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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县地名录》是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

海林县地名普查，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精神，1981年二月正式开展工作，至

1981年末，历时十个月，对全县四个镇、八个公社，三个林业局，一个国营农场、一个国营

种奶牛场的地名进行了全面普查，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重名、近似音大队名称更改了26

条，对1。5万地形图上名称与实地不一致的226条、图上有名而实际已不存在的名称22l

条、图上朱标而实际存在的名称304条、图上错标的名称28条，均予标注清楚或加以更正，

对一些含义不好的名称进行了更改，搞清了地名的语种、来历和含义。例如“海林’’，系满

族语言，意为“榆树’’。但还有个别地名的语种及含义尚未搞清，有待进一步考查。普查工

作中，抄写地名卡片3，80l张(约150万字)，标注地形图二份82张(约4万字)，填写地名

成果表三份，编写概况材料87份(约5万字)。在完成上述成果中，记录整理卡片草稿约

100万字，概况材料约10万字。

本册地名录共收地名1，267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21条，自然村(镇)，街道名称

33l条(包括驻地名称176条)，独立存在专业部门及驻县企事业单位名称283条，重要人工

建筑物、古迹名称93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339条。概况材料24份。附海林县地图、海林镇平

面图各一张，照片64幅。并附有更名大队新旧名称对照表。本书所列各种数字，除人口数取

自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字以外，均来自各系统及县统计科几年来的统计资料。所附地图

不作划界依据。

这次地名普查，县政府组成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以副县长吴殿臣、卜长青先后任组

长。普查由办公室具体实施。办公室主任由县文化科科长张呈文担任。工作人员有王丛才，

曹洪信、刘毅武、李其山、王清民、蒲振玉、王云杰，陈树栋，李明栋，关世坤，王淑云。

参加本册地名录编辑工作的有张呈文、王丛才、曹洪信、李其山，王清民。

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经验，业务水平有限，必然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希使甩

单位多提意见，以便将来有机会使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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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林县概况

海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隶属于牡丹江地区行政公署。东与林口县、牡丹江市接

壤，南与宁安县毗邻，西靠尚志县，北连方正县，西南一隅与吉林省蝉联。地理座标为北

纬44。027一一45。38 7，东经128。03，一一129。577，图形由东北向西南呈斜长状，总面积9900

多平方公里。人口423，478人，其中汉族占89％，朝鲜族占8％，满族占2．4％，其余为回，

蒙等民族。全县辖4个镇，8个公社。有201个大队，652个生产队，7个街道办事处(不包

括各林业局)，43个居民委员会(不包括各林业局)，自然村屯300个。此外，尚有省地驻

县内企事业单位15个。县政府设在海林镇(北纬44。347，东经129。237)。

海林县历史悠久。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有人类活动，过着原始公社错

的生活。海林县的范围在商周时代属肃慎。西汉及晋代属挹娄。北魏属勿吉安车古部。隋代

属粟末秣鞫。唐代属忽汗州。唐初粟末袜鞫建渤海国，则归上京龙泉府。辽初属东丹国，后

归博罗满达勒部及生女真南境。金初属东京，后划归会宁府南境，再划归率宾府。元初属南

京万户府，后归合兰府硕达勒达路呼尔哈军民万户府南境。明初归奴尔干都司统辖，万历年

间改归窝集部宁古塔路，直到清初。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设宁古塔昂帮章京(驻地在本县旧街公社古城大队，后迁

宁安，再迁吉林)，后改宁古塔将军。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设泰宁县。光绪二十九年

(公元1903年)设绥芬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改宁安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三

月改设宁安县公署。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三月改设宁安县政府。1931年“九一八砂事

变后又改设宁安县公署。以上行政机构虽多经变革，海林范围始终归其管辖。

1945年11月成立新海县，大体管辖现海林县西部，县政府设在海林，隶属于牡丹江省。

1948年新海县与五林县合并成立海林县，县政府设在牡丹江市，管辖范围包括现海林县全

境、现牡丹江市郊区一部分及现林口县西部地区。1948年划归松江省，1954年划归黑龙江

省。1956年三月撤销海林县建制，辖境分归宁安县、林口县、牡丹江市管辖，1962年恢复海

林县，辖区即为现在状况。

海林县的名字系于1948年新海县与五林县合并建县时，由该两县各取一字而来，恰与现

驻地海林吻合。海林系满语“榆树"的汉语音译。

海林县在张广才岭东部，县内山峦重叠，丘陵起伏，向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秒之称。一

般海拔300一一500米。最高山峰为长汀镇境内的老秃顶，海拔1，687米，最低处系牡丹江河
谷地带，该江下游的木兰集海拔为160米。境内大小河流56条。其中最大的有牡丹江，由南

向北流经柴河镇、二道河子公社、三道河子公社，该段长90公里左右。第二条大河为海浪

河，由西向东流经九个公社(镇)，出海林县境不远即汇入牡丹江，全长198公里。其余较

大的有头道河、二道河、三道河、五林河，山市河等，前四条系牡丹江支流，后一条系海浪

河支流。

海林县整个地形由西向东倾斜，上述几条江河两岸形成狭窄的河谷地带或不甚宽阔的?巾

积平原。其中海浪河和牡丹江流域较更宽阔些。耕地、人口多集中于这些河谷地带和平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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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尤以东部为突出。全县耕地面积l，01l，000多亩。土质以暗棕土为最多，约占陆地面

积的88．8％，草甸土约占4．2％，黑土占1．6％，白浆土占1．5％，余为河淤、水积、沼泽

等土壤。全县年降雨量一般为500毫米，最高年降雨量达到670毫米，多集中于七、八、九三

个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60％以上，高的年份可达70％。冬季西部山区降雪较多。气候属

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一般七月份平均气温为21．6℃，极端高温可达35℃，一月份平均气温

一18．6℃，极端低温可达一39．9℃，年平均气温为3℃左右。总的气温山区较低，河谷平原

地带较高，西部较低，东部较高。全年日照平均58％左右，约为2，629小时。无霜期为90天

～一130天左右，初霜期一般在九月中旬，终霜期一般五月中旬。但西部山区初霜略早，终

霸略晚。

海林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建国以来，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现有小型水库ll座，电灌站86个，机灌站1l处，水轮泵站22处，电机井308眼，可灌土

地113，800多亩。全县农村现有链轨、胶轮拖拉机1，398台，机引农具l，453台件，非田问作业

基本实现机械化，田间作业已实现部分机械化。粮食产量1977年奄1980年每年，F均为22，300万

斤，比1957年增长14，ooo多万厅，亩产1977年至1980年平均为302斤，比1957年增长160斤。

农业产值1980年为4l，650多万元，比1952年增长2．1倍，比1957年增长2，300多万元。主要

农作物有玉米，大豆、小麦、谷子、水稻等。城镇附近的生产队经营一定量的蔬菜。经济作

物主要为烤烟，全县烤烟种植面积1980年为9，400多亩，产烟叶26万多斤。

海林县在十几年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一个白酒厂、一个果酒厂、一个砖厂，生

产生活用品全靠外进，故群众称之为“两稀一千三伸手”(两稀：两个酒厂，一千；一个砖厂)。

十几年来，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群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力发腱地方工

业，现已有了冶铁、水泥、机器制造修理、沸石开采，木材加工、纺织、卷烟、食品，酿

洒、玻璃器皿等34家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1980年为6，500多7j．元，比“二稀一于三伸手"

的年&增长6，000多万元。工业产品中的黑加伦子酒、山葡萄酒系省内优质产品，威虎山过

滤嘴香朋、珍宝岛过滤嘴香烟及海林糖果都享有较高声望，畅销全国各地。

海林县属于林区，素有“林海雪原”之称。森林履盖率为56．4％，林木蓄积量为68，197千立

方米。县内驻有海林、柴河、大海林三个林业局，每年可给国家采伐120万立方米木材，营

造15万亩人工林。林区还生存虎、豹、野猪、黑熊、鹿、獐、狍、猞狸，狐狸、水獭、紫貂、黄

鼬、野鸡等野生动物；并有药材、蘑菇、木耳、松、仔、LII野菜等IlI副产品。县内还出产铁矿

石，在二道河子公社境内有省冶金局管辖的铁矿一虚，每年可给国家开采铁矿石6万多吨。

在海林镇北出产沸石，是重要的建筑工业原料。有县办沸石矿一座，每年可开采沸石13万

吨。此外还有石灰石、石英等矿产。

海林县解放前运送物资主要靠经由横道河子，海林、柴河的一条铁路和由海林至火龙沟

的一条铁路。林区尚有部分森林铁路，公路则连一条象样的也没有，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现

在，至火龙沟的铁路已延伸到长汀。哈绥公路(哈尔滨至绥芬河)从境内穿过，该段长64．7公

里，海三公路(海林至三道河子)120公里，环形路(通海林县西南部)74公里。此外，各

公社、镇都修了一些乡间路，县内工矿企业也修了一些短途运输路，交通不便的状况大大改

善。

解放初期全县没有中学，】953年建立第一所巾学，现已增加到50所(其中企业办学32

所)，在校中小学生共达10万多人(其中企业办学的中小学生5万多人)。农村暇级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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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初步形成。全县有医院、卫生院、防疫站、保健站等医疗卫生单位23所，各大队都已有卫

生所或合作医疗站。县城及备镇有电影院、职工俱乐部、文化馆、图书馆、书店，广播站，

农村公社一般都有群众文化站．氽县农村有电影放映队124个。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潘

跃和丰富。

县内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处，即清初宁古塔昂邦章京驻地，距今已三百多年，尚存城

垣残址。海林镇东山有杨子荣烈上墓和纪念馆．每年都有大批游人前来参观、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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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

XlNGZHENGQUHUA ZlRANCUN



海 楂 镇

HAl LlN ZHEN

镇政府驻地：海 林



海林镇概况

诲林镇是海林县县城，地处海林县中部。东与海南公让相邻，南、西、北三面与新台公

社接界。面积为46平方公里。城区在牡丹江市西25公里。地理座标为北纬44。34’，东经129。

237。镇人民政府设在城区南部。辖四个街道办事处，25个居民委员会，7个生产大队，28

个生产队。人口81，527人(包括海林林业局、牡丹江林管局工程公司等单位人口)，95％为

汉族，其余为朝鲜、满、回，蒙等民族，分布在镇内和12个自然村。

省、地驻海林镇的企事业单位计有7个：牡丹江林管硒海林林业局、牡丹江林管局工程

公司、黑龙江省冶金局海林钢铁厂、牡丹江电业局海林供电局、墨龙江省海林县邮电局、牡

丹江地区运输公司海林公司、牡丹江铁路分局潍林火车站。

海林镇地处海浪河及其支流斗银河河谷地带，地势低、F，7t候温和，属温暖半湿润平原

河谷区气候。年平均气温3℃。L月份最高’(温达33．1℃。一月份最低气温一32．1℃。年降

雨量近四年平均450毫米．七月份100．2毫米，一，J份2．9毫米。全年同照近四年平均57．8％。

初霜期九月中旬，终霜期近四年来最早5月4日，最晚6月l旧。

海林的名称来源于海浪河。海浪河流域是满族人繁衍和潘动的地区之～。I}l下游在古代

可能榆树较多，因而满族人称这条河为海浪河。“海浪”为满语“榆树”的音译。海林镇有

人烟时就称为“海林”(也叫过黑林)， “海林”，“翌林”也都是满i*“榆树”的音译。

·5·

’t‘■厅《I
r"







。≈休丝卷朋

『‘1970年建厂，植

县营／亡民所有制。

现行职工600多人，

1981年产烟：i万六

TI六雨多箱，产值

『晒干i百六十一¨J

多元。所厂c威虎III

滤咀烟，珍：i：岛滤

咀烟在市场1≥订较

l裔一i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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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林县水泥

一，1968年建厂，

离县营全民所有

川。现有毋I I：300多

人，年产水_：j芒一万

L干多吨．杯号

iOO号，f』I前正研究

州一Ⅱ提高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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