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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虎林县地名录》已经出版了。这是我县第一部准确的

系统的地名工具书。 ．

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国家行政管理、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以及政治、军事．外事、经济、历史各个领域，无不涉及到地

名。今天，完成新时期总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和地名有着密切的

关系。因此，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虎林县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中国地名

委员会关于《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精神，在省、地的统一领导

下，于一九八O年十二月，组成了县地名委员会。副县长王清江同志

为主任，各农场、林业局、铁路及县直有关科室等二十二个单位各出

一名领导同志为委员会的成员，并从有关部门抽调十三人设立地名普

查办公室。

地名普查是搞好地名标准化和《地名录》汇编工作的重要基础。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O年十二月开始筹备，制定方案，搜集图

表资料，同时，做好各种材料、表、卡的印制。县地名办公室将各公

社、农场、林业局、铁路等单位的地名办公室人员集中进行业务培训。

对地名普查工作的技术、识图，标图、表卞填写以及书写文字概况等

作了说明，从而掌握了普查的技术要领，为全面铺开地普工作提供了

条件。

在调查工作中，坚持了专门班子和群众相结合的作法：请进来，

走出去，查阅历史资料索取依据，做到不重、不漏、不错。．在掌握大

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内业资料整理。按照“定、改、增、删、查”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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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进行地名核对整理工作。 “定”即定地名，把公社、场、局等

单位填报的地名普查表，以1：5Z地形图上的名称和普查人员的实际调

查三个方面取得一致的地名，首先确定下来， “改”即改正图上名称

与实地名称不符，不规范的字和调正重名； “增”即增添图上遗漏或新

产生的地名； “删”即删去图上有的而实地已不存在的地名； “查"

即反复查对图、表，卡上出现的每个地名是否作到一致。

在这次普查中，对全县十四个公社、三个镇、三个农牧场、六个

国营农场、二个林业局、一个铁路，以及山川、鸟屿、公路、桥梁、

古迹等，作了金面普查，完成了地名标准化和汉语译写规范化的工作。

对行政系统，各条战线，各个专业，以及山河等自然地理名称，力争

作到标准统一，用字规范，读音准确，使各政权地名和驻地的自然村

名称保持一致性。最后进行了全面审核，将普查成果报省、地验收

后，编写了这本书。到一九／k---年底善始善终地完成了这一具有历史

意义的地普汇编工作。

本《地名录》共收录地名995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37条，各专

业单位名称321条，居民点名称238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51条，名胜

古迹和人工建筑物名称48条；1：5万标准地图一份，概况及文字材料计

10万字，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我县地名的由来、自然地理和经济状况。

根据国务院“地名命名和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在这次普查中，

更名和命名的地名有86条，如红卫人民公社恢复为义和人民公社；行

政区划变更的名称3条；大队名称变更9条；新命名自然村(屯)名称

54条；更改自然村(屯)名称10条，其它名称变更9条。普查中，重

点将伟光公社的文革大队，改为永安大队；虎头区公社的反修大队改

为朱德山大队；杨岗公社湖北大队的三队驻地“西大营屯”是日军侵

华的遗留名，改为西屯；义和公社的“青山”屯是日军的青山部队名

称，改为建安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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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县概况

虎林县位于牡丹江地区东部。县西北以完达山交脉的老龙背、将军岭与宝清接壤，东北至

外七里沁河与饶河交界，西南与密山毗邻，东南的松阿察河和东部的乌苏里江皆与苏隔水相

望。县政府驻地虎林镇。地处北纬45。46，，东经132。581。距省会啥尔滨市铁路里程731公

里。全县有14个公社，三个镇，六个国营农场，二个林业局，一个铁路地区和县办种畜场，良

种场，奶牛场三个场。农村有108个大队，259个生产队。203个自然村。城镇有四个街道办

事处，20个居民委员会。

全县地域辽阔，东西120公里，南2k130公里，总面积9，325．5平方公里。东南部中苏边

界线长达318公里。全县59，908户，269，756人(包括农场、林业局、铁路)，其中：汉族263，459

人，满族2，572人，朝鲜族2，589人，回族355人，蒙族240人，僮族221人，苗族210人，还有

锡伯、瑶、达斡尔、水，彝，布依、藏、高山，土，侗族等，共l 7，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

的2．33％。

虎林县是以贯穿境内的七虎林河而得名。该河原系满语稀忽林河，。沙鸥"的意思。。留

林"和。虎林"为同音异译。

虎林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本地出土的各种文物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此地已有

人类活动。距县城西南百里处的新开流，有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从该处发掘的鱼

窖、陶猪、墓葬的文物证明，距今已有六千零八十年之久。这一地区是满族祖先居住过的地

方。可见在氏族公社繁盛时期，乌苏里江流域就分布着氏族公社的部落。

遥远的古代，为肃慎(满族)居地，随着历史的演进，挹娄、勿吉、女真及后来的瓦尔

喀、赫哲等民族都在乌苏里江流域繁衍生息。

公元前十一世纪，肃慎已向周朝贡献梏矢石弩，表示臣服。此后，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到

六世纪的两汉、两晋和南北朝时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肃慎(亦称勿吉)也臣服于

中原王朝。

六世纪末至十世纪初，唐代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设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

州，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行政机构。当时的安边府辖有兴凯湖以东至海滨之地。

十世纪初，契丹族崛起，建立辽朝，统治黑，乌两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十二世纪初，女真完颜部起兵叛辽，建立金朝，控制黑，乌两江流域。据《金史》记载

在金大定年间，呢吗河一带已建有汉族和女真等族相错以居的移马猛安。

十三世纪，忽必烈灭金称元，在乌苏里江流域设阿速古尔千户所。

十五世纪前半期，明朝永乐年间，在奴尔干都司建立亦麻河(呢吗河)卫。

十六世纪未，顺治称帝，国号为清，继承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全部版图。光绪二十年，

设立呢吗口山海统税局，后设呢吗厅，厅址设在呢吗口西岸中和镇(即今虎头村)。宣统二

年呢吗厅改称虎林厅，厅署设于呢吗厅旧址。一九一三年五月，改厅为县，称虎林县。县址

仍于大江之滨，北山之阳，取势于坐镇边疆的虎林厅旧址。称虎林者，以水势汹涌，横贯中

部的七虎林河得名。因此，厅、县名称均由河起。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建日伪县政权。一九三八年六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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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将县署西迁至安乐镇，印现今虎林镇。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获得解放。一九四六年四月

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虎林县人民政府。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万转业官兵建设北大荒时，将虎

林，饶河两县合并为虎饶县。一九六四年八月虎饶两县分开恢复虎林县。一九六八年成立虎

林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O年九月恢复虎林县人民政府。

虎林县位于逶迤连锦的完达山东北支脉，自然状况大体是。三山一水六分田形。地势

由西向东逐渐倾斜，系沼泽化冲积低平原，海拔低，高差小，平均海拔200米，坡降微

(1／6000--1／10000)。境内最高的山峰是虎林县与饶河县两县的分界线神顶山，海拔831米，

系完达山东北支脉的主峰。另外，县城西北四公里处的石青山，海拔329．7米，属军事要地。

境内较大的河流有七虎林河，穆棱河、阿布沁河，七里沁河、独木河，大木河，小木河

等，均流入鸟苏里江；乌苏里江及松阿察河均属界江。县内江段，共有岛屿37个。

全县气温较低，年积温2，485。C，属于寒温带湿润气候。夏季比较炎热，湿润多雨，冬季漫

长，严寒干燥，春秋两季风力较大。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69毫米。多年平均气温2．8℃，最高

温度34．6℃，最低温度一36．1℃。东部和北部较冷，西部气温偏高。全年日照多年平均为

2，447个小时。无霜期多年平均137天左右。每年10月下旬封冻，冻土层最深为1．78米。在三

月中旬开始解冻，六月中旬化通。

虎林县资源丰富，森林面积6，230，940亩，木材蓄积量为60，293，038立方米。出产黄波罗，

柞，’椴，桦，杨、松、楸等珍贵木材。人参、貂皮、东北虎，梅花鹿，鲑，鳌，甲鱼驰名国

内。乌拉草编织的草地毯在国外深受欢迎。人工培植人参年产十万斤左右。白瓜子、榛子，

松子，蕨菜等大宗土特产品畅销国外。

虎林县耕地面积2，968，301亩。农作物以麦、豆、玉米为主。1980年总产量713，649，730市

斤。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到1980年为止，全县共建水库13座，其中较大的有青山，云山，石

头河子等水库，蓄水量均在1600万立方米以上。灌站53处，电机井1，084眼，有效灌溉面积

达12万亩，占总面积的14．9％。

农业机械发展速度很快，拖拉机由1970年链轨车79台，轮式车18台，手扶拖拉机9台增长

到1980年链轨车557台，轮式车204台，手扶拖拉机315台。

农业运输工具，除胶轮车外，1980年有汽车172台。

虎林县的工业，以机械加工，农机修理、印刷、制酒，造纸、鞋帽被服、粮油加工，建

材等为主。解放前，只有几家小手工业作坊，到1980年为止，城乡厂矿企业单位巳发展到59个，

其中县办工业28个，社办工业31个，工业总产值为2，522万元左右。

全县交通四通八达，铁路有密东线(密山到东方红)贯穿全县八个社、镇’县内公路55条，

总长l，357．7公里，每个公社都通班车，有的能够当日往返。

虎林县的文教卫生事业，解放以来有较大的发展。建国前没有中学，只有三所完全小

学。现在有初中56所，带有高中班的完全中学23所。建国前只有日伪开办的。满映’’电影

院。现在全县已经增加到八处影院，剧场一处，文化馆一处，文化站一处，新华书店一处

(下设三个门市部)，广播站一处，无线转播台一处，电视台一处，电影放映队96个，基

本实现了队队有电影，户户有广播。虎林县医院总数由解放前的二所增加到18所，现有床位

410张，实现了县、社有医院，大队有卫生所、保健站。县社有医务人员349人，大队有医生，

生产队有卫生员，大大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为加速四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虎林境内的文物古迹：虎头关帝庙，兴建于清雍正年间，巳由县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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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驻地：虎林镇



虎林镇概况

虎林镇是虎林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义和公社管委

会及所属的安乐、镇兴，耕农、桦树四个大队环绕全镇，部分社员交错居于镇内(不算城镇

入口)。全镇面积12．5平方公里。7，994户，31，279人，汉、满、苗、僮、蒙、回和朝鲜等七个民

族，汉族占70％。全镇共有四个街道办事处，二十个居民委员会。镇人民政府在建设路南。

虎林镇原名东街基(又名黑嘴子)，中华民国末期为四区区公所所在地，后改名为安乐

镇。一九三八年六月，伪虎林县公署由乌苏里江畔的虎头村迁至安乐镇，于是改称虎林镇，

成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统治中心。驻扎了大量的日本军队，构筑军事工

字、军用仓库和虎林铁路。一九三九年八月，伪政府实行街村制，改为虎林街公所，管辖三

镇二屯。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改为虎林区公所，辖八个村。一九五六年改

称虎林镇，辖五个居民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公社化时，改为虎林镇人民公社。同年

十月，县与农垦局合并，改为虎林农场。一九六二年局、县分署，恢复了虎林镇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成立虎林镇革命委员会。一九八。年普选时改为虎林镇人民政府。

解放前，只有烧锅，油坊，印刷厂，皮铺、铁匠炉，木匠铺等手工作坊。解放后，发展

了国营和集体工业。现巳建成发电、机械，造纸、粮油加工、白酒、啤酒，乳品，糕点、电

池、被服，五金、木材加工和木器制品等工厂。

由于生产的发展，1商业、服务业随之兴旺。现在全镇有百货、食品、烟酒，五金、供销、

服务等二十余处。

解放前，只有一所小学，～座电影院。解放后，由于政府的重视，现已发展了四所中

学，教职员35295人，在校学生3，63 J人；六所小学，教职员T 310人，在校学生4，408人，一

所体校，四所幼儿园，一所聋哑学校；四所电影院，一所剧院；还有工人文化宫、文化馆、

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解放前，只有二处医院，三处中药铺。现在有县医院，妇幼保健站，卫生防疫站，中医

院，林管医院，铁路医院，镇医院和义和公社医院。还有兽医院，畜牧防疫站。

由于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城镇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镇内四条主要大街，其中一条是

柏油路，一条是水泥路，车水马龙，一派兴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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