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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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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成了县地名领导小组，设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于一九／k--年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了地名普

查工作会议，利用八天时间在伊汉通公社进行了地名普查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全面

铺开。历经八个月的时间，对二镇(一个自然镇)，十三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普查完毕，完成

了表，卡，文．图四项成果任务。

普查范围，农村人民公社以一比五万地形图为基础，方正镇以一比五千平面图为基础，

对县内的行政区划、自然屯、自然地理实体，重要人工建筑物，独立存在的企事业单位的名称进

行普查。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依据审批

权限对重名的公社，生产大队履行了报批手续更了名称。

在普查过程中，始终坚持加强领导，依靠群众，深入实地调查研究。采取召开座谈会与

个男q走访相结合，专业队伍与公社分片包干结合，室内整理与室外查证结合，达到名实相符，

表，卡，文，图相一致。县地名办对各公社普查成果进行了全面验收与资料整理，最后进行

了全面审核，报省，地验收。

本册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606条，其中：各级行政区划名称151条；城镇、街道、自

然屯名称283条；独立存在企事业单位(包括场，站)24条；重要人工建筑物11条I自然

地理实体137条。概况材料34份。附有照片35张和新旧名称对照表。

方正县地名录的出版，对全县工农业生产，人民日常生活，城市规划，交通运输，文教

卫生事业和加强行政管理，都有重要的作用。城乡各行各业现使再的地名凡与地名录名称不

一致的，一律以本地名录地名为准。今后地名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着国务院(79)305号

文件规定办理手续，不得任意乱改名称。方正镇内胡同未编入本地名录内。本地名录附有方

正县地图，方正镇略图均未经过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领导和参加这项地名普查与地名录编辑工作的人员有：张炳起，阮国林，白景芳，唐万

金，国万样，蒋成璧，颜世惠，孙忠仁，马维义、李满智、于学和，高万帮，李文芳，张永

福、王志平．卢景阳，宋殿兴，李昌勤、许德春，滕景龙。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恳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方正县概况

方正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松花江中游南岸，长白山支脉张广才岭西北部。东邻依兰

县，北靠松花江，西邻宾县，西南与延寿县相接，南和东南与海林，林口两县接壤。县人民

政府驻地方正镇，位于东经一百二十八度四十九分，北纬四十五度五十分，距省会哈尔滨市

一百八十一公里。全县总面积为三千五百四十平方公里。人口为十九万八千一百零一人。汉

族占百分之九十五，朝鲜族占百分之三点五，其余为满，回、蒙古等民族。全县有两个镇(一

个自然镇)．，十三个人民公社，一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三百九十四个生产队，二百五十四个

自然屯。

方正县原属大通县管辖，清宣统元年(1909年)与大通县分治，在松花江南岸建县城，

因城北有方正泡而取名方正县。清末和民国时期，隶属吉林省。伪满时期归三江省统辖。解

放后归松江省，后改黑龙江省。

方正县的地形，东西长，南北窄。东西长一百零三公里，南北最宽处四十一公里，最窄

处十九公里。境内多山，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山区位于东部、东南部和西部，占

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东和东南部以张广才岭为主脉，构成中，低山区。主峰张广才岭，

海拔一千三百零八米。名山有老平坨、青龙山，象鼻子岭，万宝山．干饭锅．滚蛋岭，尖山

子、炮台山等，是木材主要产区。西部为浅山丘陵区，海拔一百六十米至五百三十八米，亦

是木材主要产地。山区和平原之间为半山区，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四，多为零星小块山坡地，

生长着次生林和薪炭林。水系以松花江．蚂蚁河为主干，有亮珠河，桶子河、石头河、黄泥

河，大罗密河、小罗密河，得莫利河，猪蹄河等大小河流二十余条。还有方正泡．大咀泡．

莲花泡，天鹅泡等天然湖泊，可以灌溉．养鱼。平原区以蚂蚁河下游为轴心，呈东北西南走

向，两侧靠山，由蚂蚁河、松花江和亮珠河冲积而成，其边缘地带由桶子河．石头河和黄泥

河冲积而成，地势比较平坦，土质肥沃，是主要产粮区，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六。

方正县属东亚季风气候带的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二点六度；一月最冷，平均气温零

下二十点二度；七月最热，平均气温零上二十二度。无霜期为一百二十九天。常遇春旱，夏

涝，秋早霜。年平均降水量五百六十一毫米，雨量多集中在七，八两个月。历年西南风较多，

最大风力八级以上，夏季(七月份)东北风连续时间较长，对农作物危害较大。

境内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全县有森林面积四百万亩，树种有红松、水曲柳，黄菠萝．胡

桃，椴树，杨树，榆树，桦树等。山中有虎．豹．黑熊，鹿。貂，貉及猞猁和水獭等珍贵野

生动物；有人参，平贝，剌五加，五味子等珍贵中药材；还有蕨菜、薇菜，剌嫩芽及元蘑、

猴头、木耳，蜂蜜等山产食品。地下矿产除煤，石英，大理石等已开采外，还储有砂金，铁，

锰、铅，水晶和石油。

工业生产，解放初期极端落后，地方国营企业只两个设备简陋的小厂。现在已发展到十

三个行业一百多个企业。在县城有酒厂．造纸厂，农机修造厂，麻纺厂．电器厂，汽车修配

厂，五金厂，油米厂，油脂化工厂，木材加工厂，皮革厂及木器厂等。集体企业除县城存一

部分外，大部分散在各公社，以农机修配．木材加工．木器制造、粮油加工及生活服务等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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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全县工业总产值比建国初期增长十六倍。

境内耕地面积五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五亩，百分之七十的耕地集中在天门，会发，松南．

德善，伊汉通、宝兴等六个平原地区的公社。主要农作物有玉米，大豆，水稻．谷子．种植

少量高粱和小麦。一九八。年，全县粮豆总产为一亿三千四百九十万零八千斤，比建国初增

长一点五倍。林牧副渔各业都有所发展。全县已造经济用材林四万多亩；牧业生产比建国初

期增加一点八倍；县社队三级都有养渔池(包括水库及自然湖泊)，近年来浅水养渔及个人养

渔发展较快，年上市量约十万余斤。全县有中小型水库五座，其中以双风水库最大，总蓄水

量二千六百万立方，可灌溉农田五万八千七百亩。

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运输物资主要靠笨重的铁轮大车。现在公路四通八

达。境内有哈同，方庄两条公路通过；县级公路连结城乡。夏季水上运输畅通．客货轮可由

伊汉通．高楞，沙河子等港El通往哈尔滨，佳木斯等地。木材．原煤．石油等物资主要由水

上运输。

文化事业，解放初期只有一处书店和一处文化馆。现在，县城有可容纳千余人的电影院

和影剧院；有一个专业剧团；还有文化馆、图书馆和书店，全县有一百多个电影放映队．十

三个文化站。

教育事业，建国初期全县只有一所初中，学生二百余人；小学校十余所，学生四千人左

右。现在全县有初高中、小学校二百多所，公办教职员工一千三百多人，在校学生三万多人，

达到了社社有中学，队队有小学，已经基本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 ．

卫生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卫生院、所遍布全县。县有医院一所，医务人员三百多人，床

位二百多张。县直机关还有卫生所十七处，医务人员四十五人。镇和公社有卫生院十四处，

大队有卫生所一百三十处，社队共有医务人员四百八十人。

· 4 ·



方正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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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XINGZHENGQUHUA ZIRAN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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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正 镇
FANGZHENGZHEN

镇政府驻地：方正城镇



方正镇概况

方正镇为方正县人民政府驻地，地处方正县中心。北与松南公社毗邻，西部南部为德善

公社，东邻伊汉通公社。全镇总面积为十六平方公里。镇内为六平方公里(东西长四公里，

南北宽一点五公里)。城区划分五个街道办事处，下属二十三个居民委员会，一百零五个居民

组。有四个生产大队，下属十六个生产队，有四个自然屯。全镇人口三万零八百五十九人。

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余为满族，朝鲜族和回族。镇人民政府驻地在中央大街东路

北。

方正镇地势东南高，海拔一百二十四公尺，西北低，海拔一百一十二公尺。属于大陆性

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为摄氏二点三度，一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二十度，七月份平均

气温为摄氏二十二度。全年无霜期为一百二十九天，降雨量五百至六百五十毫米。该镇为方

正县交通枢纽，除哈同(哈尔滨至同江)，方庄(方正县伊汉通公社至辽宁省庄河县)公路，

由镇内通行外，与周围各县及县内各公社之间都有公共汽车往来，交通堪称方便。

方正镇始建于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因城北有方正泡而得名，老城面积为二点二平方

公里(东西长二公里．南北宽一点一公里)，设东，西，北．西南，东南五门。解放初期设第一区政

府，一九五六年改为方正镇，一九五八年建立方正镇人民公社，一九八。年又改方正镇人民

政府。

解放前，方正镇街道狭窄，雨天泥泞难行。解放后，在东西走向的中央大街，修了渣油

路面，南北头道街铺了砂石，并开辟了南，北二道街。南北走向有团结路．文化路，方通路．

农林路，奋斗路、东郊路，西郊路。在街路之外还有一百四十九条胡同，通往各个居民组。

方正镇是方正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解放前只有几家私人开设的烧锅，油坊，杂

货铺．中药店，打铁炉及加工厂。现在已发展有农机修造．电器，麻纺，造纸、酿造，油脂

化工、塑料，印刷、食品、汽车修配，五金，木材加工，木器，皮革等二十几个工厂。镇，

街工业发展较快，有工业总厂，综合厂，汽水厂．工程队以及街办工业十九处。现有职工四

百七十一人，一九八。年总产值一百零九万五千元。

全镇有耕地面积九千四百一十四亩，种植玉米，大豆，水稻及蔬菜。其中蔬菜种植面积

为一千七百五十一亩。粮食亩产已由解放初期的一百一十斤，建社初期一百二十五斤，八。

年提高到四百四十斤。一九八。年粮豆总产量二百八十四万斤，蔬菜总产量为一千零二十八

万斤。

解放前镇内只有小学三所，学生八百余人。现已发展到中小学七所，学生七千多人。镇内

设有广播站，文化馆、电影院．剧院、职工俱乐部、灯光球场等。 解放前镇内只有六家中药

铺，一处卫生所。现在有县、镇办的医院各一所，均是分科治疗，共有床位二百五十张，医护

人员三百八十七人，还有卫生所七处，卫生员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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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街长3．250米，街道宽10米．是方正镇主要繁华街道

两侧驻有县政府，镇政府．百货商店．银行、旅社．饭店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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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号

l

2

3

4

5

6

7

8

9

10

1l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l

22

23

24

25

26

27

， 28

29

标准名称
●

方正县

方正镇

方正城镇

前进街办事处

奋斗街办事处

建设街办事处

胜利街办事处

东风街办事处

中央大街

南头道街

南二道街

北头道街

北二道街

东郊路

农林路

交通路

文化路

团结路

方通路

奋斗路

西郊路

解放大队

晴天大队

民主大队

庆丰大队

马家屯

忠厚屯

李村屯

娄家屯

·1 3·

类别 汉语拼音 备 注

县 Fangzheng Xian

镇 Fangzheng Zhen

城镇 Fangzheng Chengzhen

街道办事处Qianjinji Banshichu

驻地：方正城镇

驻地：方正城镇

方正县、方正镇驻地

驻地：文化路

街道办事处Fendoujie Banshichu 驻地：中央大街

街道办事处Jianshejie Banshichu 驻地：方通路

街道办事处Shenglijie Banshichu 驻地：交通路

街道办事处Dongfengjie Banshichu驻地：南头道街
街道’ Zhongyang Dajie

街道 Nantoudao Jie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街道

大队

大队

大队

大队

屯

屯

屯

屯

Nan 2一DaO Jie

Bei toudao Jie

Bei 2一Dao Jie

DongJiao Lu

Nonglin Lu

Jiaotong Lu

Wenhua LU

Tuanjie Lu

Fangtong Lu

Fendou LU

Xijiao Lu

Ji efang Dadui

Qingtian Dadui

Mi nzhu Dadui

Qingfeng Dadui

Maj iatun

Zhonghoutun

Li cuntun

Lou jiatun

驻地：文化路东

驻地：中央大街路北

驻地：方通路西

驻地：马家屯

庆丰大队驻地

庆丰大队第三．四队驻地

庆丰大队第一队驻地

庆丰大队第五，六队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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