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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红军路

该路于一九四。年形成，一九四九年为纪念苏军烈士命名为红军街，一九八一年经

市政府批准更名为红军路。东起红军二道街(矿务局幼儿园门前)，西止团结桥(国铁道

口)，路长一千米，宽十五米，为柏油路面，安有路灯。路侧驻有鹅岗日报社，市粮食局、

向阳区，商业局，计量处．鹤岗市支行、防疫站．矿务局运输处，煤建处，红军小学、

矿务局影剧场．邮电局，群众艺术馆．新华书店、市一百货商店、一副食品商店、蔬菜

商店、鹤岗饭店等．是向阳区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全市繁华街道之一。



图为育才路

该路于一九五四年形成，一九五八年由市城建局命名为工厂路。一九八一年经市

政府批准更名为育才路·该路北起中心站，南至火炬广场，全长1480米，路宽14米，路

侧驻有市人民医院郊区机关大楼，电业局，水利局、房产局、城市建设局，工农区文

化路街道办事处，市十七中学．育民小学等单位，是工农地区的主要街道。



图为鹤岗站

鹤岗站隶属佳木斯铁路分局，--JL：六年鹤岗铁道建成时开站，一九七八年迁建于

现址．站址位于市区中部，南接佳鹤线，北接鹤北线，为一等客货编组站，距莲江口52

公里，站内共有十六条线路，货场15500平方米，日客流量2639人，是鹩岗地区最大的火车

站。



图为煤海公园

煤海公园原为北山荒．一九五六年辟为西山公园， ●九五八年以百里塌田而得称，

现占地面积为九公顷，园内分为动物．花卉，山林、儿童游览区，是我市城区的主要游

览风景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图为松鹤公园

松鹤公园位于西部十三公里笃斯沟，一九AO年修建笃斯沟风景区。一九八一年八

月一日正式开放。总面积为二平方公里，中部为岛山湖，水面零点六平方公里。是我市

i-要山水风景区。有专程客车供人们前往游览。



图为胜利桥

此桥建于一九七六年，经当时市委书记彭诚同志命名为胜利桥。西连解放路，东接

团结桥，西边有引堤上桥，跨越铁路线五股，全长43米(其中主孔长26．8米)，桥面宽

17米。桥粱采用予应力钢筋混凝土结构，浇注木桩基础，设计载重汽十五一挂干J八。全
部投资一百三十万元，是连接鹤岗市东西交通的要道。



图为梧桐河

属松花江一级支流。原名鸟屯，乌尔河。梧桐系满语，译为“槽”，河床陡峭水深

之意：源出邵家店北沟，沿鹤岗市．萝北县边界自北而南，流径东方红．团结公社，至

鹤立河口入汤原县境．折东南注入松花江。全长一百二十公里。流域面积四千一百七十

一平方公里，年径流量为十二点一亿立方米。主要支流有小悟桐、西梧桐．老梧桐河，

嘎拉基河、细鳞河、大石头河，伏尔基河，鹤立河等。是我市第一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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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工作是搞好政权建设，加强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事、新闻、民政、

交通、邮电、文教、城市建设等工作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不仅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根据省统一部署，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从一九

八一年五月三口开始，到一九八j二年二月三十日止，历经九个月的时间，对全市六个市辖

区、五个公社以及园营农、林、牧场和市、矿所属农副场、重要人工建筑物、自然实体名称

进行了调查核实。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关予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即

考虑到反映我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反映这些地方历史形成和地理特征，又考虑到人们的习惯

叫法，本着好找好记，方便群众的精神，对所普查的各类地名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处理。

经市政府批准，对其中二十七个街道办事处、三百八十二条街道、三个生产大队、三十一个

自然村t乜、一个林场进行了命名、更名，做到了在全市范围内各级行政区划，自然村屯，城

市街道、企事业单位、重要人工建筑物，自然实体名称正音、正字、不重名。并完成了图、

表、卡、文四项普查成果。为便于各单位使用，特编辑本册地名录。

．市政府对地名工卅；彳艮重视，普查之前，成立了市地名领导小组。副市长索长友、邢广

居、王德同志证领导小组组长。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史序、市政府办公室尉主任侯涛、市建委

主任高庆、副主任王庆元、市人武部副部长吴宝宪，外事办副主任李晓、民政局副局长李永

德，城建局局长李梦臣、矿务局副总工程师张继祥等同志任副组长，城建局副局长徐文通，

档案局局长李纬英、林业局局长王宪林、鹤岗日报社总编魏廷普、广播事业局局长程龙泉、

交通局局长肖在义、教育局副局长张彩、新华农场副场长崔国林等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下设

市地名办公室，李永德、徐文通任办公室主任，并从民政，农业、林业、城建局等有关部门

抽调张玉普，张荣昌、杜云升、任金成、焦少英、吴英纯等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各区各

公社，矿务局、林业局、新华农场为普查单位，均成立了糊应的地名普查领导机构和办事机

构，加强了对地名工作的领导。

这次普查，共分四个阶段进行。一是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做好普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二

是利用一周时间搞好试点培训工作，三是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开展实地普查，四是利用半

年时间搞好各市辖区、公社和企事业部门普查成果验收和全市四项普查成果手工资料的整理

工作。工作中始终坚持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深入实地、调查研究，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普查

相结合，实地普查与重点考证相结合和上下，内外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我市有史以来首次

地名普查任务。最后从一九／k-"年十月三日开始，历时三个月，完成了本册地名录的编纂工

作。



这次普查的871条地名均收录在本册。其中：各级行政区划名称92条，城市街道名称

410条，驻地及自然村屯名称113条，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166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名称37条，自

然实体名称53条。市、市辖区、农村公社概况12份，重要人工建筑物和企事业单位概况4份，并

附有鹤岗市地名图和有关照片47幅及新旧地名对照表。

今后，全市各部门、各单位所使用的地名，一律按本地名录地名为准。今后，地名的命

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本录汇集的地名不是全市地名的全部，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独立存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和人工建筑物名称并未编入。本录地图和市区略图未经实测，不作划界依据。

参加地名录编辑工作的人员有：张玉普、张荣昌、焦少英、任金成。摄影石志先、张庆贵，刘

俊仁。在编辑过程中，承蒙省地名办领导、市志办主任刘克，编辑梁印章等同志的具体指导和

热情帮助，以及市日报社、城建局、市政工程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谨表诚挚感

谢。

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问题在所难免，希各使用单位给予指正，使其不断完

善。

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

注明l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3)35号文件《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和省政社分开建乡工作会议精神，我

市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于—九八三年五月兰十日完成了红旗乡的建乡试点工作o—九八四年三月五日完成了蔬
园，东方红，新华、团结四个公社的建乡工作。通过这次建攻工作，将原蔬园、红旗、东方红、新华，团结五个公社管理

委员会改为蔬园、红旗、东方红、新华、团结五个乡人民政府；将全市原五个公。社的五十=个大队改建五十个村民委员会。

其中：将原团结公社合胜大队、全胜大队合并后建成合胜村民委员会；综合场大队改为社办企业，没有建村。其五十个村民

委员会的专称与其本志中原大队的专称不变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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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



图为鹤岗市人民政府



鹤岗市概况

鹤岗为省辖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东端，距省城哈尔滨五百七十六公里。在北

纬47。20，，东经130。187。其东界梧桐河与萝北县为邻，西境青黑山脉与伊舂市相连，南隔鹤

立河、阿陵达河与汤原县接壤，北止嘉荫河与嘉荫县毗连。全境南北长一百四十五公里，东西宽

三十公里，板图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里。全市人口五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人，有汉、满、蒙、

回、朝鲜，苗、白、赫哲等十一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2．5％。一九四五年光复后建政，称

兴山市。一九四九年改称鹤岗市至今，是我国重要煤炭工业城市之一。全市共辖六个区，五

个公社、二十八个街道办事处，二百七十八个居民委员会，五十二个生产大队，一百一十六

个生产队，市驻地。鹤岗。

鹤岗位于全境略偏东南，属半山城，面积一百零八平方公里。该称为满语，意为驯鹿用

的鹿栅。是由鹤立岗一称沿革而来，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从一九一四年当地

农民曹凤阳发现煤矿起就有人在此生产活动。一九一七年鹤立岗(今鹤立镇)测地委员沈松

年、孙炳午等人呈请开采，翌年成立兴华煤炭公司，并以土法开采，当时称此地为鹤立岗矿

山。此后，由于矿区的开发，人口的增多，矿山升称为兴山镇(隶属汤原县)。一九三八

年实行街村制，兴山镇又改称必山街(翌年划归鹤立县辖)。当时兴山街还有鹤岗、立岗沟、

石头河、矿山镇之别称。

鹤岗市建制沿革：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鹤立县人民政府接管了矿区，成立了

鹤岗矿务局，将兴山街改称兴山市。一九四九年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统一了矿政名称，将

兴山市改称鹤岗市，隶属松江省，为省辖市。一九五四年，松、黑两省合并后，隶属黑龙江省。

一九五八年划归合江地区，变为地辖市。一九六六年又划归黑龙江省直辖至今。

自然概况：本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丘陵地带。全境可称“七山一水二分田”。西

北为小兴安岭支脉、青黑山脉，有摩天岭．金顶山、解放山、小白山等三十五座有名山峰。平均，

海拔高度在750米，是我省主要林区之一。东南部为三江平原，平均海拔高度在80米。地势平坦

土质肥沃，是我市主要农业区。境内有大小河流三十余条，大体可分为四条河系：市境北部

有嘉荫河系，汇集笑山河、西南岔，流向东北，注入黑龙江。市境东部有梧桐河系，汇集老梧

桐河、西梧桐河，细磷河、嘎拉基河、朝鲜河、乌鸡河、石头河、伏尔基河，由北向南流入

‘松花江。市境中部有鹤立河系，汇集河里河、大鹤立河、小鹤立河，由西北向东南流入梧桐河。市

境西部有阿陵达河系，汇集那打河．饮马河、三道沟，自北面南流入松花江。其水面面积约为四

十平方公里。年总径流量为十二点八亿立方米，水源充足。解放后，水利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到一九八一年底，先后在石头河、鹤立河、伏尔基河，阿陵达河等河流上兴建了梧桐河引水干

渠、新一水库、平原水库、元宝山水库、五号水库，小鹤立河水库、伏尔基河水库等十四座

中、小型水库，水库总容量达六千零八十二万六千立方米，总灌溉能力十七万七千亩。基本

可满足农田灌溉，发展养鱼和供应城市工业、人民生活用水。

本市自然资源十分丰富，除了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储量外，现已探明和发现的矿藏有铁矿

石，花岗岩，白云石、陶粒岩、镁矿石以及紫干土，金矿等。在大片林区和草原中还分布很

多野生动、植物。其中珍贵野生动物有马鹿，驼鹿，獐子、水獭、猞猁、东北虎，以及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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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狍子，银鼠、狐狸等『二十多种。还有资源丰富，经济价值较高的木耳、蘑菇、蕨菜、

黄花菜，蜂蜜、黄芪、党参等山野菜和中药材一百三十余种。市区北部有大片原始森林，

东南部有数万亩草原，是林、牧业生产的主要基地。

本市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干燥，夏季短而湿热多雨，春季风

大干旱，秋季降温迅速。年平均气温在2．8℃，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在一17．7℃，极端

最低气温在一33．1 oC。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在20．9。C，极端最高气温在35．4oC。无霜期

120天左右，初霜期在九月下旬，终霜期在五月中旬。全年日照时数2，400．7小时。年平均

降水量为640毫米。多集中在七、／k--个月。

经济状况：鹤岗在解放前日伪统治时期仅是一个单一的煤矿城镇，有矿山工人八千余

人。当时只建成老街基，新街基，开辟了南大营军事用地，形成了几条街道，有几十家个体

工商业，出现了小市场。解放后，鹤岗市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经济建没，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截止一九八一年术，全市职工总数达到了十

七万九千四百一十人，比建困初期增长四倍，工农业总产值达四亿八千九百五十四万元，比

建国初期增长十六倍。

城市公共事业。开辟了城市公共交通，有公共汽车七十二台，八条客运线路，营运路线

七十余公里，年客运量一千三百万人次。扩宽和伸延城区道路六十五条，铺筑柏油路二十八

公里，主要道路安装路灯五百四十五盏。有二处自来水厂，铺设供水管道二百五十余公里，

市中心地区均设有排水管道。有煤海、水上、松鹤三处公园，面积二点一平方公里，种植花草、移

植苗木八万余株，路旁植树六万株。全市现有装机电话三千二百八十门。其中自动电话二千

门。在市中心区主要道路两侧新建了一大批三层以上住宅楼，学校、商店、办公楼和矿区影

剧场、市影剧院、京剧团剧场、市体育馆、鹤岗站、市图书馆、同江泉浴池、煤城商场等公

共福利设施，建筑壮观、布局合理。

工矿企业：全市现有全民，集体所有制工矿企业二百七十九家，工业总产值六亿三千七

百九十一万元，比建国初期增长近二十倍。煤炭生产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建国初有自然井十

八对，原煤产量二百一十二万吨，现在有八个煤矿，三十对矿井，其中现代化竖井四对，南

山，峻德竖井是我国自己没计、施工建成的大型矿井，一九七九年全局原煤总产量超过千万．．

吨，一九八三年达到一千四百零一万吨，跨入全国十二拿千万吨局的行列。煤矿工业总产值达

四亿零五百八十三万元。随着煤炭工业的发展，冶金、机械、化工、电子、建材、纺织、陶

瓷、玻璃、食品、区街、社队等地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很快。解放初期仅有五

家小工厂，现发展到二百四十二家企业，主要有矿车，机床、皮带运输机、白酒和啤酒、棉

布、晴伦衫、医药、农药、单晶硅、晶体管，数字高斯计，电表、水泥、平板玻璃、红砖、

各种鞋帽、塑料，服装、家具、轻烧镁、翻斗车等上百种产品。纳入国家三级计划的有九十

七种。其中童鞋、玉刻，牙签、雪条棒，轻烧镁等七种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地方工业总产

值达二亿三千二百零八万元。

郊区农业：郊区有五个公社、五十二个大队，四个市属国营农牧场和四十三个青年农副

场。农村人口九万零二百二十九人，总耕地面积三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亩。其中：公社耕地

十九万七千三百亩，有三个纯蔬菜公社、两个大田公社，大部分土地种植蔬菜。其主要品种

有t春白菜、菠菜，小葱、茄子、青椒、芹菜、黄瓜、西胡芦，豆角、秋白菜、萝卜、土

豆、甘兰等。其次为粮食作物，主要品种有l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谷子等。蔬菜总产量

一亿五千八百万斤，秋菜自给有余，粮食总产量一千九百五十万斤。全市有农田机械一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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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二十二台件。其中拖拉机一芒『九十八台，手扶拖拉机九十七台，机耕面积二-|．五万二干三

百二十由，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三，水浇地面积二万六千亩。全市共有大牲畜七千七百九

十八岁：、猪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九头、羊一万三千一百只、家禽四十八万二千只；有养鱼水面

二二千九百亩，养鱼一百六十七万尾，年产鱼十一万二千斤。一九八三年农业总产值三千二百

六十八万元。郊区现已建成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本市林区总面积三十三万五千公顷，占全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四。由鹤岗市林业局、

矿务局林业处、郊区各公社所辖林场和新青林业局、鹤北林业局在我市境内五个林场经营生

产。市林业局共有七个林场，以营林为主，经营面积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公顷。树种有红松、

鱼鳞松、落nl‘松、樟子松、杨树、桦树、椴树、柞树，黄菠萝、核桃秋等二十多种，森林蓄

积量五百二十五万立方米。一九八三年造林九万零八十三亩。累计造林四_I-六万亩。一九八。

年采伐量二万四千五百二十七立方米，产值达七百万元。

交通运输：解放前，仅有矿山铁道运煤线，交通不便。解放后，交通运输事业得到发展，

崎鹤岗线，鹤北线(一九八一年未建成通车)铁路和哈萝公路纵贯全境，是通往佳木斯、萝北

的主要交通运输干线。境内设有鹤岗、大陆、峻德、新华、北大岭等五个火车站，I：I客流量

·二千三百--t。人次。货运量一千一百七’l-st万吨。西部有地方公路鹤伊公路，与伊春相连。市

9内有矿区铁路专用线一百八十八公里。市际公路十余条，有六条公路客运线路，二十一台长

途客运班车，客运量六十二万人次。全市：存机动车辆二千六百余台，公路货运量一百三十七

万吨，货运周转量二千零二十五万吨。

商业饮食服务业；在解放前，老街基，新街基，只有宏大号、同聚成、金昌大等五家私人商

j业，经营粮米油盐17t用百货和几十户家眷铺，小商贩、饭店、理发店在矿山内外做生意。解放

后，国营商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一九八三年商业零售网点达到一千五百零九个，经营品种万

种以上，社会商品销售额达二亿六千五百万元。其中全民，集体所有制商业网点五百八十五

个，从业人员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七人，代购、代销个体户一千零二十=个，从业人员二千一

百九十三人。饮食服务业网点四百五十三个，有饮食，理发，照像、旅店，浴池等行业，从

业人员三千四百七十六人。在工农、向阳两个区设有两处较大农贸市场，经销农副产品上百

种。

文教卫生事业：全市现有幼儿园四所，托儿所二百二十五所，街办学前儿班十处，幼儿

队十八处，入托幼JUt．千二百八十二人，占幼儿数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有保育员、教养人

员九百一十七人。解放前鹤岗仅有五所学校，六十七名教师，二千二百三十三名学生。现在

全市共有学校二百零六所。其中小学一百五十所、中学五十二所师范二所，技工校二所，

一共有教师八千二百九十八人，在校生达十四万八千人。市有电台、电视台、地震台、日报

社。有两个专业性文艺团体，一所群众艺术馆，两个较大图书馆，八十八所影居4院、俱乐部

和五十个电影放映队。农村队队有广播，户户有喇叭。全市现有医院十八所，卫生所六十七所，

病床二千零八十二张，医护人员三千四百九十四人。解放初期我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

北电影制片厂和东北民主联军第四后方医院曾驻鹤岗。东山万人坑已建成阶级教育展览馆，

属省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鹤岗现已建设成为以煤炭生产为主体、协调配套发展的新兴工

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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