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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 吉
刖 青

宁安县从1980年8月20日到9月28日，在全县范围内进行地名普查

工作。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由原县革委副主任王占鳌同志任组长，

刘庆文、艾德龙同志任副组长，从县革委办公室、武装部、民政、建

设、林业、水利、文化、教育、交通、邮电等部门抽调十二名同志，

组成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张友良同志任

办公室主任王庆弟、陶乃玉、关魁等同志任副主任，具体工作人员李

晔良、王文军、张庆国，林庆财、石沛林、刘建华、吴宇宏等同志二

各镇和各人民公社都有一名领导负责，组成本镇和本公社的地名普查

小组。全县共有158名专业同志参加o

普查范围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对境内的行政、区自然屯、 自

然地理实体、主要独立存在的有方位意义的人工建筑物、企事业单

位、著名纪念地、古迹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利用县志和

有关资料，并通过实地调查，互相校正，做到了不重、不漏，保证资

料的可靠性o ‘-

普查方法，采取专业队伍分片包干，各部门配合和群众相结合的

．方法，坚持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运用实地普查与重

点考证、验证相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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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录按地名普查所收录的地名，全部收录共1 2 14条，其中：

． 各级行政区名称345条；驻地名称366条；自然地理实体(江、山、

湖、沟)名称269条；重要人工建筑物(水库、桥涵、公路、名名胜古

迹) 125条；主要独立存在单位(包括省、地驻在单位、县属工业、

‘农，牧、渔场)127条，每条都经过规范化处理。对全县原一个公社9



个生产大队名称做了更改或恢复。1984年，因行政体制更改又做了一

次修改，对图上名称与实体不一致的(包括图上有而实体无。实·体有

而图上无以及名称文字实体和图不一致的)．，都一一做了增减修改。

总之，在地名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以及重新命名、更名，都是根椐尊

重历史，符合>--j惯、便于规划、方便群众的精神进行的。更改的社队

名称，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有些地名来自满语(包括满汉语：混用)

的，也附有满语地名对照表，以便在使用中参照。文字材料中引用的

数字，均以县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和各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准。专用

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化。

《宁安县地名录》的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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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人民日常生活，地

理和历史的编写，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后各城乡、各行业所使用

的地名，凡与地名录不一致的，二律以本地名录为准改正过来。今后

地名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19 79>305号文件规定，由县

办理手续。地名录所汇集的地名，．并不是全县地名的全部，在地理位

置上并不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及企事业单位，未编入。

编辑这册地名录的人员有：王庆弟、陶乃玉．．关魁、张庆国、王文

军、石沛林、张庆才、吴宇宏等同志。最后由关魁同志执笔、校对、

石沛林同志绘图。本地名录由于当时末付印，根椐1983年11月省地名

工作会议部署，鉴于行政’机构名称的变动，关魁同志，对新改动的乡

(原公社)镇和村民委员会(原生产大队)，以及地名普查后新增加村

屯名称，做了全面的修改整理，有关同志补拍了部分照片、石沛林同志

对地图做了最后校正。地名录上新附的人口数字，系1982年7月1日人

口普查数，其余数字均为1983年末数字。· ·

’

在普查和编辑过程中，省、地地名普查办公室同志多次派人进行

指导，并得到地方史专家关成和，’满语专家穆晔骏同志的协助， 在此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表示谢意。

此项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在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编辑时由于业

务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望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使其不断完

善。

宁安县人民政府

198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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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安 ’镇

Ning all Zhen

镇政府驻地：宁安镇



宁安镇概况
宁安镇座落在宁安盆地北部的牡丹江左岸。地理座标是北纬440197，东经129。267。西邻

宁西乡，北接范家乡，南、东隔牡丹江水与江南、江东两乡相望。总面积为31．1平方公里。

是中共宁安县委、宁安县人大常委会、宁安县人民政府及政协宁安县委员会所在地，宁安镇

人民政府也设于此。

宁安镇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富有革命传统的古老城镇。元代为合兰府水达达路

谷州千户治所。自清代康熙5年(1666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满语官职名称，后改称将军)

从旧街(现海林县旧街乡)迁此建城以来三百余年至今，一直是宁古塔(宁安)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此地古称宁古塔(满语六居址的意思)，雍正5年(1727年)置

泰宁县，1729年废县为宁古塔副都统所在地，光统29年(1903年)是绥芬厅，宣统元年

(1909年)是宁安府所在地，民国2年(1913年)为宁安县公署所在地至今。解放前是宁安

街公所所在地，1945年11月为宁安县第一自治区，1948年12月为一区公所，1955年1月6日

改为宁安镇，1958年9月为宁安人民公社，1965年10月将北半部划出设置范家人民公社，同

时本镇改称宁安镇人民公社，1980年9月改为宁安镇人民政府。

全镇有4个街道办事处，25个居民委员会，11个村民委员会分布在14个自然村。人口

54，888人，其中l农业人口11，000余人。全镇汉族占80．9％，其余为满族，朝鲜族、回族。

解放以来宁安镇巳由消费城镇逐步发展为新的生产城镇。 ．

全镇有耕地33，072亩，其中蔬菜耕作面积占75％，尤以大蒜，白菜著称，是我省蔬菜产

区之一，每年提供商品菜七千多万斤，除供当地消费外，还大量销往省内外。为了发展农业

生产，近些年这修建水库、养鱼池各1处，抽水站34处，打机井65眼， 修永久性水渠8，600

米，水浇地面积4，500亩，旱灌面积18，200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4％。 随着农业的发展，农

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全镇农村有大、中型拖拉机95台，小型拖拉机170台， 汽车10台，

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西山还有大面积绿化人工林。镇内除县直属地方国

营水泥、化肥、制糖、面粉、轧钢、造纸、制油、制酒、陶瓷、农机修造等工厂外，镇内还兴

办了集体农机配件、电器修理、制油，面粉、砖瓦、被服，酱菜等74个服务性工业。有职工

890名，年产值达200余万元，利润可达50余万元。

宁安镇交通便利，牡图铁路和国家公路直通县外和全国各地。县内公路网以县城为中心

通往县内各地。

镇内有技工校和师范校各一所，全日制中学7处，在校学生5，532人，教职员32440名，

有小学16所，在校学生7，100名，教职员32585名，儿童就学率98％。此外，还有社办幼儿园

6所，入园幼)L604名。镇内有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剧院、工人俱乐部、 体育场电视

插转台等文化设施。村民委员会自有电影放映机15台，是全县文化、教育中心。镇内有县级

医院2处、保健站l处、卫生防疫站l处，，卫生学校l处，有职：12446名。还有镇属卫生

所1处，职-V-17人，村卫生所10处，医务人员22名。

宁安镇是个古老的县城，城镇正在有计划地进行改造和建设，逐步实现主干道柏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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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水泥化、街道两旁全绿化、江边站前广场化。全铰绿化，美化、秀化程度将不断得到提

高。

宁安镇内古迹较多，城西三华里吉陵山(Ⅸ柳边纪略》中称鸡鸣山)下的清代大石桥，

是我省唯一的单曲石拱桥，建于清初天聪8年(1634年)，至今已有三百五十余年历史，是

清代宁古塔通往吉林，盛京和京师的要道，桥下北例有一“泼雪泉”，泉水清澈甘甜，现为

全镇饮用和工业用水水源地，清真寺在旧城东南侧，初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

6年扩建，至同治年间形成现在规模，今保存完好，是回族礼拜寺。

登上吉陵山(俗称西山)，可鸟瞰宁安全城，环顾四周．可见宁安远近山川秀丽景色。

镇南侧跨越牡丹江水的空腹式石拱工农兵大桥，是江南乡群众和镇内机关、学校、企事

业单位职工和当地驻军，从]969年6月备料到1970年10j J，奋战580天建成的。 全桥主体长

360米，宽7．6米，两个桥台12孔、11个桥墩。既是江南乡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又是两岸人

民的游览场所。

宁安是抗日根据地，党的地下组织和抗联曾在此潘动，许多烈士为国捐躯。为缅怀革命

烈士的丰功伟绩，宁安人民于1959年5月车站前建立一鹰人【毛英雄纪念砗。

宁 安 镇 远 眺

宁安镇人民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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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街；西起宁古塔内城东

门(旧城德胜门，现新华书

店)，东到东卡门(现第三

中学)，全长{．000套尺。

宽9—10公尺，巴旧城主要

街道。

东大街

西大街：东起百贷一商

店(原西大街，东起现人

民文化宫门前旧城望闭门)

西到铁路口01"城西门)。

全长980公尺，宽9～10公

尺。县人民政府、县人民银

行在此街东头路北。

西大街

通江路北起宁安火车站南至牡丹江工农兵大桥垒"F--25009，宽40米是七十年代中期改

(扩)建而成，是镇内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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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化宫：建于1980

年，位于通江路南段路西。

建筑面积3，605平方公尺，

是工人文化娱乐活动场所。

县总工会在此办公。

日寇侵占期间，为7捍

卫祖国的大好河山，党领导

抗日队伍抛头颅、洒热血，

在这一带同日本侵略军展开

浴血奋战。

为T铭记他们的丰功伟

绩，宁安县人民于1959年在

宁安火车站前修建7革命烈

士纪念碑。

革命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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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安清真寺

清真寺是宁古塔(宁安)回族人民古老的寺院，初建于清代康熙五十五年(17164)，

雍正六年(1721年)开始扩建到成(丰)同(治)年问形成现在规模。民国五年(1916年)

毁于大火。不久叉集资修复。1966年遥殿部分装饰和匾额被毁。1980年，人民政府贯锄民族

政策拨荻修复。这是修复后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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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minzhangfh

Hongchang

Nangangtnn

Bhimiitozttfin

Lijiawafang

Hexi

Hexitdn
’

Xijijia

Xinglin

Xinglln

I．1n1111

Honosheng

Xiangyang

Xiangyang

Lincheag

Xinsheng

Xinsheng

jiaoyh

jiaoyn

Linjiang

Yiangj!ating

HualiangOnchuank6n

注

县人民政府401，128驻地：宁安镇
{． 一‘

．

镇人民政府54，888驻地l宁安镇 ，

村民委员会2712 驻地：南岗屯’

屯 红城村驻地

电 红城村自然屯
‘ +j

屯一 红城村自然屯

村民委员会149l 舅蓁茵挈西屯原名+
屯 河西村驻地 。

屯 河西村自然屯

村民委员会521 ． 驻地：兴林村

屯

村民委员会468

村民委员会516

村民委员会823

屯
-

村民委员会886

屯

村民委员会1015

屯

村民委员会635

屯

村民委员会808

屯

兴林，柳林两村驻
地

驻地：兴林村

驻地：字安镇内原
名东水园子

驻地：向阳村
^ ，

向阳村驻地原名北
园子

驻地。临城村

临城村驻地。原名
。东园子

驻地：新胜村．．

新胜村驻地
^二

驻地：教育村

教育村驻地

驻地：杨家汀

临江村驻地

临江村自然屯。

， 9

舁

阳

阳

城

红

向

向

临

2

3

4

5

1II

1J

1．．

1

O

O

O

O

11

1．．

1

1

O

O

0

O



巢毒 标准名称

01024兴 盛

01025兴 盛

01026河夹信子

汉语拼音 类别 人口 备 注

Xingsheflng

Xingsheng‘

Hejiaxinzi

村民委员会1267 驻地：兴盛村

屯 兴盛村驻地

屯 兴盛村自然屯

01027宁安镇 Ninganzhen 镇

01028第一街道办事处 Diyijiedaobanshichd街道办事处12，477

01029第二街道办事处

01030第三街道办事处

01031第四街道办事处

01032通江路

01033东大街

01034西大街

01035沿江街

10

Di色rjiedaobanshichd ，，

DtsalnjiedAo
打banshichft
“

Disijiedaobanshichn ，，

TongjiangLn 街道

DonoDajie 街道

XiDajie 街道

Yanjianojie 街道

宁安县政府，宁安
镇政府驻地原名宁
古塔

驻地。城后东街路
北

11，123驻地：东下洼子

8786 驻地。南关街路西

ll，360驻地2善后西街路
自宁安站至南江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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