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 龙 江 省
HEILONGJIANGSHENG

林甸县地名录
LINDIANXIAN DIMINGLU

一

秘密资料注意保存

林旬县人民政府编制

1 9 8 2年l o月



目 录

目录⋯”·⋯”·⋯⋯⋯·”⋯⋯”·⋯⋯⋯⋯⋯一·⋯⋯⋯⋯⋯·”⋯⋯⋯⋯⋯⋯⋯⋯⋯”·⋯l

前言⋯⋯⋯“·⋯⋯⋯⋯⋯⋯⋯⋯⋯⋯⋯⋯⋯⋯⋯⋯⋯⋯“·⋯··⋯·⋯”··”·”⋯⋯⋯⋯4

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

林旬县和林句镇

林甸县地图⋯⋯⋯⋯⋯⋯⋯⋯⋯⋯⋯⋯⋯⋯⋯⋯⋯⋯⋯⋯⋯⋯⋯⋯⋯⋯⋯⋯⋯⋯⋯

林甸县概况⋯⋯⋯⋯⋯⋯⋯⋯⋯⋯⋯⋯⋯⋯⋯⋯⋯⋯⋯⋯⋯⋯⋯⋯⋯⋯⋯⋯⋯⋯⋯l

林甸镇略图⋯⋯⋯⋯⋯⋯⋯⋯⋯⋯⋯⋯⋯⋯⋯⋯⋯⋯⋯⋯⋯⋯⋯⋯⋯⋯⋯⋯⋯⋯⋯

林甸镇概况⋯⋯⋯⋯⋯⋯⋯⋯⋯⋯⋯⋯⋯⋯⋯⋯⋯⋯⋯⋯⋯⋯⋯⋯⋯⋯⋯⋯⋯⋯⋯4

地名⋯⋯⋯⋯⋯⋯⋯⋯⋯⋯⋯⋯⋯⋯⋯⋯⋯⋯⋯⋯⋯⋯⋯⋯⋯⋯⋯⋯⋯⋯⋯⋯⋯⋯9

东风公社 ．

东风公社概况⋯⋯⋯⋯⋯⋯⋯⋯⋯⋯⋯⋯⋯⋯⋯⋯⋯⋯⋯⋯⋯⋯⋯⋯⋯⋯⋯⋯⋯～ll

地名⋯⋯⋯⋯⋯⋯⋯⋯⋯⋯⋯⋯⋯⋯⋯⋯⋯⋯⋯⋯⋯⋯⋯”⋯⋯⋯⋯⋯一”“一⋯⋯”13

花园公社

花园公社概况⋯⋯⋯⋯⋯⋯⋯⋯⋯⋯⋯⋯⋯⋯⋯⋯⋯⋯⋯⋯⋯⋯⋯⋯⋯⋯⋯⋯⋯⋯15

地名⋯·”⋯”·⋯⋯⋯⋯⋯⋯⋯⋯⋯⋯·”⋯⋯⋯⋯⋯⋯⋯⋯⋯⋯⋯⋯⋯⋯⋯⋯⋯⋯⋯17

红旗公社

红旗公社概况⋯⋯⋯⋯⋯⋯⋯⋯⋯⋯⋯⋯⋯⋯⋯⋯⋯⋯⋯⋯⋯⋯⋯⋯⋯⋯⋯⋯⋯”·2l

地名⋯⋯”·⋯⋯⋯⋯⋯⋯⋯⋯⋯⋯⋯⋯⋯⋯⋯“·“·⋯⋯⋯⋯⋯⋯⋯⋯⋯⋯⋯⋯⋯⋯23

三合公社

三合公社概况⋯⋯⋯⋯⋯⋯⋯⋯⋯⋯⋯⋯⋯⋯⋯⋯⋯⋯⋯⋯⋯⋯⋯⋯⋯⋯⋯⋯⋯⋯27

地名⋯”··”“·”··⋯⋯⋯⋯⋯⋯·⋯⋯⋯⋯⋯⋯⋯⋯⋯⋯·“⋯⋯⋯⋯⋯·”·⋯⋯⋯⋯···29

四合公社

四合公社概况⋯⋯⋯⋯⋯⋯⋯⋯⋯⋯⋯⋯⋯⋯⋯⋯⋯⋯⋯⋯⋯⋯⋯⋯⋯⋯⋯⋯⋯⋯33

地名·”·”·”⋯⋯⋯⋯⋯⋯”⋯⋯⋯⋯·“·⋯⋯⋯⋯⋯⋯”⋯⋯⋯⋯⋯⋯⋯⋯⋯⋯⋯⋯·35

宏伟公社

宏伟公社概况⋯⋯⋯⋯⋯⋯⋯⋯⋯⋯⋯⋯⋯⋯⋯⋯⋯⋯·”⋯⋯⋯⋯⋯⋯⋯⋯⋯⋯⋯39

地名·””·一⋯⋯⋯⋯⋯⋯⋯⋯⋯⋯⋯·”··········”⋯⋯⋯⋯⋯”····”·⋯“····”·⋯”·”·41

· l ·



东兴公社

东兴公社概况⋯⋯⋯⋯⋯⋯⋯⋯⋯⋯⋯⋯⋯⋯⋯⋯⋯⋯⋯⋯⋯⋯⋯⋯⋯⋯⋯⋯⋯⋯45

j{毡名⋯⋯⋯⋯⋯⋯⋯⋯⋯⋯⋯⋯⋯⋯⋯⋯⋯⋯⋯⋯⋯⋯⋯⋯⋯⋯⋯⋯⋯⋯⋯⋯⋯⋯47
⋯

’

隆山公社
一

。‘

。“‘：

隆山公社概况⋯⋯⋯⋯⋯⋯⋯⋯⋯⋯⋯⋯⋯⋯⋯⋯⋯⋯⋯⋯⋯⋯⋯⋯⋯⋯⋯⋯⋯⋯51

地名⋯⋯⋯⋯⋯⋯⋯⋯⋯⋯⋯⋯⋯⋯⋯⋯⋯⋯⋯⋯⋯，⋯⋯⋯⋯⋯⋯⋯⋯⋯⋯⋯⋯⋯53

黎明公社

黎明公社概况⋯⋯⋯⋯⋯⋯⋯⋯⋯⋯⋯⋯⋯⋯⋯⋯⋯⋯⋯⋯⋯⋯⋯⋯⋯⋯⋯⋯⋯⋯55

地名⋯⋯⋯⋯⋯⋯⋯⋯⋯⋯⋯⋯⋯⋯⋯⋯⋯⋯⋯⋯⋯⋯⋯⋯⋯⋯⋯⋯⋯⋯⋯⋯⋯⋯57

第二部分农林牧渔场

原种场

原种场概况⋯⋯⋯⋯⋯⋯⋯⋯⋯⋯⋯⋯⋯⋯⋯⋯⋯⋯⋯⋯⋯⋯⋯⋯⋯⋯⋯⋯⋯⋯⋯59

地名⋯⋯⋯⋯⋯⋯⋯⋯⋯⋯⋯⋯⋯⋯⋯⋯⋯⋯⋯⋯⋯⋯⋯⋯⋯⋯⋯⋯⋯⋯⋯⋯⋯⋯79

银光奶牛场

银光奶牛场概况⋯⋯⋯⋯⋯⋯⋯⋯⋯⋯⋯⋯⋯⋯⋯⋯⋯⋯⋯⋯⋯⋯⋯⋯⋯⋯⋯⋯⋯6l

地名⋯⋯⋯⋯⋯⋯⋯⋯⋯⋯⋯⋯⋯⋯⋯⋯⋯⋯⋯⋯⋯⋯⋯⋯⋯⋯⋯⋯⋯⋯⋯⋯⋯⋯79

长青林场

长青林场概况⋯⋯⋯⋯⋯⋯⋯⋯⋯⋯⋯⋯⋯⋯⋯⋯⋯⋯⋯⋯⋯⋯⋯⋯⋯⋯⋯⋯⋯⋯63

地名⋯⋯⋯⋯⋯⋯⋯⋯⋯⋯⋯⋯⋯⋯⋯⋯⋯⋯⋯⋯⋯⋯⋯⋯⋯⋯⋯⋯⋯⋯⋯⋯⋯⋯79

林旬县渔场

林甸县渔场概况⋯⋯⋯⋯⋯⋯⋯⋯⋯⋯⋯⋯⋯⋯⋯⋯⋯⋯⋯⋯⋯⋯⋯⋯⋯⋯⋯⋯⋯65

j}IiI：鲁····························⋯⋯···········。······⋯···⋯⋯·····⋯······················⋯····-79

新兴畜牧场

新兴畜牧场概况⋯⋯⋯⋯⋯⋯⋯⋯⋯⋯⋯⋯⋯⋯⋯⋯⋯⋯⋯⋯⋯⋯⋯⋯⋯⋯⋯⋯⋯67

地名⋯⋯⋯⋯⋯⋯⋯⋯⋯⋯⋯⋯⋯⋯⋯⋯⋯⋯⋯⋯⋯⋯⋯⋯⋯⋯⋯⋯⋯⋯⋯⋯⋯⋯79

育苇：场

育苇场概况⋯⋯⋯⋯⋯⋯⋯⋯⋯⋯⋯⋯⋯⋯⋯⋯⋯⋯⋯⋯⋯⋯⋯⋯⋯⋯⋯而⋯⋯⋯69

地名⋯⋯⋯⋯⋯

· 2 ·



巨浪牧场概况

地名⋯⋯⋯⋯

八一。四三部

地名⋯⋯⋯⋯

第四牧场慨况

地名⋯⋯⋯⋯

企业单位⋯⋯

地名⋯⋯⋯⋯

事业单位⋯⋯

地名⋯⋯⋯⋯

县内主要公路

地名⋯⋯⋯⋯

岛屿⋯⋯⋯⋯

土岗⋯⋯⋯⋯

沼泽地⋯⋯⋯

亮子⋯⋯⋯⋯

泡子⋯⋯⋯⋯

岛⋯⋯⋯⋯⋯

公社，生产大

公社新旧名称

生产大队新1日

林甸镇街道，

自然屯(村)

索引⋯⋯⋯⋯

『 ，j

㈠ 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d咚—k

日fJ青。

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人民

日常生活都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加强地名管理，便于各单位使用，特依据一九八一年全县地

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这部《林甸县地名录》。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79)305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名工作会议精神，从

一九八一年五月初起至十月底止，以六个月时间完成的。先后对全县行政区划，自然村镇，

人工建筑和自然地理实体等各类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和标准化处理，并完成了卡、表，文、

图四项成果的编写，标绘任务。从而整理出我县有史以来第一套全面，系统，准确的地名资

料。

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是在县地名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由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具体组织实

施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吉瑞彬同志任领导小组组长，县政府办公室，民政科等单位负责人

彭长林，王洪禹同志任副组长，县体委张玉智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有关部，委，科，局的李

春德，高增福，赵景兰、傅洪仁，单景良、王恩斌、李秀武，杨廷新等同志为办公室工作人

员。并聘请郑大魂、陈序、张德新等有文史，地理，测绘知识的同志协助办公室工作。普查 期间全县各社，场和外地驻寨单位也成立了相应机构。整个普查过程大体分为进行思想，组

织和物资准备，通过试点培训业务骨干，以社、场为单位进行全面普查，全县普查成果汇总

整理并进行全面标准化处理，县领导小组验收总结和接受省，地验收审核等五个步骤。

由于领导重视，组织健全，措施得力，使这次地名普查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统

计，全县普查的地名总数795条，其中政区141条，村镇534条、专业单位89条，人工建筑7

条，地理实体24条。共填写卡片3，180张。在标绘标准地图中，校正了图上名称与标准名称不

一致的地名175条，图有实无的地名157条，图上遗漏的地名36条，图上方位与实地不符的地

名2条，新增补的地名71条。在标准化处理中，先后对62个无名，重名和含意不好以及文革

期间乱改的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公社名称4条，大队名称34条，

自然屯名称24

条。经反复检查验收，整个普查成果基本上做到符合规定，达到标准。

本册《林甸县地名录》共分六部分，收录了全县地名795条，全县和城镇地名图各一份，

地名概况2l份和有关地名照片，并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和地名索引等内容(所引数据截止八

一年十月底)。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等未能编入。如需了解使

用，可查阅地名卡片等资料。 编辑此册地名录的人员有张玉智，李春德、高增福，赵景兰等。摄影张玉智。在编辑过 程中，县文化科，县第三中学，县科协和东风公社等单位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在此一并表 示感谢。 由于缺乏编辑工作经验，加上时间短促，本地名录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希各使用单位多 提意见，以便使其不断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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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甸县概况

林甸县概况

林甸县位于黑龙江省中西部，属嫩江地区行政公署。北与富裕县接界，南与大庆市，安

达县相连，东与依安，明水，青冈县接壤，西与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齐齐哈尔市毗

邻。

全县总面积3，825平方公里，人口220，617人，有汉，蒙，满，回、达斡尔、朝鲜等民族。

全县共有九个公社，一个镇，126个生产大队，735个生产队，521个自然屯，县直属农

林牧渔场6处，省，大庆市和解放军办的农牧场3处。县人民政府驻林甸镇。座落在北纬

47。lo 7，东经124。5l 7位置上，距省城哈尔滨市275公里。

一八七八年前，本县境内一片荒凉。以后有姓祁的农户来此，在现在的县城东门外开

店，称为大祁家店。一九O六年(光绪32年)由于人口增多，祁家店一带划为东集镇，隶属

安达厅管辖。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林甸设治局，民国六年(1917年)升为林甸三等县

缺。“林甸，，一名，系据城北三十余里有姓林者开店，称之林家店，又因境内多有草甸，设

县时避俗就雅而得。

林甸县地处松嫩平原北部，地势东北略高，地形缓缓向西南倾斜，地域平坦宽阔，境内

无山岭丘陵。因受蒙古风沙影响，西部地表形成起伏的条状沙丘。全县多为

����x



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旬县概况

公里，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初步得到改善。特别是流经本县东部的北部引嫩工程总干渠，对东

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林甸县工业发展较为迅速。解放前只有铁匠炉木匠铺等小手工业作坊。建国后，自力更

生，因地制宜办工业，先后建立了农机、农具，电机、铝制品，针织，印刷、食品，制酒，

造纸，木工、皮革、五金，服装，制鞋、建材、磷肥，制糖，乳品等工厂。一九七七年建成

的现代化制糖厂，日处理甜菜达七百吨，促进了本县甜菜作物的迅猛发展。制鞋厂经过改造，

现年产40万双民用鞋，产品畅销国内各地，部分出口。磷肥厂从管理到产品都达到全国同行

业的先进水平，曾多次受到化工部和国务院的表彰。日处理鲜奶二十吨的乳品厂，目前正在

兴建中。

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林甸镇有通往明水县，富裕县和齐齐哈尔市的公路干线，有地方

公路与滨洲铁路线上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以及富裕、安达、依安等县沟通，县内公路四

通八达，为繁荣经济提供了方便条件。

林甸县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解放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二十三所小学I一处简陋。

的县病院和几家私人诊所。现在全县已拥有中小学校239处，教师2，533人，在校学生5l，072

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医疗事业，现在已有设备较齐全的县级医院二处，

防疫站一处，公社级卫生院10处，大队卫生所130处，医护人员400人，病床270张，为防病治

病提高全县人民健康水平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林甸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全县工业主要集中于此。镇内设有中学四

所，小学六所，少年业余体校一所。县医院，中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一处，以及书

店、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影剧院、人民体育场等文教卫生设施。为缅怀革命先烈，县

人民政府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在体育场正南方重新修建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一座，上面刻有

为解放林甸献身的烈士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全县人民奋勇前进。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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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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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甸镇概况

林甸镇概况

林甸镇是林甸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南与东风公社相接，西与红旗公社为邻，东

和北部与宏伟公社接壤。有四条灌溉和排涝干渠横贯全境，明海，林泰等公路均从镇内穿

过，是沟通全县城乡和邻近市县的枢纽。全镇有耕地面积20，327亩，人口35，989人，5个生产

大队，26个生产小队，8个自然屯。城内划分四个街·东南街，东北街，西南街，西北街，

24个居民委，298个居民组。全镇地势平坦，为黑钙土质，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全镇总面积

为20平方公里。

林甸镇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光绪三十二年(一九O六年)，有一户姓祁的汉族人

在现在的实验大队所在地开店，名为大祁家店。光绪三十三年改大祁家店为东集镇，隶属安

达厅管辖。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十月初，改设为东集镇稽垦局，仍归安达厅管辖。民国

三年(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改设林甸设治局，隶属龙江道管辖，并于同年在大祁家西划建了

林甸镇。一九四六年解放后，林甸镇先后称为第一区，林甸镇人民公社，林甸镇人民政府。

本镇贯彻以蔬菜生产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经济比较繁荣。一九八一年蔬菜总产1，120万

斤，保证了全镇人民生活需要。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很快。镇属全日制小学四所，共有学生3，500人，教职员工176人。卫

生院一所，医务人员38人，大队卫生所5处，医务人员lO人，为全镇人民就学就医提供了良

好条件。

t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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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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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镇人民政府

· 6 ，



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甸镇概况

图为林句县城东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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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甸镇概况

图为林匈县城两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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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行政区划和村镇林甸镇概况

卡号标准名称

l 林甸县

2 林甸镇

3 林甸镇

4 东北街

5 西南街

6 东南街

7 西北街

8 雄伟大队

9 山东屯

lO 实验大队

11 大祁家店

12 马大家

13 杨炮台

14 工农大队

15 发明大队

16 张树坊屯

17 创造大队

18 马木匠铺

19 陆家园子

20 林甸镇砖厂

2l 林甸镇苗圃

22 林甸镇畜牧场

汉语拼音 类剐 备 注

Llndi矗n XiAn

Llndian Zhen

LIndiAn Zhen

D6ngb荟i Ji6

Xin矗n Ji邑

D6ngn矗n Ji否

Xib苓i Jie

Xi6ngw否i Dadui

Sh蚕ndOng Tnn

Shiy矗n DAdul

Daqiji氖DiAn

M百dAji巨

Y磊ngp矗o t矗i

G6ngn6ng D矗dul

F磊ming DAdul

Zh磊ngsh矗f吞ng Tnn

ChuAngz矗o DAdui

M五mdjiangPd

L臼ji矗yu矗nzi

LIndianzh色n Zhua n ch夏ng

Lindi鱼nzh色n Mi磊opn

LindiIanzhen X矗m矗ch五ng

23 朱家窑 Zh讧ji互y丘。 屯

驻地t林甸镇

驻地：林甸镇

林甸县、林甸镇人民政府

所在地

驻地。东北街三委三十=组

驻地：西南街一委五组

驻地。东南街三委五十一组

驻地。西北街三委二十三组

驻地。东北街三委十九组

雄伟四队所在地

驻地t大祁家店

实验大队所在地

实验三队所在地

实验五队所在地

驻地；东南街三委三十二组

驻地：西北街六委六十六组

发明四队所在地

驻地：西南街四委三十四组

创造一队所在地

创造五队所在地

新建点

新建点

驻地：朱家窑

林甸镇畜牧场所在地，直属

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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