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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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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民政府遵照国务院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地

名普查工作的指示，自1 982年3月对全市地名进行普查，至1 983年9月经

中国地名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委员会联合验收合格。金市共普

查地名20，5 l 3条。按地名类别划分有行政区划、居民地和具有地名意义

．的企事业单位名称15，『392条；各专业部门使用名称364条；名胜古迹、游

览地、纪念地和人工建筑物名称207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550条。按

语种划分，有汉语地名13，953条，少数民族语地名6，560条。其中蒙古语

‘地名6，508条，满语地名17条，藏语地名32条，朝鲜语地名2条，契丹语地

名1条。经过普查发现，在地名现状中，存在着重名、语种不清，一名多

写，一地多名、随意更改和少数民族语地名谐音转意、失音失真等现象。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由市和各旗县区人民政

府对金市地名进行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全市有重名苏木、乡、镇30

条，已更名17条，保留原名1 3条；重名嘎查、村34l条，已更名195条，

．保留原名146条。恢复原苏木、乡，镇名称9条，恢复原嘎查，村名称22

条。对无名的35个居委会，8个居民区和105条街路，283条胡同进行

了正式命名。对703条谐音转意地名进行了正音正字处理。’

《赤峰市地名志》分册是《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十三个分册之一．

’本书的编辑工作，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编纂地名志的决

定和自治区地名委员会制发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编辑出版方案》，

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于l984年3月由赤峰市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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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l 985年1 2月定稿。全书收录金市嘎查、村以上行政区划名称2，962

条，·街路名称45条，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业事业单位名称1 21条，交通

水利电力设施名称86条，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名称43条，自然

地理实体名称101条。本书所收录的地名词条力求准确地反映全市城乡

全貌和特征、经济和社会状况、文化风物、名胜古迹、山川河流的历

史和现状，使之成为各行各业广泛应用的法定工具书，为经济建设和

政权建设服务。 ；

书中收录的嘎查、村词条中的各项数字是地名普查时调查的数字，

苏木、乡、镇以上的各项数字是l 984年末统计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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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民政府

关于施行赤峰市标准地名的通知

赤政发(1986)63号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驻赤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

行规定》，对我市嘎查、村、居委会以上行政区划名称进行了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已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现

公布施行。 ?

经过标准化、规范化处理的地名具有立法性。今后，我市地名用

字、译写、拼读，一律以《赤峰市地名志》和各旗、县、区《地名志》

所公布的标准地名三种文字书写形式为准。各地区各单位都要认真施

行全市标准地名，不得随意更改。嘎查、村、居委会以上行政区划名

称，确需更改的，必须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规定的审

批程序，报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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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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