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

黑龙江省
1}{El LoNG J!^j《G。缒E卜；G

麟
S强蹬ANG

。一■‘t

L．嘏邈，强露裁鹩啦啦A，威鲮黪黼噼
，，。。。

：

：

1j
· 姻鸢膏纂_{||爨



黑龙江省标准化地名资料汇编

黑 龙 江 省
HEILONG儿ANGSHENG

双鸭山市地名录
SHUANGYASHANSHI DIMINGLU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政府

1 9 8 3年4月



发给。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编号。 0 2 7 2号

印刷册数：

页 数：

承印单位：

印刷日期：

4 0 0

1 0 3

册

页

北京市和平里印刷厂

1 g 8 3年4月



箭 孝
只IJ 百

遵照国务院关于开展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指示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我市从一九八。年

八月七日至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深入地开展了地名普查工作。并按照《全国

地名普查若干规定》进行了地名标准化，规范化处理。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双鸭山市地名

录》。

市委、市政府对地名普查和《双鸭【!I市地铝录》的编写工作极为重视，于一九八O年八

月成立了地名委员会。副市长高学先任主任，矿务局副局长李今，市建委主任卢振邦、市政
．．_mi．一、

府办公室主任刘宝琛、民政局局长傅洋任副主任，市规划局，城建局、公安局、邮电局，教

育局，档案局、人武部，双鸭山林业局、双鸭山农场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同志为委员。下设

办公室，市规划局剐局长金其远任主任、张水昌同志为副主任，成立了专门班子，配备了强

有力的工作人员，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进行。 ．

本地名录共收集地名584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81条，驻地名称259条，自然地理实体名

称79条，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包括矿，厂，场，站、台和独立存在的单位名称)141条，

古遗址名称5条，主要人工建筑物名称19条。对327条地名进行了更名和命名。从此，结束了

我市长期以来一部分地方没有命名和局部地区地名混乱的局面。

本地名录还绘制了双鸭【U市行政区划图和五个区的平面略图。这些图是根据省测绘

局1：5万，1：1万地形图绘制的，只反映普杏当时的现状，不做今后划界的依据。 ．

本地名录中所引用数字，均系一九八一年《双鸭山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内的数字。

参加地名普查和编写《双鸭山市地名录》的工作人员有；普查工作人员张喜全，刘普

生、刘起名、刘勇、李义仁，陈秀玲，尹国清，赵铁石、曲淑杰，黄权恒等同志，绘制地图

人员陈景忠、王建华，陈丽杰，撰写地名录工作人员孙永贵，刘恒喜、段常新、陈景忠，汉

语拼音人员姬丽莎，白桂芝，袁淑英，戴凤兰同志。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缺乏专业知识，疏漏差错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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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驻地：新兴大街东侧



双鸭山市概况

鸭山市概况

。

双鸭山市位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东北500公里。东与宝清县接壤，西南与桦南县相

连，北与集贤县毗邻。市人民政府驻在尖山区内。

全市土地面积1，614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81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50．6％，荒山面

积26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16．6％，草原河流面积6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4．1％，可耕地面积

251平方公里，占总面积15．5％，城建面积5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3．2％，其它面积160平方

公里。
’

‘一九八一年末，全市总户数88，923户，总人口40l，934人。其中l汉族394，434人，占总

人口的98．13％，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回族占1．85％，赫哲族、锡伯族、壮族，侗族，

布依族等占0．02％。
‘

城乡人口比例为：城市占82．74％，农村占17．26％。全市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人

口246人。全市共辖5个区，21个街道办事处，218个居民委员会，3个郊区人民公社，51个

生产大队，101个生产队，9 7r个自然屯。全市境内有；‘中央直属单位双鸭山市邮电局，中国

人民银行双鸭山市支行，省属单位有：双鸭山矿务局，双鸭山林业局、双鸭山农场，一一。

煤田地质勘探队，会钢留守处，双鸭山铁矿、省冶金矿山建筑公司，双鸭山市林业局、双鸭

山市气象站。 t·

．双鸭山名称来历：一九四。年前，这里没有真正的地名，集贤一带人们称这里为“山

里’’。“矿山，，，一九四一年后，有人发现在尖山东北部4公里处，座落着一对形似卧鸭子

的山峰，便把这里俗称双鸭子山，一九四七年矿务局成立时，便以双鸭山命名。

双鸭山市历代建置沿革：

早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块疆土为肃慎所辖。汉代为挹娄管辖；北魏时隶属勿吉国；隋

唐时隶属黑水袜羯统辖，宋，辽时期属生女真人之越里吉部所辖，金代属上京路下辖之胡里

改路管辖，元代属水达达路下辖之胡里改万户府所辖，明代属奴儿干都司管辖，清代属宁古

塔将军属下三姓(今依兰)副都统所辖之富锦协领衙门管辖。一九一O年(宣统二年)分设

东北路各县后，此地属吉林省临江府(现同江县)富锦县管辖。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富

锦县设立警察所，划分六个区，此地隶属富锦县第五区(今集贤县)管辖。一九四六年集贤县独

立建制后，隶属集贤县管辖。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经省政府批准，正式成立双鸭山矿区人

民政府，隶属省政府领导。一九五六年五月，经国务院批准将矿区改为双鸭山市，隶属黑龙

江省直辖。一九五八年隶属合江专员公署。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经省报请国务院批

准，将集贤县(包括笔架山，=九一农场)划归双鸭山市管辖。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根

据国务院决定将集贤县(包括笔架山，二九一农场)从双鸭山市划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

七日(“文革"中)建立双鸭山市革命委员会，属省直辖。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将双鸭

山市革命委员会改为双鸭山市人民政府。

叫一名





双鸭山市概况

亩，其中s粮食面积186，800卣，占总面积52．55％，大豆播种面积76，942亩，占总面积

21．65％，蔬菜播种面积34，334亩，占总面积9．66％，粮食总产量2，639万市斤，平均亩产

14l市斤，全年农业总产值2，234万元，比建国初期增长13倍。农业机械化有了较大发展，一

九八一年末，．全市有农业机械动力44，100马力，其中郊区公社20，705马力，大，中型拖拉机

306台，其中郊区公社152台，手扶拖拉机117台，其中公社89台，载重汽车86台，其中郊区

公社44台，大中型配套机引农具1，238台，其中郊区公社297台，全年实际机耕面积242，489

亩，占可机耕地面积的73．2％，农田水利建设有较大发展，修建小型水库6座，其中郊区公

社3座，．电机井98眼，其中郊区公社9l眼，有效灌溉面积30，245亩，郊区公社收入867万元，

其中工副业收入534万元，平均人收入77元。
’

一

交通运输。有铁路佳富线和通往全市各区和矿区铁路网以及城乡公路网，每天都有通勤

火车和客运汽车，市内主要公路有15条，全长306公里，其中专用公路204公里，桥梁29座

809米，其中永久性桥14座474米。一九八一年末，全市共有各种汽车l，752台，其中大、小．

客车317台。

文教卫生事业：一九八一年末，全市共有文化事业单位58个，其中。电影放映单位51

个，全部职工505人，各类学校167所，其中；工学院1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普通中学50

所，小学校113所，全部教职工6，972人，卫生事业单位158个，其中。综合性医院21个，全

部卫生技术人员3，“O人，病床l，764张。

商业，饮食业；一九八一年末，全市有商业机构l，811个，其中。零售网点175个，全民

所有制网点158个，集体所有制零售网点202个，个体商业1，384个，全部人员9，808人，其

中。全民所有制5，668人，集体所有制2，521人，个体商业l，613人，活跃了城乡市场，促进了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双鸭山市的历史，是祖国光辉历史的一部分。追溯到解放前的一九三一年，东北沦陷

后，东北抗日联军曾利甩附近山地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根据已经发掘牡来的革命历史文

物和当年曾经在此地参加过抗日斗争的老同志介绍，当年李延禄，李延平同志领导的抗联第

四军和李景荫同志领导的抗联独立11师，经常活动在大叶沟，八道坝和七星砬子一带，有力

地打击了日伪军的讨伐和扫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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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山 区

驻地：新兴大街西侧



尖山区简介

尖山区简介 ／

尖山区是双鸭山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东与四方台区接壤，西与安邦公社毗邻，南与岭东

区相连，北与集贤县福利镇交界。全区土地面积98平方公里。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中心。一九八一年末，全区境内有：中央直属单位双鸭山市邮电局，中国人民银行双鸭山

市支行’省属单位有双鸭山矿务局，双鸭山林业局，一一。煤田地质勘探队；所辖街道办事

处6个，居民委员会63个。总人口107，773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8．45％，蒙古族占0．05％，

朝鲜族占o．62％，满族占O．6％，回族占o．26％，赫哲族、锡伯族占O．02％，外国人入中国

籍5人，外国人1人。 ，，

’尖山区名称来历：在尖山区政府驻地西南约3公里处，有一座很尖的山峰，人们俗称尖

山子，故此而得名。

尖山区形成比较早。解放前，这个地方仅有几十户散居农民，隶属富锦县五区(即集贤

县)，解放后，在南小市一带居住了几十户居民，形成了一个自然屯，取名富安屯，一九吗

九年，双鸭山矿务局由岭东迁至尖山后，人口逐渐增加，于一九五三年秋成立了富安村政

府，隶属集贤县，一九五四年七月改称尖山区公所，隶属双鸭山矿区人民政府，一九五六年

七月改称尖山街道办事处，隶属双鸭山市，一九五七年四月改称尖山经济区，一九六一年

二月改称尖山分社’一九六八年三月改称尖山区革命委员会I一九八。年八月经上级批

准，正式成立尖山区人民政府。．

尖山区境内主要山峰有：老秃顶山、大西山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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