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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县地名录》是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是从八一年初开始，到十月份，历经十个月的时

间，对一镇，二十个农村公社全部普查完毕，完成了表、卡、文、图四项

任务。付县长王永权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政府办公室主任韩景录、民政

科长杨淑清任付组长。县人武部、水利科、建委、交通、林业等单位各出

一名领导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民政科付科长张继贤任普查办公室主任。

‘另抽调王玉平、李有青、陈玉贵、白淑芹、姜开荣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

员，并聘请了李玉琢、姜廷臣j梁贺林、严政策等退休老教师或老干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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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万地形图为基础，呼兰镇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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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纪念地等名称进行了普

查，做到了不重不漏。 ·

普查方法，通过试点训练骨干，以公社为单位包干完成普查任务。坚

持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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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册地名录收录各类地名I，0 30条，即以地名普查所收录的地名全部表

列化。其中：各级行政区划名称35 1条；县城、街道、巷、自然屯名称E 90

条；主要独立存在单位名称26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7条；重要人工建筑

物、纪念地名称26条．每条地名都经过了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对2个

公社，33个大队，2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更名和恢复了原名·对于更名的

社，队、街道办事处的名称，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

《呼兰县地名录》的出版，对我县的工农业生产、城乡规划、人民日常

生活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凡与地名

⋯多



。i 录地名不一致的，一律以地名录为准．今后，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按着国

l 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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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名录附有呼兰县地图、呼兰镇略图均未经过实测，不作为划

界依据。

编辑这册地名录的工作人员：姜开荣。摄影：李爱群。描图：于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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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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兰 县 概 况

呼兰县地处松嫩平原，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东与巴彦县为邻，北于

绥化县接壤，西与兰西县，肇东县交界，南靠哈尔滨市并与宾县隔江(松

花江)相望。县城距哈尔滨市二十八公里，县人民政府设在呼兰镇内(东

经l26。36 7北纬45。597)全县总面积约二千四百五十二平方公里(三百六

十八万亩)，五十八万九千零六十五人，其中呼兰镇入口八万九千零六十

五入。绝大多数是汉族，满，回，鲜、’壮、蒙、苗、鄂伦春、达斡尔，索

伦等少数民族只占百分之三。全县二个城镇，二十个农村人民公社，三百

一十八个大队，五百八十七个自然屯；城镇有十一个街道办事处，六十一

个居民委员会。7

．。呼兰县建制至今已有二百四十五年的历史。呼兰是满语即烟囱之意。

早在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在呼兰口子设屯驻防，因设炊事

用烟囱以此得名。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设呼兰城，一九。五年(光绪

三十一年)改为呼兰府，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改称呼兰县．一九三一

年日军侵占，成立伪呼兰县公署， 隶属滨江省，一九四五年八月获得解

放，一九四六年初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一一呼兰县人民政府，隶属

松江省，一九五四年松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隶属黑龙江省。

本县大部为平原，只有东部西井、方台、杨林、：-Ik，四个公社有部

分半丘陵地。境内最高的山黄土山，．海拔一百八十一公尺。境内较大的河

流有松花江，呼兰河、泥河、少陵河、 漂河、肇兰新河。 草原约有八万

亩，林地面积十四万亩。 土质以黑土为主， 还有小面积的黑钙土和盐碱

土。全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零上三点六度，最高月平均温

度为二十三点一度，最低月平均温度为零下二十点五度，年平均降雨量为

五百二十四毫米左右，无霜期平均为一百三十二天左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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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解放前仅有亚麻公司、火柴厂、粉厂，油厂、酒厂等几家工厂一

和一些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八。年末。全县城乡企业己发展到八百三十六。

= 个， 其中省属工厂两个， 县属工厂二百七十四个，社队工业六百一十八．

处，年工业总产值为一亿零四百四十一万元。

．．呼兰县是我省主要产粮县之一，全县耕地面积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亩。粮

食生产以玉米、高梁、谷子、大豆、小麦为主。经济作物有甜菜，亚麻、

： 向日葵、．烤烟等。一九八。年粮豆总面积一igA．十八万四千九百四十亩，
一 单产三百五十斤，总产六亿二千零七十二万九千斤。最高年份一九七八年．

粮豆总产七亿五千九百四十八万一千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三亿二千六百

六十九万二千斤。

。 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年，全县共建水库三座，其中较

： 大的泥河水库，总库容达一亿立米。全县有电灌站十五处，机电井一千三一

； 百二十三眼， 有效灌溉面积十二万五千三百亩。 农业机械增长速度也很

i 快，大中型拖拉机由一九五八年的二十六台，增长到一九八。年的七百七
a

‘

i 十九台。 ．

．

： 全县交通四通八达，滨北铁路，滨j：}{!铁路贯穿十个公社；县内公路一一
”

百六十八条，总长_千三百四十公里，每日都有多次班车往通于城乡之间，，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方面解放前只有三，

所中学，四十一所小学，学生六千一百零六人，现有大专院校一所，技工

学校一所，初级中学二十五所，其中带有高中班的完全中学二十三所，城。

乡小学四百零二所，共有学生十三万六千八百零二人。

； 文化方面：解放前仅呼兰镇内有电影院一处，现在城乡共有二十八

处。城镇并设有文化馆、广播站、艺术剧院、图书馆等。金县共有电影放：

映队五十四个，广播放大鼓二十一个，基本实现了队队有电影，户户听广
日
8

播。

卫生方面：全县医院总数也由解放前的三所增加到二十五所，其中省’

属结核病防治院一所，床位八百五十张，县属医院三所，床位三百张，公一

． ( 2 、



社卫生院二十一所，床位四百二十张，实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

所，保健站，县社医护人员一千一百人，大队赤脚医生六百五十四人，大

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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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 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CUN



呼 兰 镁

HULAN ZHEN

镇政府驻地：南大街



呼 兰 镇 概 况

呼兰镇位于呼兰河下游北岸，是呼兰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是呼兰县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隔河，南与利民公社接壤，西与乐业公社相连，

北邻孟家、长岭公社，东靠双井、腰堡公社。面积达五十多平方公里．镇

郊有四个蔬菜生产大队，三十六个生产队，一个青年农场，可耕土地面积

二万五千亩。全镇总人口八万九千零六十五人，绝大部分为汉族，鲜回等

少数民族占全镇人口的百分之二。镇人民政府驻地南大街中段路东．

本镇建干清乾隆元年，民国初年称第一区，日伪初期称第一保，后改

为呼兰街公所。一九四九年称一区，一九五。年一一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称城区，建国后称呼兰城区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后称呼兰镇人

民公社，一九八O年改称呼兰镇人民政府。

呼兰镇的地形北宽南狭象梯形：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土地平坦，土



锄≥‘
一 质肥沃，适合粮、菜、薯等作物的生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无霜斯 、

一百四十天左右。

建国以来，-r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粮菜薯的单产比解放前均’

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 ’． 。。～．

．；，’：工业生产’。解放前只有几处私人手工业作坊，建国以来兴建了十四个．

服务性的综合厂j’一个建筑工程队，现有工人三千三百二十多人：年产值

达五百多万元。． ．。．
． ．

：文教卫生事业，解放前只有电影院一座；中学三所，小学五所，．学生

三千人，医院二所，几家中药店。 建国后有了很大发展， 现有电影院二

座、文化宫一处，体育馆(场)二处，剧院一处，大专院校一所，技工学

校一所，中学六所，小学十一所，学生近一万人， 医院四处， 床位一千

张，医务人员近千人，保证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



东大街肜成j：“2f

乾隆年问，西起东二道

街，东止火车站。K 4

公里，宽12米至30米，

柏油路面，塾人民政府

设在此街两端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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