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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孝
刖 青

《双城县地名录》是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从去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到今年七月一日，历经

八个月的时间，对一镇，二十六个农村公社全部普查完毕，完成了表、

卡、文、图四项成果任务。普查之前，成立了县地名普查瓴导小组，下设

地名普查办公室。副县长徐中复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县人武部副部长傅

宝善、政府办公室主任关福祥，建委副主任白占奎、民政科科长刘风英任

副组长。县挡案科，计委、水利、。交通，文化、农业局等十三个单位各出

一名领导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强，民政科副科长

张文玉同志分别担任办公室正副主任。另抽调冯林生、常贵、刘永山，李

宝成、李长厚、刘守会，张凯东、车远华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并聘请

了赵秀英、赵振丰、张振海，贲国祥、白春芳，傅启新等三十二名有文

史，地理、测绘知识的退休老教师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组成专业队伍，

完成全县的地名普查任务。

普查范围，农村公社以1：5W地形图为基础，双城镇以1：5千地图为基

础，对县境内行政区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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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著名的纪念地、古迹等名称进行普

查。在实地调查中，充分利用现存的县志、乡土志等典籍资料，并注意收

集和听取民问保存的碑文、族谱，家谱，传说等历史资料，同实地调查材

料相互校正审定。总之，做到不重不漏，保证普查资料的可靠性。

普查方法，采取专业队伍分片包干分期分批完成普查任务。普查的全

过程，始终坚持加强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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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地名录共收录地名1，409条，即以地名普查所收录的地名全部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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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分为五大类：各级行政区划名称417条；县城，街道、巷、区片、

自然屯名称862条(包括各级行政区划驻地名称374条)；主要独立存在单

位名称28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古迹名称30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72条。

每条地名都经过了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对全县2个公社，70个大队，

9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更名和恢复了原名，对岐视蒙古族的一条地名“鞑

子营"重新命名为新家村。一些叫××窝堡的自然屯，在1：5万地形图

上标为“窝棚夥，一律更改为“窝堡"，再有清嘉庆年间“移旗屯垦"所

形成的一些旗屯，“1：5万地形图上往往都省略了“旗"字，还有将蓝旗的

“蓝"字标成“兰”字，这次都加上了“旗"字，并将“兰"字改为

“蓝”字。对于图上名称与实地名称不一致，以及错方位的地名，都一一

做了增、减、修改。双城堡车站以北的区片，新建了一些工厂、农场、林

场等，居民大部为职工家属，居住分散，很不规则，为此把此区片命名为

“站北”。总之，在地名的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以及重新命、更名中，注重

了尊重历史，符合习惯，便于规划，方便群众，好找好记的精神进行的。

对于更名的社、队、街道办事处的名称，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以便在使

用中参照过渡。文字材料中引用的数字，均以县统计科“三十年统计资料

汇编’’以及近三年来各系统的年报为准。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

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双城县地名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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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地名录地名不一致的，

一律以地名录地名为准，改正过来。今后，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着

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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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便未编入。本地名录附有的双城县地图、双城镇略图均未经过实测，

不作为划界依据o’

编辑这册地名录的人员有；李克强，．张文玉，冯林生，刘永山、赵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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荽、李宝成、李长厚、刘文海、杨伯藩、刘守会。摄影周文。在编辑过程

中，省、松花江行署地名办的同志多次给予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这是一项新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编辑时间短促，业务水平

有限，必然要存在一些问题，希各使用单位多提意见，使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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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城 县 概 况

位于黑龙江省南部(北纬45。087—45。42 7，东经125。41 7—126。427)，

隶属松花江地区。 ，

县境三面环水，南、西南以拉林河界吉林省榆树县，扶余县，西北以

松花江界肇源县，肇东县；东接阿城、五常县，东北接哈尔滨市郊区，东

西长90公里，南北宽64公里，总面积2，975．65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设在

双城堡。

。全县总人口为678，469人，其中：汉族562，702人，占82．9％，满族

113，153人，占16．7％；其余蒙古族、朝鲜族，回族、锡伯族，壮族等，

约占o．4％。在人口分布上：城镇99，365人，占14．60／／；农村579，104人，

占85．4％。辖1个镇，26个农村人民公社，15个街道办事处(其中双城镇

12个，农村3个)，’374个大队，1，434个生产队，分布在县城和659个自然

屯。’ ‘’

县城双城堡，在全境略偏东南。名称来历：因城东南60华里三合店东有

古城二座，即金代之达河寨、布达寨遗址，俗称双城子而得名。此城始建于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当时筑土为墙，周围长约20华里，呈正方形。

清同治七年(1868年)，对城垣重修加固，设四门：东承旭，西承恩，南

永和，北洞滨(后改永治)。城内东西、南北两条主要大街相交于县城中

心，形成十字街和划分为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隅。

双城县历代建制沿革：虞为息慎，夏至周为肃慎，两汉至晋为扶余，

北魏为勿吉，隋、唐为伯咄棘褐，后为渤海扶余府属境，辽为东京宁江州

属境，金为上京会宁府肇州属境，元为开元路，明为拉林河卫，后为扈伦

之乌拉部属境，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始设为双城堡，继为双城厅。民

目二年(1913年)改为双城县。解放后仍沿用之，隶属松江省。1954年松

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后隶属黑龙江省至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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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大部为冲积层平原，西北部地势较高，略有起伏，东南较洼，其

余大部为平地，平均海拔160米左右，土质肥沃，适于农作物生长。河流

有松花江、拉林河，运粮河。松花江为本县西北部的界河，西从肇源县三

站公社流入本县万隆公社板子房，经杏山、临江公社到永胜公社的排木沟

子，流入哈尔滨市郊区太平公社，境内全长54公里。拉林河(又名兰棱河)，

为本县南部和西部界河，由县境东南单城公社的前房子入境，曲折向西至金

城公社的山咀子屯折而向北，绕经半拉城子、前、后对面城等地至万隆公

社板子房的背河咀汇入松花江，境内全长113公里。运粮河，俗称“金兀

尤运粮河"，由本县周家公社的范家窝堡入境，经新兴公社到五家公社的

后暖泉子出境汇入松花江，全长150公里左右。该河系金代开凿的人工运

河，已于涸。此河对研究我省古代交通有一定价值。松花江、拉林河在本

县境内形成许多小支流，泡子、夹芯子、沼泽等自然实体，对发展渔业、

牧业、灌溉农田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县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3．8。C，最冷月

(一月)，平均气温，一26．9。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7．5。C，年

最高气温35．7。C，最低气温一36．9。C。无霜期为135—150天，初霜一般

在九月中下旬，终霜在五月初，全年日照时数2，582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为497毫米，其中六、七、A-个月的降雨量为全年降水量的67％。

解放前，本县工业仅有酿酒、榨油，磨面3个行业及一些加工果品，

豆腐、粉条等小型作坊，均为私人开设，多分布在县城和韩旬，周家等几个

较大的村屯。解放后，工业发展很快，国营、集体、社办工业遍布城乡。

主要有亚麻、建材、农机，化肥、造纸、洗涤剂、制酒、乳品、制鞋、木

器、榨油、米面加工、食品加工等行业。主要产品有：电机、水泥，红

砖、合成洗涤剂、亚麻布、各种鞋类、白酒、乳粉等。所产花园酒列为地

方优质酒，所产婴儿奶粉畅销国内外。

本县属农业县，总耕地面积为2，956，227亩，除双城镇有部分耕地种

植蔬菜外，大部分耕地种植粮豆和经济作物。粮食作物有玉米、大豆、高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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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谷子、小麦、水稻及其它杂粮。经济作物有亚麻、甜菜、葵花子、花生

等。粮食平均亩产解放初期的1949年为156斤。以后随着集体化和机械化的

发展，产量不断上升，1978年、1979年连续两年亩产超过400厅，1979年总

产量达90，308万斤。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1977年

实现了一人一猪，上交商品猪突破10万头，马、牛，羊，兔、鹿、貂及各

种家禽的饲养也有所发展。

为了解决多风干旱问题，除了营造一些防风林带外，又从1976年起兴

建一条较大型的自流渠，定名为友谊渠，分布在县境拉林河下游右岸和拉

林河与松花江汇流的三角地带，可灌农田34万亩o

．全县农业机械化发展很快，现有大中型拖拉机1，232台，手扶拖拉机348

台，农机具基本配套，机耕面积为2，351，134亩，占全县集体耕地面积

(2，742，341亩)85，7％，非田闻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本县交通便利。京哈铁路干线沿东北、西南方向经县城穿过县境，哈

前圄防公路从县境东北、西南穿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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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本县只有初级中学3处，小学100多处。现

已发展到32所中学，在校学生38，361人；小学522所，在校学生98，740

人，幼儿班385个，就学幼儿14，145人。全县现有卫生机构427处，其中：

县医院2处，县保健站1处，县防疫站1处，各系统所属职工卫生院(所)

23处，『公社卫生院27处，大队办卫生室373处。有中医212人，西医2 5 4

人，护士171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1，102人，农村各大队都配有1—2名赤

脚医生。县城内有电影院2处，年放映2，510场次；影剧院1处，年放映、

演出837场次，社队放映队39个，年放映13，332场次。县城还建有人民体

育场、灯光兰球场各1处，开展各种类型的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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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镇 概况

双城镇在县境内略偏东南(北纬45。21 7，东经126。18 7)，东北接幸

福公社，东临联兴公社，南与朝阳、同心公社毗邻，西、西北部被乐群公

社环绕，总面积49．9平方公里。镇人民政府驻地：双城堡。

双城锣f人民政尉

本镇民国时期为一区，日伪时期为双城街，解放后1946午成立笫一区

人民政府，1949年改为城关区，1956年为双城镇，1958午为双城镇人民公

社，1980年改为双城镇人民政府。辖12个街道办事处，41个居民委员会，

12个大队，35个生产队，22，928户，99，365人，其中汉族92，327人，满族

6，645人，蒙古族31人，朝鲜族88人，回族271人，壮族2人，外籍1人，分

布在镇内和11个自然屯。全镇有3个派出所，分驻于进步大街、团结大

街、马路街。

双城镇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3．8。C，最

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一26．9。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为27．5。C，

年最高气温为35．7。C，最低气温为一36．9。C，全年无霜期135一150天，

初霜一般在九月中下旬，终霜在五月初，全午日照时数2，582tj、时。年平均

降水量为497毫米，其中六、七、八三个月降雨量约为全年降水量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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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镇辖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全镇有耕地46，279亩，其中：菜地为

17，300亩，占总耕地面积37．4％，以种植果莱、秋菜为主，尤以土豆、秋

白菜著称。粮食作物有玉米，大豆，谷子、高梁，小麦等。经济作物有亚

麻，甜菜、葵花子，大蒜等。解放初期，粮食亩产180斤左右，随着农业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农田水利的发展，产量逐步上升，1978年亩产517斤，

总产量达800万斤。

全镇现有拖拉机54混合台，农机具基本配套，机耕面积为40，374亩，

占集体耕地面积(43，995亩)91．8％，非田间作业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

化。

解放初期镇内仅有酿酒、磨面、油米加工、食品加工及一些小型作坊，

建国以来工业发展迅速，现在除县办国营，大集体企业外，城镇与街道办

事处兴办的企业有：电工专用、木器，纸箱、化工、五金，织带，彩印、服

装、纸制品、综合加工，石棉瓦，建材等项目，1980年总产值1，106万元。

本镇交通便利，京哈铁路由镇西北侧通过双城堡站，年客运量为2，882

千人，货运量为66万吨；哈前国防公路从镇中心通过，直达省外，双阿，

双拉公路可通阿城，五常，县内公路网以城镇为中心通往农村各地。．

双城镇历来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现在除省，地驻在的师范，农校、农

机校外，还有全日制中学8所，在校学生8，959人，小学22所，在校学生

11，646人，小学入学率达98％；幼儿班14个，入学幼Jl,537人。还有聋哑

学校1所，使全县盲，聋，哑儿童能有受教育的机会。镇内有广播站，文

化馆l’图书馆、电影院，影剧院、体育场、灯光球场等文化体育设施，各

生产大队有电影放映队，文化生活较为活跃。镇内有县办中，西医院各1

所，住院处1所，保健站、防疫站各1处，，镇办卫生院1处，下设4个门诊，

大队卫生室12个o ：， !
．

城镇建设正在有计划进行，四条大街于1980年重修铺设柏油路面，

街道两旁新式楼房正在一幢幢竖起，清代历史古迹承旭门1979年进行了整

修，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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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大街形成于1820

年(清嘉庆末年)，西起

十字街，东止承旭门。长

1，250米，宽16—21米，

柏油路面，沿街有县人民

银行、乳品厂，农机修造

厂等单位。

取城镇民主大街(东大街)

双城镇进步大街(北大街)

进步大街于1820年

(清嘉庆末年)左右形

成。南起十字街，北至永

治门，长1，120米，宽16—

19米，柏油路面，镇人民

政府设在此街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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