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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外

日常生活

都有着密切地联系。我县在省、地统二部署下，按照《全国地名普

查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国务

院(7 9)3 0 5号文件及全国、。全省地名普查工作会议精神，开

展了地名普查工作： ．

我县在开展地名普查工作中，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主管

县长亲自部署，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根据

全县国营、劳改、部队及企业农场较多的特点，分别召开了会议。

首先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召开了各人民公社秘书，民政助理会

议；四月一日又召开了各国营、劳改、部队，．企业农场办公室主任

和技术人员会议，进行宣传，动员、训练业务人员。先后学习了文

件，传达了省宁安会议精神，部署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研究了方

法，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从此全面展开。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采取了请

上来召开座谈会和走下去实地普查的办法对全县三个镇、。十三个人

民公社、十二个国营(劳改)农场和十六个部队农场、六个企业农

场、一个林业局及自然地理实体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整理资

料、进行标图、填写表、卡、编写文字概况，并根据国务院关于

《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对各类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做到了地区内公社名称、县内生产大队名称不重名，街道不重

名，避免了用同音汉字命地名，废止了带有歧视少数民族和违背国

家方针政策等含义不好的地名，并依据审批权限，逐一履行了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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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为了检查地名普查成果，县组织了检查验收，最后报送省、

地检查验收。 ，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自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开始至一九A：-年

九月二十日止，历经十八个月的时间，全面地完成了地名普查工作

任务。为便于各级领导和各单位使用，，根据地名普查成果，特编辑

本册地名录。 ．，

’‘

本册地名录为16开本，共分8部分，共收集各类地名859条，

其中：．行政区划名称59 1条；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包括场、站，企

事业等独立存在的、重要的单位名称)64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名称

61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43条。编写县和公社级及人工建筑物、自

然地理实体文字概况50份，还附有德都县地图、青山镇平面图各一

份和有关照片83张、新旧地名对照表、标准地名索引表等。．

参加这次地名普查工作的有地名办公室主任刘玉璞，付主任田

野，工作人员：张廷云、解洪信、王建华、吴万荣、曹洪芝等。地

名录编辑人员有刘玉璞、田野-解洪信、，王建华、丁玉山。

’。本册地名录照片为吴国毓、叶学志、冷长福摄。 。

在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中承蒙宣传部、民政科、水利科、林业科．．

教育科、统计科、建委、县志办、区划办、土地办及各场、社、镇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助，特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十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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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县j概、况

西北部，小兴安岭南坡。西起东经125。45 7，

纬48。157，北至北纬49。1 07：南与北安、克

江县相接，东止逊克县，西至讷河、4’克山

，县。全县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人口333，858人，其中汉族占92％，

．满族、旧族占6％，蒙、鲜、鄂、达斡尔民族占2％。

全县有13个人民公社，1 10个生产大队，277个生产队，1个良种

：，场，．，1个种畜场，四个劳改农场，10个国营农场，6个企业办的农场，

16个部队农场，’3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30个居民委。。县人民政府

一驻青山镇。

膏德都一一词是。德都勒屯一的简称，系达斡尔族的一个姓

‘。_氏。’。据清朝时居住在东布特哈莽鼐屯的郭克兴所著《黑水郭氏家乘，

．郭博勒姓氏考>一书中说，郭博勒是“达斡尔部钷姓一，其宗姓氏有

德敦氏(又作德笃勒德都尔氏)。 。笃与都”， “勒与尔”皆同音

异译，故知德都勒即德笃勒。

一本县周属肃慎部，汉属扶余部，‘唐属河北道室韦都督府，辽属

。。东京道乌隈于厥部，金属上京蒲与路，元属水达达路，明属则乙干
“都司兀的河卫，’清属东布特哈旗讷河厅，。民国四年(19 15)属克山

县，：1929年置德都设治局，1933年设德都县，同年十二月推行保甲

”制度法，进行新的区域划分，德都县除将原有的4个区变为东，+南、

：’北、亭西4乡外，又在德都镇内增设城区，全县即为1区4乡。t一九三七

年保甲制废止，实行街村制。一九三八年三月德都县重划为5个行政

。村：彳即德都村、东和村、”南和村、西和村，北和村。到-九四五年

，一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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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后，德都县划为6个区。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九月德都县归并于北安市，’德都县撤

销后改为青山人民公社，于一九六三年十月由北安市分出，恢复德

都县至今。
。

德都县地势大部属丘陵地带，东北偏高、西南偏低、平均海拔在

250米左右。座落在德都县境内有14座名山，其中：较高的山峰有南

格拉球山，海拔596．5米；西龙门山海拔581．4米；老黑山海拔515．5

米；其余山脉均在海拔250至500米之间。境内大小河流20余条，主

’流河有横贯金境的讷谟尔河，西流入嫩江。德都境内有较为著名的

五大连池，总面积l，652万平方米，容量825，985万立方米，为本县

‘’著名产鱼区，鱼类品种主要有鲤鱼、鲫鱼、鲢鱼等。

本县城北19公里处，有驰名中外的药泉山矿泉水。此地有南饮

泉、．北饮泉、南洗泉和翻花泉。泉水清澈，气味辛辣爽口。经科研部

，门化验鉴定，泉水含有七十多种化学元素，’并能医治十几种慢性疾

·’病，。如：‘各种慢性胃炎：胃下垂、消化不良及神经官能综合症、慢

·性肝炎、‘月经不调、尿路结石等症。洗泉医治牛皮癣、慢性湿疹、

神经皮炎、斑颓等症。 一．

由于泉水能医治多种疾病，故引起省内外患者纷纷前来此地休

养医疗。1一九七五年成立德都县药泉管理区后，此地陆续建成54个

疗养院，共有床位5，600张。本地区风景春夏季极佳，空气清新，加

之有全国驰名的老黑山和火烧山爆发时喷发的熔岩堵塞河道而形成

的5个湖泊一一五大连池，更显得该区山青水秀，景色奇观。’五大连

池火山群又早已成为国外科学研究项目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游览

’胜地之一。
’。

．， ’本县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平均气温1月份为摄氏零

⋯—÷见一



7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上26．6。，。年平均降雨量476．3毫

无霜期为I 10天左右。
。 ：

本县境内山林、矿产资源较为丰富；用材林有落叶松、果松、

白松，樟松、榆、椴、杨、柞、桦树等，木材蓄积量约6，135万立方

米。矿产资源有金、石英沙、火山熔岩、火山砾。金矿在朝阳公社

金山大队附近，素有膏金马驹子圈"之称，现虽已简单开采，终未
i 究其源，尚未知地藏量多少。火山熔岩在五大连池地区，其中有100

多亿吨的玄武岩能制作水泥及水泥的混合材料。老黑LIJ及火烧山有

浮石4，700万立方米，火山砾129万立方米，是良好的建筑材料，可

以制作砌块和轻质混凝土等。

金县有耕地I，001，152亩(不包括国营农场、劳教农场、企业办农

场、部队农场)，粮食作物有大豆、小麦、玉米、谷子等。一九八O

年粮食总产量fi／243，349千市斤。农业总产值为83，755千元。从一九

五八年到一九八O年，全县修建水库十一座(农场水库除外)，有机

电井129眼，有效灌溉面积达10，376亩，有大、中、小型拖拉机577

台，各种机引农具2，596台(件)。畜牧业以黄牛、生猪为主，也是

我省发展畜牧业基地之一。

解放前，本县只有几家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八一年城乡厂矿企

业有较大的发展。工业以农机修造、汽车修配、水泥制作、红砖、粉

。丝、酿造、粮油加工为主。据调查统计工业总产值达1，709万元。

全县交通较为便利，有哈、黑公路在县境内东部通过。县内公

路以县城为枢纽，通往各公社，构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期全县只有学校12处，现已增加到69处。

在校的中、小学生达74，377人，中小学教师4，27 1人。全县设有卫生

机构200余处，其中：县医院2处，县保健站1处，县防疫站1处，公

叫一g



?社卫生院16处，．各大队均有合作医疗点。

县城内设有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剧团、。文化馆、“图书馆、’广

播站，各公社有电影放映队，；：部份大队设有俱乐部。

a县城还建有人民体育场，。灯光兰球场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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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镇概况

’一青山镇为德都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位于德都县中南部，北纬

48。30，：。东经126。l 1，。东与省军区农场相接，南接新发公社：西与

建设公社毗邻，北以永丰大坝为界。全镇东西长三公里，南北宽四公

里，面积十二平方公里。镇内地势平坦，气候特征属大陆性季风气

候；最高气温月平均零上26．60C，最低气温月平均零下26．ioC，

年平均降雨量为476．3毫米，无霜期在“o天左右。青山镇下设三个

街道办事处，二十六个居民委，5，347户，人口22，277人，其中：

汉族21，953人，回族89人，满族135人j其余为朝鲜、鄂伦春、达斡

尔等民族。镇人民政府驻地在二道街路北。

该镇是德都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德都县交通枢纽，

与北安、嫩江等县及县内各公社都有公共汽车，交通甚为方便。‘。

早在一六六八年，清朝政府财政日趋紧张：逐渐开放东北地区，

人口从关内大批迁入嫩江流域，在此地形成屯落，称德都勒屯。二-

九一三年德都勒屯划为讷河县警察第四区；一九一五年德都勒屯又

划归克山县管辖，同年成立德都镇。解放初期一九四五年德都发生

了二起武装叛乱事件一一青山事件。赵青山同志(当时为县独立营

付营长)在此事件中英勇牺牲，为纪念赵青山烈士，将德都镇命名

为青山镇。

解放前，青山镇只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土路，路面狭窄，雨季泥

泞，南北走向的大小胡同更是坎坷不平。解放后在镇内已开辟东西

走向的四条街(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南北走向三

条路(青山路，勤俭路，文化路)，从南到北多为东西走向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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