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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哈尔滨市地名录》是根据地名普查资料编辑而成的。。

一九八。年十二月，哈尔滨市根据《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

定》，在建立地名普查组织机构之后，采取专业队伍和发动群众相

结合的方法，经过试点、实地普查、整理资料、标准化处理、检查

验收等步骤，历时将近三年，完成了全市地名普查工作任务，取得

了卡、表、图、文四项普查成果。全市地名达到了标准化和规范化

的要求。

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和省的统一部署，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决定

编辑出版《哈尔滨市地名录》。

《哈尔滨市地名录》的编汇体例，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划为单

位，分为四大类，即： (一)行政区划、街巷、．自然村； (二)具

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三)名胜古迹、纪念地和人工建筑物，

(四)自然地理实体。共收录现行地名三千零九十一条，其中包括

各级行政区划名称三百一十二条；街、巷，里名称二千二百五十七

条；自然村屯名称四百二十九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和独

立存在的并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名称三十二条；古迹、纪念地

和游览地名称二十三条；大型人工建筑物和其它名称三十一条；自

然地理实体名称七条。其中分别插入市，区两级行政区地名图(不



作划界依据)八幅，各种照片一百一十张。篇末附录《哈尔滨市街巷

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音节索引》、奴哈尔滨市街巷名称首字笔画索引》、

《哈尔滨市街巷标准名称与曾用名称对照表》等。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标志和代号。地名在长期发展和演变中，不

仅反映了本区域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的特点，而且也体现了不

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所以，地名标准化，对

军事、外交，贸易、民政、交通、邮电、测绘、新闻、出版、文教、科研

和人民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哈尔滨的地名变革情况，见于史料记

载者甚少，且又流散于各方，至今无一较完整的地名专辑。《哈尔

滨市地名录》的出版，为各方面使用和研究地名，提供了标准地名

资料。

： 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审定的全市标准地名，具有法定性质，

任何单位、部门不得任意改动。现行之地名，与其不一致者，即应

改正。今后，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并

办理审批手续。

在这次地名普查工作中，对有些虽属重要，但不属于独立的、

具有地名意义的单位和人工建筑物，未予普查，本书亦未收入。

这本地名录所用数字，凡未写明年度者，均以一九八二年末地

名普查时所取数字为时限。市、区，公社人口数字，是根据一九八

二年哈尔滨市第三次人1：I普查统计资料改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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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
H A R B I N S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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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概况

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省会，是我国东北北部的经济中心和交通

枢纽，也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由于她的地理位置和重要作用，被

誉为“天鹅项下的一颗珍珠”。

自然地理 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花江中游。东经1 26。40 7，

北纬45。427。海拔高度(大连海平面)一百七十点一米。东临阿城、

宾县，西连肇东，南与双城、北与呼兰毗邻。全市总面积一千六百

三十七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一百五十六点一平方公里。

地处东北凹陷地带，呈南高北低地势，为松花江流域冲积形成。

区域内多是平原，少量丘陵，土质多为深层黑钙油砂土，适宜种植

小麦、大豆、玉米、高梁、谷子和蔬菜等多种农作物。属亚寒带大

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3．5。C，最冷月(一月)气温一38．1。C，最

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2．7。C。年平均降水量五百六十七毫米·

雨季集中七八月份。无霜期一百四十天左右。

松花江、运粮河、阿什河、马家沟、何家沟、信义沟流经境内。

人口 民族 人口二百五十四万二千八百三十二人，其中城市

人口二百一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总户数六十万零六千六百零

四户。共有三十一个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满、朝鲜，回、蒙古，

壮等民族十万零八千八百七十四人。

历史沿革 据对顾乡屯一带，以及荒山、半拉城子、四方台等

地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哈尔滨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清光绪二年(公元---／＼七六年)，现今的市界范围内，已有村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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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六座。
一

+'

--／＼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沙俄胁迫清政府签定搿中俄密

约”，攫取了在我吉、黑两省修筑铁路的权利。--A．九八年经沙俄

勘测线路后，以哈尔滨为基地，开始修筑中东铁路，清政府根据沙

俄要求，将哈尔滨开辟为商埠。一九。三年市区基本成形。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哈尔滨处于分割局面：现在的道外

区当时是吉林省辖的滨江县，江北一带是黑龙江省辖的松浦市，现

在的市中心区则属于东省特别区管辖。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建立特别

市。一九三二年日寇占领哈尔滨，建立日伪政权。抗日战争胜利

后，国民党曾一度接管哈尔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东北民

主联军解放哈尔滨，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成为我党我军最早解

放的一个大城市；同年十一月建立特别市，归东北行政委员会管

辖。一九四九年改特别市为松江省辖市。一九五三年改为中央直辖

‘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代管。一九五四年松江、黑龙江两省合并，

改为黑龙江省辖市至今。

哈尔滨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近百年来，哈尔滨人民为反抗封

建压迫、军阀统治和俄、日侵略者的奴役，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

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党领导革命活

动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哈尔滨又成为党领导北满抗日活动

的中心。在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哈尔滨都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q

行政区划 全市划分为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太平区、动

力区，香坊区，平房区等七个行政区。各区派出的街道办事处九十

一个。市郊有二十二个人民公社，分属各区管辖。

名称由来 哈尔滨的名称，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传说。今据有
· 10 ，



的学者考证，哈尔滨最晚从北魏年代起，是勿吉族安车骨部的聚居

地。宋代是生女真各部族的政治中心，曾建有许多城堡或村落。哈

尔滨一词是女真族语“阿勒锦”的音转。含名誉、荣誉等意思。

工业生产 解放前，主要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油酒米面加工

工业及少量的机械修理工业，～大型企业仅有哈尔滨铁路工厂、卷烟

厂等；7解放后，国家把哈尔滨歹寸为重点建设城市，工业生产得到突

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以机电工业为主体，以食品，化工、轻纺和

建材工业为重点，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的工业布局。全市共

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二千五百四十三个，比一九四九年增

长四十七倍。工业总产值五十九亿六千二百万元。职工人数六十九

万五千人，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倍。固定资产原值六十一亿一百万

元，比一九五二年增长十三点三倍。著名的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

厂，被誉为“动力之乡”，是全国主要动力工业的摇篮，先后为新

安江、--N峡、刘家峡等大型水力、火力发电站提供了成套的发电

设备。累计生产发电设备的综合容量，占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三分

之一。轴承，量具刃具、重型机械、仪器仪表、铝材、电影机，电

力电缆、电碳制品、绝缘材料等重工业产品，畅销全国；毛纺和亚

麻织品、卷烟、糖、酒等轻工业产品，在全省、全国也占有一定地

位，有些产品远销国外。

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水运、空运都比较发达。京一哈、
滨一北、滨一洲、拉一滨、滨一绥五条铁路干线交汇于哈尔
滨。哈尔滨车站是全国铁路干线集结最多的枢纽之一。美丽的松花江

贯穿市区。哈尔滨港是东北内河最大港口，客货轮上溯吉林省大安，

下行佳木斯、富锦等地。哈尔滨机场是全国八大民航机场之一，有

飞往长春，沈阳，jk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班机和省内黑河、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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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依兰，海拉尔等四条航线。公路四通八达，联结邻近各地交通

线。

郊区农业 以种植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全市农

业总产值两亿多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六点三倍。耕地面积九十八

万亩，其中蔬菜播种面积三十四万亩。蔬菜总产量九亿五千万斤，

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九点四倍。农业水利设施有万家、新仁、万宝、

松浦、新香坊、石槽、前进等七个大型灌区；农用机电井一千七百

多眼。农业机械总动力二十七万马力，机耕面积占百分之六十一点

六。国营农、林、牧、渔场二十一个。社队企业七百二十三个，工

副业年产值七千三百多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五十八倍。

市政建设 哈尔滨市是一座风光幽美．．景色秀丽的城市，以其

独特的建筑风格驰名中外。建国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全市

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八十五亿元，新增固定资产六十四亿

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达百分之七十五点三，新建房屋竣工面积

二千二百九十二万平方米，是解放前全市原有房屋面积的三点五

倍，等于又新建了两个半哈尔滨。市政设施逐步完善，市容面貌不

断改观。为防止松花江泛滥，筑成百里长堤，保证了城市安全。为

纪念一九五七年抗御特大洪水而兴建的防洪纪念塔，屹立于中央大

街北端松花江畔，成为哈尔滨的城徽。城市街巷二千二百五十七

条，道路总长度为七百一十一公里，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一百九十五

公里，高级路面增加了三点八倍；排水状况大有改善，机械排水能

力增加四倍；自来水日生产能力达到三十一万吨，增加十四点五

倍；煤制气生产能力增加四倍；公共电汽车由六十六辆增加到七百

五十八辆；修建地下工程八十一万平方米，初步形成了人防工程体

系；城市绿化面秽二千八百二十六公顷，有兆麟公园、儿童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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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等十二个公园；与市区隔水相对的太阳岛风景区，驰名中

外，并正在进一步开发建设。

商业服务解放前，哈尔滨的经济以商业贸易为主，是东北北

部物资集散地，一度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城市。现今商业繁荣，服务网

点星罗棋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二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

十二倍。全市有商业，饮食、服务网点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六个，平

均每万人有商业服务网点五十四个。其中有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

秋林公司，同记商场等大型商店，以及国际旅行社，国际饭

店，北方大厦、天鹅饭店，友谊宫、哈尔滨宾馆等著名的接待部

门。

教育事业 高等学校由一九四九年的六所，发展到十八所，其

中有全国重点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省重点

院校黑龙江大学，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师范大

学。中等专业学校三十六所。技工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二百零

九所。职业中学(包括农业中学)三十五所。小学四百四十一所。

适令儿童入学率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七，增加到百分之九

十七点八。

科学技术全市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一百九十所，科技人员一万

二千人。一些领域均研究水平，在全国居于先列。近几年来，实现

重大科技成果二百一十三项，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十六项，

达到国家先进水平的八十二项。 ，

文化事业建国初期，全市仅有电影院十三个，职工俱乐部五

个，专业剧团三个。现在已有电影院十八个，职工俱乐部一百七

十一个，专业剧团十三个。文艺创作比较活跃，涌现一批优秀剧目

及作品。五十年代的评剧《白蛇传》，六十年代的话剧《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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