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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安县地名录》是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 ．．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于●九八一年三月开始．到一九A-年十一月．历经十九个月的时间．

对一个镇、十七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普查完毕．完成了表、卡，文、图四项任务。．酱查之．前．

成立了县地名领导小组．下设弛名普查办公室。常务副县长母健民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县

人武部，民政科、水利科、建委，林业科、交通科、县档案馆、邮电局各有一名领导为领导

’小组成员，地名普查办公室正、副主任分别由民政科副科长董国喜同志和县档案馆馆长周云

奎同志担任．。另抽调苏英、王泽生、赵良晨二陈忆，李桂华、张青春，李新民等同志为办公

室工作人员。普查开始．由常务副县长母健民亲自带领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公社民政，水

利助理共四十多人的专业队伍．到富饶公社搞了地名普查试点．试点后全县展开。

普查范围：农村公社以1：5万地形图为基础．依安镇以1：5千地形图为基础．对全县’．

境内行政区划，自然屯、自然地理实体、重要的独立存在的有方位意义的人工建筑物．企业
。

单位．著名纪念地，烈士陵园等名称进行普查。在实地调查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历史资料，

并注意收集民间保存的碑文‘、族谱、家谱等历史资料．用实地调查材料反复推敲．相互校正

和审定．做到不重不漏．保证地名普查的可靠性。

普查方法s首先搞好试点．培训专业队伍．层层把关．分批分期地完成任务。地名普查

．全过程．始终坚持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听取老年人．知情者的意见．开好

座谈会，运用实地普查和重点考证相结合．室外作业与室内整理相结合的方法．达到文图并

茂、名实相符，表、卡，文、图相一致。

本地名录共收录地名l。393条．即以地名普查所收录的地名全部表列化。共分为五大类：

，各级行政区划名称256条I县城，街道、居民点、农林牧点、．自然村屯名称1，075条(包括各

‘级行政区划驻地名称239条)．主要独立存在单位名称40条．莺要人工建筑物名称18条．自然地

理实体名称4条。每条地名都经过了规范化，标准化地处理。对全县6个重名大队和带有封

建迷信色彩，侮辱劳动人民的30条地名全部更了名。有一些地名和1：5万地形图上的名称音同

字不同，则根据群众习惯做了更改。如：“慕家窝棚”的“慕”字，1：5万地形图上则是

“木”字，现已更改为“慕”字，另外， “太”和“泰”，“千”和“乾”，“人”和“仁”

等都根据群众习惯加．以更改。对1：5万地形图上没有标注或者错位或者图上有而实际不存在

的地名，也进行了改动。近年来，县城逐年扩大，新建了不少居民区，对于成街成巷的，按

‘·街道命名，对于成片的则命名为居民点，如“城北街”，“铁路居宅”等。总之，在地名的

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以及重新命名，更名的过程中，都本着尊重历史，符合现实，利于规规

划，方便群众，好找好记?的精神进行的。对于更名的社，队，自然村屯名称，附有新旧名

称对照表，以便在使用．中参照过渡。为了便于查找本地名录中的地名，还附有全县地名索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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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节表。本地名录文字材料中引用的数字，均参照县统计科“一九七九年依安县国民经济

统计资料”和各公社一九八一年的表报。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

范。

《依安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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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卫生、邮电、交通等事业发展．以及对城市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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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以地名录为准。今后

的地名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和规定办理手续。地名录中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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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

未编入地名录。

编辑这册地名录主编苏英．参加编辑人员王泽生．赵良晨、张青春、陈忆、李桂华．文

字修改李木杜．摄影全兴丹，赵增林．印刷校对罗元昌，苏英，最后校对李明昌，苏英。在

编辑过程中．省地名委员会何报侠同志、嫩江行署地名委员会刘维新、张铁男·张健丽同志·

多次来我县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一一

编纂地名录工作．是我县建国以来第一次新的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再加上编辑时间短

促．业务水平有限．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希望有关单位和使用单位多提宝贵意见·使其不

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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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安县概况3

’依安。县概况

依安县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北纬’47。167～48。027，东经124。507～

125。427)．隶属嫩江地区行政公署。东与克山、拜泉县分界，南和林甸、明

水县毗邻，西与富裕县接壤，北与讷河县相连。东西宽55公里，南北长70公

里，总面积3，760平方公里o 、

县人民政府驻地：依安镇。

依安名称的来历：在清朝时期，j依安属于依克明安旗管辖，“依安"之名

即取于该旗首尾两字。‘‘依克明安"是旗创始人巴桑的姓o“依克”在蒙语中

1 ．是“大，，的意思，“明安"是光明安泰之意。巴桑原是准噶尔的一个贵族，所领

I 蒙民是我国西北部额鲁特蒙古族的二一部分。．依克明安旗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二

。。 年(1757年)，j隶属于黑龙江将军，民国十二年．(1923年)置依安设治局，

归黑龙江省管辖．1929年改为县治，伪满时期I且黑龙江省，1939年归伪满洲

国北安省管辖，1948年北安省与龙江省合并，‘复归黑龙江省所辖至今。
’

'． 依安县原驻地在南部的龙泉镇(现为依龙镇)，后因距铁路较远，衮通不

便，1941年迁至北部的泰安镇‘，．紧依齐北铁路：1947年改为泰安县。因与．山

东省泰安县重名，于t952年经国’务院批准复称依安县，驻地泰安镇亦随之改

为依安镇。依安镇为等边正方形，方向稍偏东南，四周挖壕为界，设东、西、

南、北四门，东西，南北两条大街相交于城镇中心，区划为东南．，东北t西

‘， 北，西南四隅，分设四个街道办事处，全镇街道呈棋盘形，纵横整齐均匀，

规划布局合理。 ．

．

?’ 全县总人1：1476．，462，包括汉、蒙、满、回、朝鲜等民族o·
，．，． 本县辖1个镇．17个农村人民公社．233个生产大政，1，688个生产队，

．： 分布在5个自然镇和932个自然屯o ，．．

“

·本县地处松嫩平原北缘．地势北部及东部为坡状漫岗．乌裕尔河流域和

西南部较低，形成由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之势，西南部为宽阔平坦的松嫩平

．』 原，平均海拔220米左右。土质以黑土和黑钙土为主，黑土主要分布在北部和

东北部，黑钙土主要分布在南部和西南部；乌裕尔河和双阳河流域主要是草

‘甸土、沼泽土及少部分盐碱土。宜林地和草原较少，土地垦殖率高。．是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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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省西部重点产粮县之一。

主要河流有乌裕尔河和双阳河，分别在县境北部和南部穿过，两岸

多为沼泽地．宝泉河’太西河则从南北两侧汇入乌裕尔河。所有河流多为时令

河，一年中几乎有五个月为结冻期6

本县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蒙古和西伯利亚冷空气控制和影响，

冬季漫长寒冷，春季干旱多风，平均风力2至3级，最大风力达8、9

级，夏季湿热多雨，降雨多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405毫米

的75％左右，秋季季风交替，气温变化急剧，昼夜间温度差别一般平均在lO。

上下。年平均气温1．5"C，最热月(七月)最高温度37℃，最冷月(一月)最

低气温零下39℃，全年日照时间为2，900个小时。初霜在九月中旬，终霜在五

月上旬，平均无霜期在120天至125天左右o

本县农业以农作物为主，现有耕地面积2，685千亩，主要粮食作物有小

麦，谷子、玉米、高梁、大豆等，占总播种面积的80％，经济作物以甜菜、

土豆，葵花、亚麻等为主，占总播种面积的20％o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

全县现有农用拖拉机980混合台，胶轮拖拉机479台，手扶拖拉机313台，农机

具基本配套，非田问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由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先

后兴建了跃进、上游、阳春，人和等中小型水库七座，有效灌溉面积达10万

亩以上，并开挖了四十六公里长的跃进干渠，直接受益面积为5万亩，由于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基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近年来，农村普

遍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速了农

业的发展，虽然连年遭受程度不同的各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仍有提高，1981

年粮食总产达40，546万斤，各种经济作物产量为s甜菜24万担，葵花籽64万

担，亚麻2．6万拦，甜菜和葵花籽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居全省第三位。

畜牧业以养猪和大牲畜为主。随着种植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也很快．生

猪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近年来，奶牛、黄牛、奶山羊大幅度增长。

本县工业在解放前只有铁匠炉，木匠铺等小手工业作坊，生产落后。建

国后，工业发展很快，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先后建立了机械、水泥，

砖瓦、。玻璃、针织．．棉织、 乳品， 印刷、造纸、陶瓷、皮革、金具、服装，

鞋帽、橡胶、制酒、淀粉、粮油加工、食品等各类工厂163个．主要产品有电

动机、车床，平板玻璃、床单、毛巾等。1981年工业总产值达7，020万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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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社办企业飞跃发展，犹如雨后春笋，1981年总产值超过840万元，全县17

个公社普遍有农机修理厂。

交通方面，齐北铁路横贯县境北部，成为本县交通骨干，东有太东车站，

中有依安车站，西有新屯车站，对于本县工、农、商业的发展，起着重大作

用。地方公路干线，与拜泉、明水，林甸、讷河等邻县相连，境内社社通汽

车，每日都有班车往返于城乡之间，交通较为方便o 1981年公路年货运量为

4，114吨／公里。

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迅速。解放初期县城只有1所中学和3所小学，

现今县城有地区办师范学校1所，县办技工学校l所，县办中学5所，县办

完小7所，镇办完小3所，聋哑．．学校．1所。全县各公社、各农林牧场都有中

学、小学。金县在校学生：．初中21399人， 高中1，889人，小学84，552人。教

师队伍不断壮大提高，现有中学教师1，190)＼，小学教师2，903 L。 ．

县城有电影院2处，剧院l处，文化馆l处，图书馆l处，广播站1处，

电视转播台1处，全县17个公社社社有广播站、文化站、电影院，大队所属

电影放映队170个。大大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县有卫生机构35处，其中包括县医院2所，镇卫生院1所，县保健站l

所，县防疫站1所，各公社都有卫生院，各大队都有卫生所，全县共有医务

人员l，201人，基本上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治病困难的局面。

． 为了缅怀革命先烈j教育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分别在双阳，

阳春，先锋三个公社及县城建立革命烈士墓4处．均建有庄严肃穆的纪念碑a；

烈士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激励着人民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o
●

县城建设范围不断向城郊扩展延伸，在北门城壕东北角又新建城北街等

几条新街道，城内厂房林立，砖石新宅，鳞次栉比，一个欣欣向荣的新依安正在

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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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安镇 l!

依安镇概况

依安镇地处依安县偏北部．北纬47。53 7，东经125。177．南濒乌裕尔河。

东连太东公社，东北隅与上游公社相邻，北、西两面为红星公社环绕，总面

积3l平方公里，总人口为56，516人。

依安镇是依安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依安镇人民政府

依安镇(原名泰安镇)，原为蒙古生计牧场．亦称巴贝子生计地，归蒙旗

公署管辖。彼时此地是一片荒原，人烟稀疏，自民国九年(1920年)开始出

荒。经已贝子手拉出城框，名日泰安镇。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各地人

民来此领荒者日增，筑房掘井，开铺设店，并修建城壕，街衢初具规模。民

国十二年(1923年)归依安设治局管辖，嗣后历年逐步发展．交通发达，已

有汽车来往运输。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兴修铁路，翌年末即行通车；因

而商市兴集。同年十月划归克山管辖， 因距克山过远，于1941年又划归依

安管辖， 同年依安县驻地由龙泉镇(今依龙镇)迁此。1947年．依安县改

为泰安县．因与山东省泰安县重名，于195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依安县，泰

安镇也随之改为依安镇．己迄于今。

依安镇在1946年郄为依安镇政府所在地，1958年公社化时成立依安镇人

民公社．1979年恢复旧名——依安镇人民政府。

依安镇呈三里三等边正方形，方向稍偏东南，四周筑壕．设东，南、西、

北四门，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十字交叉于城镇中心，把全镇正好区划为东南、

东北、西北、西南四隅，分设4个街道办事处．19个居民委，共计13，044户。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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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49，372人，并以南北大街为界，东西各有一个公安派出所。全镇街道呈

棋盘状，纵横街巷，均匀整齐，布局合理，街道大都以所在方位及序数排列

而命名。

依安镇在解放前几乎没有工业，仅有几家铁匠炉和木匠铺等小手工业作

坊。解放后百业俱兴，工商业较为发达，有国营企业163个，商业网点498个，

除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外，由街道和城镇兴办的单位共有16个，其中有农

具厂、蚊布厂、手套厂、薄铁厂、第一、二、三工程队，冰棍厂、纸箱厂、

服装厂、木箱厂、砖厂、电器厂，印染厂等，共有工人1250人，1980年总产

值为235万元。

本镇共辖5个生产大队，28个生产队，分布在本镇郊区，共有耕地

18,040亩，1670户，郊区社员7144人，均以种植蔬菜为主，并备有塑料大

篷育苗。现有拖拉机2335合台，载重汽车10辆。

本镇紧依齐北铁路，交通便利。依明、依讷、依拜公路与明水、林甸、

讷河、拜泉等临县相通．县内公路网四通八达，以城镇为中心，通往农村各

地。

本镇除有县办完全小学7所(计有教师275人，在校生7560人)以外，尚

有镇属完小3所．计有教师33人，学生826人，并有中学5所，教师353人，

在校生4231人。

本镇有县立医院、中．医院、保健站、防疫站各1处，．镇办卫生院1处，

保健站2处．各系统都设有诊所，群众就医十分方便。

本镇城镇面貌日新月异，城镇范围不断扩展，两条主要大街于1980年重

修铺设柏油路面，街道两侧新式楼房和新建砖瓦住宅不断增加，全镇呈现一

派欣欣向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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