。1957年鸡西建

市，银峰乡划归密山县管辖。1958年成立银峰人民公社，1960年初由密山县戈Ⅱ归鸡西市管

辖，同时将银峰公社改为平阳公社，1965年由鸡西市划归鸡东县管辖，又将平阳公社改为银

峰公社。

本公社辖17个大队，73个生产队，39个自然村，均分布在县城周围，共3，862户，18，135

人，其中汉族占85％，朝鲜族占14％，满、回、蒙等民族占l％。

全公社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西南部为山岗沟谷交错构成的丘陵地形，东部为穆棱

河冲积平原。丘陵地带均为黄土和白浆土，平原区均为黑土和黑油沙土壤。境内大顶子山为

最高，海拔463米，并有穆棱河和黄泥河两条主要河流。年均降水600毫米左右，无霜期
115"-'125天，平均气温3．5度。

本公社现有耕地47，605亩，各种拖拉机110混合台。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高梁，谷

子，大豆、小麦为主，兼种部分杂粮。粮食亩产450斤，1980年粮食总产2，034万斤。多种经

“营方面l全公社人工造林2，943亩，副业基地6处，养牛1，284头，马829匹，羊1，089只。

社办企业有：砖厂，瓦厂、农机修造厂，木器社，煤矿，从业职工260人，年产值41万

．元。

全公社有中学2所，学生270名，小学14所，其中三所附设初中班，学生2，600名，儿童

入学率达97％，中小学教职员工160人。公社有卫生院一所，大队卫生室16处，医务人员共

'-68人。文化方面：除公社和生产大队有广播外，还有电影放映机10台，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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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号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类别

银峰公社 Yinfeng Gongsh#,

银东大队 Ytndon9 Dadui

银东村 Y indongcfln

银峰公社良种队 YiLnifaennggz基箸黜?
新东村 ‘Xind6ngcnn

良种二队Lianfzh6ng 2一Du i

明俊大队 MinojCtn Dadui

明俊村 Mingiflnctan

古山子大队 Gflshanzi DAdul

古山子村 Gflshanzicun

古山子一队 G矗shanzi 1二Du i

北古山子 Beigftshanzi

古山五组 Gtlshan 5一Z讧

新峰大队Xinfeng Dadui

新峰村Xinfengcnn

新峰北屯 Xinfengb色itdn

得胜大队Desheng Dadui

得胜村Deshengcfan

得胜一队 D邑sh色ng 1一Du i

西沟里Xigouli

红胜大队H6ngsh6n9 Dadui

红胜村H6nffsh6ngcfln

新胜大队Xinsh6ng Dadui

新胜村Xinsh6ngcftn

新胜二队Xinsh6ng 2一Dui

新胜三队Xinsh6ng 3一Dui

勇进大队 Y6ngjin Dadul

勇进村 Y6nojincftn

公社

大队

村

大队

备 注

驻地：鸡东镇中心路北：
侧

驻地。银东村

银东大队和二、三，
四、五队所在地

驻地：新东村

银峰公社良种队和一队．
所在地

良种二队所在地

驻地：明俊村

明俊大队和一、二队所
在地

驻地：古山子村

古山子大队和二、三队
所在地

古山子一队所在地

古山子一队另一居民点

古山子二、三队另一居
民点

驻地：新峰村

新峰大队和一至四队所“
在地

新峰一至四队另一居民
点

驻地；得胜村

得胜大队和二至五队所
在地

得胜一队所在地

得胜四队另一居民点

驻地：红胜村

红胜大队和一至四队所
在地

驻地：新胜村

新胜大队和一队所在地

新胜二队所在地

新胜三队所在地

驻地：勇进村

勇进大队和一至四队所
在地

0229勇进五队 Y6n0|in 5一Dui 村 勇进五队所在地

0230保中大队 Baozhong Dadui 大队 驻地l保中村

·6· 银丰公社

队

队

队

村村大村大村村村村大村

队

队

队

队

村大村村村大村大村村村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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