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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是地球上区别各种事物的

标志和记号。在社会生活中它是沟通人们联系、交往、工作、学习和科研活动的重要工

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调查，经济建设，城镇规划，人防建设，整个国土的整治

都和地名工作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不断发辰，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地名

的标准化显得更为重要。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在省统一布署下，按《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并根据国务院

《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于1980年11月间成立了县地名领导小组，

并从有关部门抽掉18名同志组成了地名普查办公室，在县地名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

展了工作。整个工作历经s建立组织，训练骨干，进行试点，实地普查，资料整理，

反复核对，成果验收等七个阶段，对全县所有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废除了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不相称的，污辱劳动人民的极端庸俗或含意不好的地名，改正了重名或

同音汉字的地名，做到了在地区内公社名称，县内大队名称，一个公社自然屯名称，

城镇街道，巷名称不重名，填写了卡、表与标图，编写了文字概况，履行了报批手续，

于1981年8月10日经省验收，并依照普查成果编辑出版了《望奎县地名录》。文内有关

人口数，系八二年人口普查数。 ．

本地名录共蔻集各类地名964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19条，驻地名称674条，人

工建筑物名称20条，重要企事业名称4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条，整理县和公社

(镇)概况18份，重要企事业概况5份，重要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概况3份，拍印

照片65张，编排新旧地名对照表一份，地名145条，在册后附有地名索引，绘印望奎县

地图及望奎镇平面图各一份。

本地名录的编辑出版，为我县法定标准化地名提供了依据。今后工作往来涉及地

名一律以本地名录为准。地名的更改是一项严肃的事，它涉及到省、地、中央标准化

地名集及地图的更改，因此，不经报批不得擅自更改或简化地名。

参加这次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的成员有付军、王金玉、李贵、姚祥山、谷显臣，张占

生、张绍先、张广福。

工作人员有李万辉，商朝荣、杨中礼、杨春文、王立岩、李英。
。

编辑人员有史光、关景生、杨志清、王文化。

我县标准地名录已经出版，在编辑过程中，省，绥化行署地名办的领导同志多次

给予指导，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

验，时间短促，工作水平有限，必然存在些问题，望使用单位提出宝贵意见，使之

不断完善o

望奎县地名办公室．

1 9 8 2年10月



望奎县概况。

望奎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呼兰河及其支流通肯河之间，三面濒河，东以克音河，诺敏河，南

呼兰河与绥化县相望，西部通肯河形成青望自然疆界，北与海伦县接壤。地理座标西起东经

||6。117，东至东经126。597，南起北纬43。327，北至北纬47。077。全县土地面积2，299平方公

一．人口478，793人，其中汉族445，079人，满族32，929人，蒙古族502人，回族198人，藏族1人，苗族

I。壮族1人，朝鲜族40人，瑶族4人，达斡尔族31人，锡伯族1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
为一个城镇，下设5个街道办事处，46个居民委；农村16个人民公社，196个生产大队，

个生产队，657个自然屯。 ．

。j《望奎新编县志》记载。望奎在周以前属肃慎战国貉地，汉时涔地，后汉、三国、魏时属夫

。晋时属冠莫汉国；后魏、北齐时属豆莫娄国；隋，唐时属秣羁黑水部；辽时为生女真部；金时

京会宁府’元时属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元斡赤斤分地，明时为奴尔干都司属地，清时为海伦

境，民国时属绥兰道管辖，1916年划出海伦县南部，设望奎设治局，1918年建县。因地势较

大五井子能看到卜奎(齐齐哈尔)故名望奎县。当时叫望奎县政府，伪满时三易其省；即黑

‘、滨江、北安省管辖，名为望奎县公署，1945年光复后改为望奎县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

芷后隶属黑龙江省，后叫望奎县人民委员会，1967年文化大革命改明望奎县革命委员会，

年又恢复为望奎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驻地：望奎镇南二道街路南。

本县地形属松嫩平原一部分，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部与东南部为略有起伏的漫岗丘陵，西部

j部为开阔平原，境内无山峰，’最高点位于县城东北帮东升公社的帽山屯，海拔240米，相对

j不大，全县平均海拔130米左右。

气候属寒温地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气温变化显著，气候特点t春季降水偏少，多风易

s，，夏季温热多雨，。秋季降温迅速多早霜，冬长严寒干燥。年平均气温为摄氏2．1度，最冷月

(一月)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21．9度(80年一月绝对最低气温一40．9℃)，最热月(七月)平均气

为摄氏22．2度，(80年6月最高气温38．3℃)，年降雨量为400一500毫米，6—8月降水量最

，占全年降水量的75％左右，春季最少，约占全年降水量的20％左右，无霜期年平均127天左

，有效积温在摄氏2500--2700度之间，适子农作物生长发育。主要灾害为，春旱、秋涝．早

．、风雹等，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
‘

流经本县的主要河流有t呼兰河，通肯河、克音河，诺敏河均为长年河，每年11月一4月为

i期，境内的头道乌龙沟，二道乌龙沟及一些河沟，分属上四条河流的支流，有的支流在干旱

坶水位显著下降，有枯水期成为间歇河，灌溉航运值价不大。

农业。县内地形平坦开阔，黑色土壤，土质肥沃，建国后农业有很大发展，已成为黑龙江省

重要农业区。全县总耕地面积2，133，227亩，占全县总面积的60％，粮食作物以玉米，谷子，小

麦、大豆、高粱为主，经济作物有甜菜、向日葵，亚麻、烤烟，大蒜，白瓜籽等。1980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为12，283万元，比1958年的6，221万元增长50．5％。198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7，742

万斤，比1958年增长107％，1980年粮食平均亩产346斤。

畜牧业以养猪，马、牛、羊为主，发展养鹿业，现有大牲畜37，304头，猪161，704头，羊

，85只，鹿60支。副业主要有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等，1980年全县副业总收入为4，164

。，占全县农业总收入的3％。渔业；全县可利用水面34，100亩，已利用28,000亩，已建鱼



种场一处，向人工养殖发展，除天然河泡盛产鲤鱼、鲫鱼外，人工养鱼点25个。林业生产也

～定发展，现有林地面积24万亩，复盖率为7％。

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卫生机构，全县共有医务人员749名。



望奎县人民政府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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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奎镇概况

望奎镇在县境内略偏西。地理座标东经1260297，北纬46。497。望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

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镇南是火箭公社，镇北是灵山，后三两公社，西面是先锋公

社，东面与东郊公社毗邻。总面积84，969亩。镇人民政府驻地；望奎镇东西正大街路北。

本镇在光绪23年时确定为兵确地，命名为正蓝旗大五并予。1918年立县后，划为比较大的

行政区叫拓望奎镇静，日伪时期为望奎街公所。1945年解放后，城内建立城区，城外为临城区，

1950年城内改为～区，城外N--区。1958年公社化时，两区合并改为双龙镇人民公社(双龙的来

历是因县城南北各有一条岛龙沟自东而西流经，故谓双龙)。1974年改为望奎镇。

望奎镇辖5个街道办事处，46个居民委，242个居民组，8个生产大队蓄45个生产队，20个

自然屯。人1=162，683人，其中汉族60，728人，满族1，730人，蒙古族27人，同族170人，朝鲜族15人，瑶

族4人，达斡尔族7人，锡伯族1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1人。 ．

镇内有9条东西街道，东西长2．6公里，4条南北胡同，南北长1．7公里，面积4．4平方公

里。全镇有4个公安派出所，分驻在东西正大街路南、路北、两端和中部。 ， ，

望奎镇地形东部略高西部略低，属开阔平坦的平原，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冬季平均气温零

下19．3℃，夏季平均气温20．6Y3，无霜期128天，年降雨量492．3毫米，属寒温地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
’

，。
·

， j

全镇有耕地54，471亩，林地4，soo]亩，菜地7，607亩，以种植果菜、秋菜为主，越冬秋白

菜产量著称，1979年蔬菜平均亩产5，020斤。粮食作物有玉米、大豆、谷子、小麦、高梁，经济

作物有葵花籽、大蒜等。1979年粮食亩产390斤。 ，

全镇现有拖拉机45混合台，农机具基本配套，田间作业大部使用机械，非田间作业基本实现了

机械化。 ，

镇办企业、街道办企业发展迅速，镇办砖厂、木器厂、电机修理厂，化工，刺绣厂等，共有

工人480名，年产值620，000元，利润30，000元。五个街道办事处共办企业18处，为社会创造

r财富，积累了资金，安置了待业青年和社会人员。

镇办中学1所，学生180人，大队小学5所，学生1，500人，教师151人，巡回放映队1个，

81年为距城较远的村屯放映80多场。

镇有卫生院一处，医务人员60名，设中西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骨科，X光

科，住院处有床位50张。街道、大队卫生所6处，医务人员60名。



望奎镇人民政府



望奎镇内主要大街及贸易市场

东西正大街

南北正大街，长1700米，宽12

米，油渣路面。沿街主要单位有无线

电厂，客运站，百花园饭店，付食品

商店，风华商场，五金交电商店，工

人俱乐部，影剧院．

东西』E大街，长2，600米，宽12

米，1971年铺装油渣路面。沿街主要

单位有银行、税务、邮电。一，二、

三百货商店，建材商店，新华书店，

县翩酒厂、县木器厂、人民医院。

集市贸易市场

南北正大街

7



÷望。奎镇街巷名称

下属街道办事处及其驻地名称



卡片号类别标准名称

l 县 望奎县

2 镇 望奎镇

3 县城 望奎

4 街道办事处 一街办事处

5 街道办事处二街办事处

6 街道办事处三街办事处

7 街道办事处四街办事处

8 街道办事处五街办事处

9 街道 南北正大街

10 街道 c东西正大街■。

11 街道一一南二道街、一

12 街道 南三道街

13 街道 南四道街

14 街道 南五道街

15 街道 北二道街

16 街道 北三道街

17 街道 北四道街

18 街道 北五道街

19 巷 解放门胡同

20 巷 锦和盛胡同

21 巷 金家胡同

22 巷 住院处胡同

汉语拼音 备 注

WAngKui XiAn 驻地I望奎

WangK ufzhen 驻地l望奎

WAngKui 望奎县人民政府、望奎镇驻地

1一Jiebanshichd 驻地l西南三道街路南

2--Jiebanshich ll 驻地；东南二道街路北

3一Jiebansh ichft 驻地。北三道街路北

4--Jiebanshichfl ，驻地l西北四道街路北

5一Jiebanshicha ．驻地s西南二道街路北

Nanb6i Zh色nodajie 南门至北门

Dofigxi。，Zhengda，ie?。’东门至西门=’

N毛d 12二D’A6j怒、、‘“。“东西正大街南第一条街道

Nan 3一Daojie 东西正大街南第二条街道

Nan 4一Daojie 东西正大街南第三条街道

Nan 5一DAoj沁 东西正大街南第四条街道

B邑i 2一Daojie 东西正大街北第一条街道

Bei 3一DAojie 东西正大街北第二条街道

Bei 4～Daojie 东西正大街北第三条街道

B爸i 5一Daojie 东西正大街北第四条街道

Jiefangmen HtttOng 南北正大街东第二条街巷

JInheshen0 HiatOng 南北正大街东第一条街巷

Jinjia HfltOn9 南北正大街西第一条街巷

Zhny uanchn HfltOng 南北正大街西第二条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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