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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在地球上区别各种地物的标志和记号，是沟通人们的联系、工作、学习、科学活

动等的重要工具。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为使地名工作更好

地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方便各单位工作中使用，并增补我县地名史料，特编纂

了《龙江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是我县自建国以来第一部较系统和完整的全县地名实录资料，它是在地名普查

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79)305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名工

作会议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于1980年10月开展工作，先后召开了全县地名工作会

议和地名普查发达试点会议。通过开座谈会，走访调查和查阅历史资料等大量地实地普查及

内业整理资料工作，在弄清了各种地名的现状，来历、含义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填写了地

名卡片共6，612张，地名普查成果表共339张，编写了县、镇、公社、场等概况文字材料共464

份；标绘了地形图中的地名】，653条，绘制了龙江镇市街图等。同时，按着省订关规定，提

出了我县地名标准化处理意见，更改了文革期间改乱和含义明显不妥的地名共28条，并履行

了报批手续。做到了地区内公社名称，县内生产大队名称、公社内自然村屯名称不重名。上

述成果经县，地、省逐级验收合格，分别报送了省和嫩江地区地名办公室。并在我县建立了

一套详细的地名档案。依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我们做了进一步整理加工和若干补充工作，

至今年五月止，编辑成了本册地名录。先后共历时1年零8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地名普查工作。

本册地名录，是由全县概述、行政区划和自然村、农林枚场、企事业单位、重要人工建

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及附录7个部份组成。共收录了各类地名1，653条。其中：行政名称357条；

自然村名称1，031条l农林牧场名称54条；农牧点名称67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68条；重要人

工建筑物及纪念地名称51条；古迹(遗址)名称1条，企事业单位名称24条。县、镇和公社

简介24份l农林牧场，重要人工建筑物、纪念地、自然地理实体简介共19份。附照片65幅。

为了方便查阅地名，编了全县地名索引和公社(镇)、生产大队、自然村、农林牧场等新1只地

名对照表。本地名录中的人口数据，采用了我县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普奄成果，即截

止于1982年7月1日零时。其它行政区划资料截止予1981年底。

经过地名普查编辑的《龙江县地名录》，是我县地方史料的一个组成部份，是法定的地

名标准化资料。它的出版，结束了我县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地名的混乱现象，将对全县人民

的生产生活发挥其应有作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使用地名，均应以本地名录地名为准。因

事业发展和其它原因，需要命名和更名时，要严格按着国务院(1979)305号文f，}二规定，认

真办理好上报审批手续。

本地名录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原因及含义等未能编入，如工作需

要，可查阅地名档案。由于编写时间仓促， 加上缺乏经验， 本地名录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1)



用巾提出宝贵意见，使其不断充实和完善，真正成为我们工作，学>-j及各

力工具。

工作巾，曾得到了省和嫩江地区地名办公室领导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县各有

。一些专业干部、退休老同志以及县直机关许多同志对编写工作都提m了

表示感谢。对参加这次地名普查工作多F做出贡献和为这次普查提供了各

志，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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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部 份

全 县 概



’第一部份全县概述 龙江县简介

龙江县简介。

地理位置。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北纬46。43’一一47 040’，东经122024’一一123。37’)，隶

属嫩江行署。东邻齐齐哈尔市和泰来县，西和西北及南部均与内蒙古布特啥旗、扎赉特旗接壤，

北至甘南县和齐齐哈尔市华安区。县境南北长，东西略窄，东北角与西北角稍有突出，略呈牛心

状。南北最长103．6公里，东西最宽89．6公里，总面积5，924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龙江镇。

人口及民族。全县总人口556，186人，男285，818人，女270，338人。有汉族、满族，达

斡尔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瑶族、侗族，壮族、苗族、锡伯族，俄罗斯族、赫哲族、

鄂温克族共14个民族。全县农业人口480，000人，占总人口的86％。辖1镇，22个农村公社(包

括景星自然镇)，11个街道办事处，60个居民委，327个生产大队，1，961个生产队，13个圄}}农

林牧场，共1，031个自然屯。+

建制沿革。龙江县远在唐虞三代时，为肃慎族(今之满族)的居住地。用属肃慎部，秦属

涉貊部，汉属扶余部，晋属冠漫汉国，隋、唐属秣褐黑水部，五代属生女真部，宋，辽、

夏，金前期属契丹，后期属金国。元属斡赤斤，明为奴儿干都司“朵颅卫"，清初属索伦o‘

龙江，于1905年(清光绪31年)在齐齐哈尔设治，称黑水厅。1909年(清宣统元年)升厅

为府，称龙江府。1913年(民国2年)以黑龙江之首县而改为龙江县；景星，于1906年设

大赉厅经历，始建景星镇。1912年设景星镇警察事务局，1913年改设景星设治局，1929年升

为景星县。龙景两县均于1945年解放。1946年在富拉尔基重建龙江县；在昂昂溪建立了龙东

县。1948年龙江县与龙东县合并为龙江县。县人民政府设于富拉尔基。1954年9月，龙江

县行政区域作了较大地调整，将富拉尔基，昂昂溪镇和61个村划归齐齐哈尔市，大兴等13个

村划归泰来县，九河村划归杜尔伯特旗。1955年9月龙征县人民政府从富拉尔基迁奎朱家坎

镇(今之龙江镇)，1956年3月景星县与龙江县合并，仍称龙江县，县人民政府设于龙江

镇。1958年将碾子山镇(今之华安区)划归嫩江地区直接领导．1962年划给齐齐哈尔市。至

此，形成了龙江县穿插在齐齐啥尔市郊区之间的现状。

自然及气候。本县地处大兴安岭与嫩江平原过渡地带，地势较复杂。全县大体可分为半

山区，丘陵区、平原区三大类型。两北部是大兴安岭东坡余脉，山地绵延起伏。东南部接近

嫩江，多为河流下游，是较为开阔的平原地。中部为起伏不平的丘陵地。西部多高山并生长

柞树，天然次生林面积共26万亩。最高的朝阳山座落在龙兴公社西南，海拔606米：山地占

全县总面积的25％，平原占44％，丘陵占31％。本县水利资源较丰富，主要有：嫩江，雅鲁

河，济沁河、绰尔河、罕达罕河、’乌尔根河、．库堤河、麒麟河、库勒河和龙江湖、大瓮泉、

小瓮泉、红燕泡子及哈拉海草原中的泊河。此外，还有大小泡沼121个，泉眼285个，山溪水

沟123个。土质主要分为暗棕壤，栗钙土，黑钙土、草甸土、砂土、冲积土，石质土、盐土、

碱士、沼泽±，泥碳土、水稻土12种。土层较厚，肥力较高，对发展农林牧业生产较为有利。

龙江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春旱、夏热、秋凉霜偏早，冬长寒冷。受内蒙古内陆气压的影

响，舂、秋、冬三季风向多为西北风，年平均风速2到3级，最大风速9级(出现在1958年)。

最冷J J(一月)， 平均气温m18．7℃，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22．6℃；年降水量410—470毫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份全县概述 龙江县简介

，米。初霜在九月中旬，终霜在五月上旬，无霜期120一135天。年≥10 6C积温为2，500。C一

2，750℃。有大风和偶尔发生局部冰雹、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同时西北部山口有早霜威胁。

龙江县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多分布在西部半山区和中部丘陵区。现已查明的有：石灰

石、石英石、白粘t、膨润土、铁、铜，石墨、煤，砂石和磷结核矿、硫化铁矿、金矿及放射

性矿等14种以上。其中石灰石、自粘土，砂石储量为最大，在5，000万吨至1亿吨左右。在南

邦和西部地区还出产灵仙、透骨草，甘草、龙胆草、桔梗、黄芪、苍术、防风、赤芍、矧

母、黄芩、远志、白鲜皮、柴胡等百余种药材，并有狐狸、貉、狍子，獾子、狼、麝鼠，山

兔、鹧，飞龙，野鸭子，野鸡，沙半鸡、铁雀等野生动物。 ，

工业生产。结构以轻工业和手工业及建材生产为主。全县共有厂矿企业644个。其中l

中央和省属的2个，县属的59个，社办工业145个，队办420个，镇街办18个。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26，136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341万元。主要地方工业有：冶金、机械、轻工、纺

织，食品、修配，建材、化工等。其中县电器厂生产的龙江牌50瓦民用吹风机，是黑龙江省

优质产品，畅销国内12个省、市，自治区。该厂198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18，000元。已被列

入了全国工商企业名录。县丝纺厂生产的柞蚕丝，被评为全省优质产品，远销日本，年最高出

L7柞蚕丝12吨。在社办工业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地下资源，兴建了许多的砂石场、水泥

厂，砖厂、白土场。开采出的河流石、块石、白粘士及生产的石灰，砖、瓦等，畅销省内

各地，巳成为全省建材生产基地。同时，还办起了抽纱机绣、编织等厂(场)。全县种，养

业发展较快，其中蚕茧年总产达7，919担。年生产大小笤帚300一600万把，畅销全国。1981

年蚕茧和大、小笤帚产量均列全省第一位。龙江镇柳编厂生产的柳条筐，工艺精巧，远销美

国、日本、英国、意大利、西德、加拿大等14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值达15万元。电力已成

为全县工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同时也被广泛用于农田灌溉等农业生产。县内设有龙江、景

星、五四、济沁河、东华、罕头、黑岗、鲁河8个变电所，从国家电网开口分送给全县使

用。全县馈电和用户线路总长5，753公里。1981年在对宝公社建成了对宝水电站，总装机容

鬣1，600匪，年发电量4百万度。至此，在我县揭开了雅鲁河水力发电的历史。

新能源一一沼气，1975年在我县开始试办。全县现有13个公社25个生产大队建成了1，230

个沼气池。其中有5个生产大队22个生产队的百分之七十的农户普及了沼气。在我县年使用

沼气4—6个月，目前书要用于点灯、做饭等生活方面。1979年省电视台为我县啥拉海公社

要武火队(现连家岗大队)、东里大队拍摄了办沼气新闻纪录影片，推动了我县沼气事业的发

展。

农业基本建设。全县共兴建巾，小型水库8座，泵站18处。打电机井7，129眼，灌溉农田

45万}；『。在雅鲁河、罕返罕河两岸和绰尔河左岸修筑了防洪堤共5条，总长达172公里。全县

基本治理内涝面移J26万fif，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0万亩。引雅鲁河水，建成了九龙、马场、雅

嫩三个大型灌区，利t植水田7万亩(其中包括齐齐哈尔市华安区1万亩)。全县造林保有面

积48万亩。积极推广了农业机械，全县现有农用汽车30台，拖拉机1，148台，其中胶轮706台，

链轨442台。小型手扶拖拉机200台，大型机引农具1，900多台。1981年全县机播面积259，990

亩，中耕面积l，228，249矗f，伏秋翻地面积396，481亩。非田间作业基本实现了机械比。广砭开展

了农作物优良品种的选育和进行牲畜改良、草原更新建设等项工作。县建立了国营农林牧渔

场13个，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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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全县概述 龙江县简介

农业生产。全县总耕地面积280余万亩，其中水田7万多亩。属杂粮区，主产玉米。全县

玉米播种面积为100多万亩，占40％．平均亩产270斤。此外，种植的作物还有谷子、高梁．

小麦、水稀、大豆、糜子、甜菜、葵花、黑瓜等。全县年粮食总产5亿斤左右。1981年国家

收购黑瓜籽1，932吨，成为全国最高特产县。

龙江是个半农半牧县，同时又是我省东北细毛羊的育种基地县和全国40个商品牛基地县

之一。全县现有草原200万亩。草的种类主要有：羊草、小叶樟、三棱草、轨辙草、蒲草和芦

苇等。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羊，牛、猪、马、鹿，驴、骡等。以饲养东北细毛羊在全省闻名。

1981年养羊33万多只，收购羊毛141万斤，均列全省第一位。自1970年以来，为图家提供种

羊2万只，远销内蒙、吉林，辽宁、山东、青海等地。国营靠山种羊场利用血液杂交培育

的优质细毛羊，提高了羊毛的质量和绵羊的产毛量。进一步推动了养羊事业的发展。黄牛

生产，近几年已着手开展了黄牛改良工作。年外贸出口黄牛1，000头左右，出口值达48万元。

养鹿是龙江县一项新兴的牧业。县东山养鹿场、靠山种羊场，龙江畜牧场和部份社队均已开

始饲养，品种有梅花鹿和马鹿两种。

渔业生产。以人工养殖为主。自1981年10月以来，积极兴建了养鱼池，至1982年5月统计，全

县现有养鱼水面218处，66，801亩，放养鱼种378万尾。其中有13个公社和4个生产大队兴建了

鱼种池和越冬池共20处，面积2，570亩。为今后全县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交通运输业。滨洲铁路横穿县境，设有龙江、白山乡、黑岗、老道、鲁河5个火车站。

主要公路有齐乌，龙景，龙甘，龙富、龙碾、富景、龙青等县社级公路40余条。全县共有桥

梁112座。其中气势宏伟的龙景大桥，座落在雅鲁河中游，对宝公社北部，是本县城乡往来

的最大公路桥。社间均有公共汽车相通，全县已形成了以龙江镇为中心的交通网。

商业服务行业。全县财贸系统现有职工7，520名，城乡商业网点560多处?龙江，景星两镇

有百货商店12家，饭店53家，烟酒食杂商店67Jd：，车旅店13家。国营、集体，个体售货亭、

摊床、流动售货车200多处。经商的个体户227户。农村有22个供销社，174个供销部，59个代销

点。镇内有8个公司，1个贸易货栈， 农贸市场年平均成交额在350多万元。尤其是1980年

以来，新建的近200个各类型集体企业星罗棋布，现在龙江镇内每600口人，就有一个商业网

点。出现了购，销两旺，一片兴旺发达景象。

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后，扩大和充实了教师队伍，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广泛开展了职工

和农民的业余教育，为国家高等院校和祖国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材。1981年考入

大专院校117人，录取名额连续五年保持了全区首位。全县现有技工学校1所，农村建没学

校1所，职业学校7所，中学31所，小学604所(其中包括下伸点小学271处)；共有教师

6，400人，学生126，000人。本县还设有中央广播电视火学辅导站和克山萌芽学校龙江分校。县

主要文艺单位有：文化馆，电影公司、图书馆、新华书店、评剧团、杂技团、艺术剧团等。文化

专业队伍已达220多人。全县共有电影院和简易影院16处，电影放映队116个，放映员261人。

有20个公社(镇)设立了电影管理站，17个公社(镇)建立了社办公助的文化站。社镇文化中

心建设正在稳步发展。县有广播中心，社镇设广播站共23座，县至公社广播专用线320公里，

基本形成了城乡广播网。自1970年县建立电视差转台以来，仅龙江、景星两镇已有各类电视

接收机1，100台，群众文化日益繁荣。

卫生事业。解放以来，加强了卫生事业队伍的建设，在党的“预防为j：’’的方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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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l_————●--—______-_-I●—————。_—●_———————-——__-●-_————一一

————-二矗—畦睡r瞳疰，玉垄篁型当地人民危害极大的1_々染病。社、镇级以f：的行政啦似均建立了
jIl，I-．院，m J。人J一、泞遍缱r；J_J．：LITr。垒蛙现柯卫生院26所。典lfI：士÷蜀；台醛I：,：d2,6j?280张J耳三

位、In医院1所、{_flilUI-院2所，公祉卫生院21所。一I!生技术人员815人，3U11：巾医155

人，西医660人j哦q!i85人，医生176人，护j：t32人。自实行农村台作医疗W来，保证了忠

者的及时就医，提高_r人民的踺康水平。

历史文物，在术址与内蒙古布特喻旗交界处有垒代大将“婆卢火”监造的“东北路界壕边

慢”(崭诈边螳)窍坦，l：ii：92．3公m。界壕内删有“”t电}¨戎·j之J订的阴l蕾，’一筻遗且l：，现均称

小坡f。分Y1 Jl怛落●：{：l：济沁j』女i1：：I'：IIs；勾凡队雨I尼必j：什。桀H‘I-大i√、垃内。这。弋l’i述，将力研

究我国盒代i：『j c卫文{匕．挺似；宴物资料。为缅怀*命先烈的jI|二辉牡绩，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荣

的革命传统，#，删n；龙兴，景星、广厚，东华、七裸树、哈扎海6个公社，建立革命烈士墓

G处，nfil尤必公粗：的“三烈士纪念碑”和“七棵树烈士墓”均建有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碑

上女I仃烈士生予简介和英雄事迹，激动着金县人民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图为龙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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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驻地： 苎鋈篱



第二部份行政区划，自然村 龙江镇

龙江镇简介

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地区西部，是龙江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与自山、黑岗、台山，对宝4

个公社为邻。总面积57’F方公里。人I 166，3t9人。其r”回族734人、满族789人，蒙古族55人，

朝鲜族345人、达斡尔族83人，苗族1人、侗族3人、赫哲旅4人、鄂温克族6人，汉族64，299

人。辖7个街，56个委，9个生产火队，39个生产队，12个自然屯。镇人民政府驻地：二道街。

镇内有5条笔直的马路嗣I对称的lO道大街。J}有滨洲铁路擞穿填巾部，还有寓碾、尤甘，龙

射、龙扎、龙肯、龙文，龙r‘等公路穿过，把全县_}f：队连征一起，成为龙江县政治、经济、

文化的III心

和交通枢纽。

本镇原称

朱家坎。1899

年前后，山一

位娃朱的修筑

巾东铁路的老

工人汀立掉以

镇东部有一道

土岗(现称东

岗)而得名朱

家坎。1946年

建立朱家坎区

公所，1947年改为朱家坎区政府(又称三区)，1952年改设朱家坎镇。1955年9月龙江县人

民委员会由富拉尔鲢迁入本镇。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时，按县名改为龙江镇公祉。1980年改

为龙江镇人民政府。

本镇地处丘陵区，属大陆季风性气侯，无霜期125—135天，年降水量450毫米左右。地势

西北略高，尔南较低洼。雅鲁河及拭支流湾沟河流经本筑西部，出产砂石和白粘土。

术镇的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县属主要工厂有：县钢铁厂，水泥厂．农机

■，制瓦厂、制砖厂，丝纺厂、乳6^J一，电机厂、化工厂、机床厂，制酒厂，电器厂，橡胶

厂等。从1980年开始筹建的啤酒厂和毛纺广，是规模较大的地方轻工工厂， 目前正在建

设I|1。镇办企业现有：庆华钢厂、自祜土场、柳编厂、修配厂，被服厂，抽纱机绣厂等15个

厂。其中抽纱机绣厂和柳编厂生产的绣花鞋和柳条筐，产品工艺精巧，远销美国，日本，意

大利等14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值共27万多元。镇办企业年产值200万元。

农牧业生产。本镇郊区地势较平，土质肥沃。现有耕地2'0．000宙，以种植蔬菜为主。蔬

菜年均产饿985万斤，除了满足本镇市民供应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外销。同对．还种植玉米，

谷子、小麦，甜菜等作物。并饲养猪6，906头，羊1，255只，牛321头，马580匹。

农业基本建设。共打机电井132限，灌农田8，211亩。1969年在镇北部建成了北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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