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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在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总是要经常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走路乘车，还是使用电报电话，邮递信件等等，

都必然要接触到地名。从而可见，地名是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很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地名工作它还直接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对外关

系；关系到军事作战和国防安全；关系到国内外各民族的团结；关系到四

化建设和人民生活。因此，搞好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是各级政府

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肇东县地名录》的编辑工作，是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7 9)305

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名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各类地名认真进行全面调

查、考证、核实的基础上，按全国统一要求，而进行编辑工作的。它将为

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政府机关使用法定的标准地名提供依据。从而，。以满足

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公安户籍、交通邮电、新闻出版、外事民政、测绘

等方面工作的需要j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开始进行的。县政府对地名

普查工作弗常重视，加强了对地名普查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了组织，

抽调了人员，县政府由一名副县长兼任组长，吸收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成立

了“肇东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做为具体办事机构，由县

人武部、民政科、水利科、教育科、邮电局等有关部门抽调六名同志组

成。各公社由一名副主任负责，也都建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其次，进行

试点、训练骨干，每个公社抽调一名领导和一名技术骨干，全县共集中

六十余人到四方公社进行了七天的试点，摸取了地名普查工作的经验。第



三，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会议，对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做了部

署。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大体经历：建立机构，组织人员；进行试点、训

练骨干；宣传教育、提高认识；收集资料、开展普查；资料整理、复查验

收等五个阶段。于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经省、地分别对我县普查的文、

表、图、卡四项成果进行了检查验收，所有资料合乎规范。

《肇东县地名录》就是在上述全面普查工作的基础上编辑的，它主要

由目录、前言、全县标准化地名略图、地名录正文，新旧地名对照表以及

各级政府和相当于公社级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照片等组成。

全县共普查地名一千七百七十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三百六十四条；

各专业名称，包括场(厂)、站、独立存在的重要的企事业单位名称二十

九条；名胜古迹二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名称十二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五

条；县和公社、相当于公社级企事业单位、重要人工建筑物和古迹的文字

概况材料共三十九份，附有关照片七十三幅和新旧地名对照表等。因篇幅所

限，有些其它方面的资料未能编入，如需了解，可查阅地名卡片等资料。

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既无经验又少有历史资料，因此，不可避免．

在编辑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望同志们在使用中提出宝贵意见，使其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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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次地名录编辑工作的有：县地名领导小组组长孙天成，副组长

王跪岐、胡显峰(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兼编辑)刘福常、王焕新、

张殿军、李济明、侯永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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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东 县

本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隶属绥化行政公署管辖。东南与呼兰娶’瞻尔挨撇瓤麓与安
达县．兰西县相连，西与肇州县，肇源县毗邻，南至松花江与双城县隔江榴望，襄A鼹磁疆簪

驻肇东镇。全县共设一个镇，二十五个农村人民公社，省，地、县团级以上驻肇单位七戤
肇东镇下设十二个街道办事处，一百零七个居民委}农村共有三百二卡六个犬鼹p一专九百

九十五个生产队，一千二百零八个自然屯。

全县土地形成～南北长方形，地势平坦。南北地幅长度为’九十五岱里，承西宽海隧节
七公里，总面积为三千九百零五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七十三万五千兔再二卡七失P其中菲

农业人既十二万四千三百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回，满，豢，朝鲜等少数民族仅嚣酉舞之一

点二。

根据目伪县志和有关历史资料的记载尹肇东饕一百多年以前是一片荒无大烟卜野草丛生

的大荒泵尹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为了充实边防广在齐齐哈瓤呼兰，黑．龙汪爱
辉三城驻防军旅，并没驿站配备驿丁，．专门传递军事消息r在我县设立四站，五靖寸一八麓

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帝俄与满清合伙修筑东清C现在的滨洲线歹铁路告成，铁路漪线各翠

站皆为划成特别区，行政、司法，土地各权皆归铁路局管辖。一九O三年《指缮=卡兔锋》

经黑龙江将军奏准在哈尔滨铁路交涉局内附设荒务局，由总办周冕出放肇东一带之蒙荒堪当

时足郭尔罗斯后旗之牧地)按千字文编排字号r许可各省商民备价呈领，．开始垦荒召庐，从

此，肇东居民才开始增多。一九O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设肇东分厅于昌字五井《‘匿五管≯
隶蔼肇州厅管辖争困其位于肇州之东部，故名为肇东。—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七序y拳令改

称肇东县，县城设在吕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县公署由昌五迁到肇东，改满沟辫f为肇东

街。一九三九年一月伪满施行“街村制矿将全县划为两街卡八树0一九四五年九三光复时获

得解被，一九四六年三月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一一肇东罢人民政府≥ ：；

全县地属平原，，无天然山脉。松花江自肇源流入P西起我县西八里公社岔古傲也流经
涝洲，合居公社，东至东发公社马家屯东，总长度为六十七公里，是我县唯-的。条汪。气

候属于寒温带，属大陆性气候，寒暑变化性很大，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八度八，最高三十七度

四左右，历年平均气温为三点一度，降雨量历年平均为四百三十九点六毫米，年无霜期为一

百三十天左右。

全县的工业主要以制糖，乳粉、毛纺，皮革，酿酒、玻璃，红砖等为主。解放前仅有为

数不多的小型工厂和几家小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八O年末，城乡工厂企业单位已发展到三百

一十五个，，其中县办工业八十八个，社办工业二百二十七个，工业总产值达一亿八千三百二

十二万元。

全县农业总耕地面积为三百零四万九千四百七十一亩，粮食作物以玉米，谷子，小麦，

大豆，高粱为主，经济作物有亚麻，甜菜，药材等。一九八。年全县农业总产值为一亿五千

◆ 置 ’



四百九十七万元，比一九五八年的八千三百七十五万元增长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产量为七亿

八千四百五十五万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亿七千九百万斤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单产每亩已达

三百七十斤。 ，．

农田水利工程也有很大的发展。解放前一无所有，现在南部沿江：皑区，有涝洲，托公、

银河、复兴四处抽水站。全县还有小型抽水站九十二处，电机井二千五百五十四眼，全县有

效灌溉面积已达四十一万四千亩。

≯≈农业机械发展速度很快。到一九八。年全县农业使用的胶轮拖拉机八百七十四台，链轨

“拖拉枫五百三十台，汽车六十六台，共计一千四百七十四台，为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应有的

作用。j：．jj；．．． ．．．，．

；：，．j全县交通四通八达，滨洲铁路贯穿肇东县城和南北四个公社。县内主要淹油公路四条，

两旁绿树成荫，总长达一百八十三点二公里。现在我县社社每天都有班车往返。同时，我县又

是兰西t青岗，．肇州，肇源等四县的交通枢纽。从而，铁公路交通运输成了我县物资进出

入t。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动力。 ．

～二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初期的一九四九年，全县仅有一所中学，学生三百八十人，小学二

百六十九个，学生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四人。而现在全县共有三十七所中学(其中高中十一

所-)城乡小学增到五百八十四所，在校中学生已达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八人，。小学十一万一千

争百八十六人j全县有电影院七处、工人俱乐部一处，放映队一百一十五个j并增加了体育

馆，文化馆，广播站、文工团，艺术队，图书馆、新华书店。全县医院也由解放前的一处增

加到三十五处，。床位已达一千四百五十二张，实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所，县有人

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防疫站等。另外，还有绥化地区结核病防治院，共有医护

人员_千九百七十六人。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

：： 总之i‘我县各行各业都有飞速的发展，城乡人民群众生活日益提高，全县安定团结，形

。势越来越好寸． ，一．， i
一

‘奠．：，我县名胜古迹甚少二现有八里城，位于西八里公社西八里村之东，城之方圆八里而得

名￡每面为；里，内有小型庙宇，现已破坏。据传说该城系金之德昌公主所建，城墙依然竖

疵有出米高，一·米宽，护城壕四米多深，城内已开垦耕田，确立为省级保护单位。 ．；、

小古城；在洪河公社古城大队东北距昌五公社约四公里，东距县城三十五公里。城墙东

西姆约=百五十米，南北宽约二百二十米，略呈方形，有～东门，外附瓮城，据出土文物研

究，．该城是金代城池遗址，确定为县级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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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肇东县委员会



肇东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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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部分企事业单位、车站，

公路，江(河)，桥，古迹及驻肇单位

和重要人工建筑物照片



正阳大街

该旅社三层楼，主楼

四层，占地面积880平方米，

总面积2，640平方米。有职
工1 53人，床位496个，饭
店一座。

此大街长4．2公里，宽

25米。头道衔至八道街为

2级柏油路，八道街至国
营砖厂为3级渣油路。

肇东一旅社

· R ·



肇东气象站

此站为二层楼房，全
站占地面积为l o，000平方

米，有职工12人，主要任

务是气象观测、天气予报．

此商场为三层楼房，

患面积为1，500平方米，职
工1 09名。经营6，000多个

品种，主要有食品、百货、

五金，劳保用品及各种鞋
帽、服装等。

百货商场

该院为三层楼房．占

地面积l，1 00平方米，现
有职工35人，1，4 42个座位。

主要任务是放映电影和文

艺宣传等项工作。

肇东电影院

’ 7 ‘



绥化地区结核病防治院

该院系绥化地区卫生
局所属的肇东结核病防治
院。占地面积3 00，000平

方米，5个疗区，500张床

位，400名医护人员。主

要任务是负责绥化地区的

结核病防治工作。

该校占地面积1 00，000

平方米，教职员工93人，

学1生581人。该校为绥化地

区教育局设在肇东的师范
学校。

””黑’■?w$镕$fw■蔫_-?—一一”V”■掣?r

太平糖厂

绥化地区肇东师范学校

该厂位于肇东县西南
22公里处。属于中型糖

厂，共有职-1500人，家属
350人。1 978年建厂，共有

6个车间，设备628台件，

年加工甜菜9万吨·年产糖
量为9，000吨。



一水源水塔

一水源水塔位于肇东

人民公园内，塔高20米，总

容量为120吨。属红砖水

泥结构，以供饮用水为主。

二水源水塔位于肇东

第四中学院内，塔高28米，

总容量150吨，属红砖水

泥结构，以供饮用水为主。

铁路跨线桥

—●、

●一 -

函幽幽。 蕊氨艘蘸i蠊矗：o

二水源水塔

此桥座落于肇东车站

内，横跨铁路东西，全长
l 4 6米，桥宽3．91米，桥

高6．8米，建筑面积584平

方米，最大安全荷载每平

方米480公斤，安全系数

1．2公斤，属钢铁水泥桥，
为旅客行人所建。



该场位于肇东县的西
南55公里处，全场469口

人，养殖水面9，000亩，以
养殖渔种为主。

该场1955年前归肇东

县水产公司，1 956年隶属

黑龙江省水产局所辖。

北涝洲航运站

黑龙江省渔种场

北涝洲航运站，位于

涝洲公社南部0．5公里处，

总人口15人，总面积15亩，

以管理客运为主。

该场位于德昌公社东
南6公里处，现有人口860

人，耕地面积4，198亩。
1 947年建场时，为肇

东县第二良种场，1 974年

移交给绥化地区，改为绥

化地区第一良种场。属平

原地带，以繁殖良种为主，
为全区提供农作物良种。 绥化地区第一良种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