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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东宁县地名录》是地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它不仅与广

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息息相关，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标准化地名资料，它与外事、新闻，民政、

交通、文教、邮电、城市规划等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东宁县政府根

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按照黑龙江省地名委员会的统

一部署，自一九八O年十月至一九八二年十月，共用两年时间，编纂‘

了《东宁县地名录》。在编纂过程中，对全县的行政区划、企事业单

位、自然实体、名胜古迹以及人工建筑物等名称进行了全面、系统普

查，完成了表、卡、文、图四项成果任务。本地名录共分四大类，收

录各类地名名称1 361条。其中行政名称379条，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

192条，人工建筑名称I 14条以及自然实体等名称676条；概况材料39

份；附有关照片29张，各条地名都经过了规范化、标准化的处理。

《东宁县地名录》的出版，使全县长期遗留的地名混乱现象即将

结束，为今后全县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提供了方便和规范。今后，凡地

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手续。

东宁县略图未经过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在编辑本地名录过程中，承蒙省、地(市)地名办公室同志及省

满语专家穆华骏教授多次给予指导，在此表示谢意。在东宁地名普查

和地名录编纂工作中，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单位还有：绥阳林业局，县

水利、档案、林业、交通、教育、民政、财政、煤炭、统计，外事、

环保局及爱卫办、县志办等部门。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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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缺乏经验，加之业务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

和错误，希望使用单位提出意见，供我们今后进一步完

东宁县政府地名办公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东宁县概况

东宁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与苏联交界，边境线长一百七十六公里，南起山松台靠

吉林省珲春、汪清两县，西北和穆棱县接壤，北至神洞L【J与鸡西市相邻。 地处东经130。197

至131。18，和北纬43。25 7至44。197之间，总面积七干五百二十九平方公里。县政府驻地东宁

镇。下辖两个镇，八个人民公社和十六个国营农，林、牧、鹿、水产养殖场。农村生产大队

149个，另有39个自然村，城镇有两个街道办事处，二十个居民委员会(不包括绥阳林业系

统内的居民委)。总人口177，534人。其中汉族占92．96％，朝鲜族占5．98％，满族占0．92％，

其余为回，蒙、壮、苗、鄂伦春和达斡尔等民族。绥阳林业局位于县内。

东宁县开发较早，据历史文献记载，东宁地区，商周时期为肃慎族活动地区之一，西汉

属挹娄，北魏属勿吉，唐属勃海国率宾府，金属恤品路，元属辽阳行省开元万户府，明属奴

尔干都司司速江卫，清朝为宁古塔昂邦章京所辖，后于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时，属吉

林将军所辖。

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在三岔口设立了招垦局，光绪二十九年(1003年清史稿)在

三岔口首设政府机构绥芬厅，并改招垦局为开垦局。后因交通不便，不久将绥芬厅迁移宁

古塔，留巡检官员驻三岔口施政。宣统元年(1909年)宁古塔改为宁安府，再次设厅于三岔

口，因三岔口位于宁古塔之东，故名东宁厅。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吉林省下设吉长、

滨江、依兰、延吉四个道，同时把归延吉道尹管辖的东宁厅改为县。．“九一八"事变后，东

宁仍属吉林省，一九三四年属滨江省，一九四。年东宁属牡丹江省。一九三九年(康德六

年)日寇为强化边境将县治由三岔口迁到小城子，并同时借县名改小城子为东宁(街)，同

年于北部另建绥阳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苏军进驻东宁，组织了民主政府。一九四死年

四月苏军撤走，五月一日发生中央胡子暴乱，很快被八路军粉碎，恢复民主政府。一九四八

年十月一日东宁、绥阳两县重新合并为东宁县。隶属松江省管，移驻绥芬河。一九五二年县

人民政府南迁到东宁镇。

东宁县地形复杂，境内山峦起伏，支脉众多，沟谷纵横，南北狭长，绥芬河从中部由西

向东贯通，自然割叨成南北两区，是个九山半水、芦分田的山区。县内主要河流有绥芬河、小

绥芬河、沙河子河、细鳞河，三尖磅子河、佛爷沟河等，最大河流绥芬河发源于吉林珲春西

北图门山，从两南方向入境，在县城中部地区和来自北而山区的小绥芬河汇合，逶迤东流，

在三岔口公社新立大队东南侧和瑚布图河汇合流入苏联。缓芬河与瑚廊图河合流处以西的团

山子东和西南关等地属县内最低地域，平均晦拔九十米。县内最高峰通沟岭，海拔1102米，

巍峨耸立在大小绥芬河汇合处的北侧，它连接着万鹿沟以北一带群山，相依着道河东南方面

峻呤，构成一派天然的环型屏障，障下则是一个向东南开口的东宁小盆地，平均海拔一百米

左右。东宁县素有黑龙江省“小江南"之称。气候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地势高差400

米左右，年均温度4．923。最低气温一32℃，最高气温为37℃。年平均降雨量为530毫米。

本表内容按《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附件二“概况”编写提纲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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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宁县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建国三十年来，为国家提供木材七百三十九万立方米，现有

木材蓄积量2，860万立方米，森林复被率为72．3％，野生动物有虎、豹、狼、熊、狐、狍、

獐、鹿，猪，野猪、水獭、紫貂等，地表水资源丰富，年来水总量儿．7亿立方米，水能资源

年开发6万千瓦，水产有细鳞鱼，大蚂蛤鱼、鳍目鱼、滩头鱼，矿藏资源有硫、金、煤，砩

石、石英石、石灰石，耐火土，石墨、水晶矿、铜、铁和叶腊石等，其中煤的藏量十分可观。

解放前，东宁县工业比较落后，仅有几家私营资本开设的面粉、制酒和手工作坊。解放

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先后办起了发电、采煤、采金、砖瓦、水泥、陶瓷，橡胶、铸

造、农机，机械、皮革、酿酒，电器、纺织、粮油加工、印刷等五十多个工业企业。与此同

时，镇，社工业也全面开花。鸡图公路贯通南北，哈绥公路和滨绥铁路横跨东西，乡间公路

四通八达。到八O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三千九百七十万零五千元。与四九年比较，增长五十二

点二四倍。

。东宁县经济以农业为主，建国以来，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很大提

高。现有大型水库两座，机电井167个，有效灌溉面积19万亩。全县有各种拖拉机843台，机

耕率达到62．65％。全县有耕地438，儿7亩，主要作物为玉米、水稻，小麦、大豆、谷子、高

梁等。经济作物主要是烤烟、白瓜籽和向日葵。一九八。年粮豆产量一亿四千五百八十六万

斤，豆类除外，粮食亩产五百一十八斤，交售给国家粮食六千一百九十三万五千斤，比一九

五。年增长四点六三倍。人参、果树，木耳、养蜂、养猪、养羊等多种经营生产发展较快，八

O年农业总产值已达到三千七百四十七万元，与五七年比较，增长九十二倍：

文化、教育、科技和卫生等事业，较建国前更有相当大的发展。解放前，全县无中学，

现在有十七所，现有小学校183所，技工、卫生学校各一所，为建国前的三倍多，农村四级

科研网初步形成。城乡还增设了文化馆、广播站、文工团、图书馆，现有电影院八处，放映

队一百三十七个。县级医院巳由建国时的一所发展到四所和公社级医院八所，床位由建国时

的5张增加到现在的467张，同时设有防疫、妇幼保健院(站)，农村各大队有卫生所，全

县城乡积极开展了防病治病和妇幼保健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县内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建立在东宁镇西山。镇东四公里处，即是渤海“大城子"古城遗

址，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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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与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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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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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县果酒厂车问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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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宁镇政府



东宁镇概况

东宁镇在县境中东部，绥芬河南岸，县政府驻地。原名叫小城子，小城子是与大城子相

对而言。始建于渤海国时期，城墙遗址，巳被建筑物所掩没不见轮廓。1939年日伪统治时期，

实行并屯归乡政策，日本关东军强化国境，将古城三岔口废除，居民被迫移迁到距三岔口20

华里的小城子，由此兴建起来，伪县公署就设在城内名为东宁县，借此而称东宁镇(街)。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街公所为镇内行政机构，划为安宁、大同昭德、钦明四镇，并辖郊区七

个行政村(包括现已归大肚川公社所辖的老城子沟在内)人口只有15，000多。农业人口不及

3千，汉族为大多数。

现在镇辖面积266平方公里，总人口46，224人，农业人口14，540人，19个大队52个生产

队。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谷子，耕地面积44，979亩，平均亩产523斤。

镇所属大队，大部分在绥芬河两岸，部分在近郊南山和河西峡谷地带，属丘陵和盆地地形。

位于北纬43 o一44o之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具有绥芬河流域特殊的景观和物

候，被誉为“黑龙江省小江南”。盛产大杏、葡萄、苹果梨、蘑菇、木耳，还有当地特产的

花生和红薯。“滩头鱼"为东宁镇独特水产，颇有盛名。

东宁镇拥有农用拖拉机147台，农机总动力4480马力。 ．

东宁镇的水利资源丰富。除绥芬河流经本镇外，镇内较大的水利工程“三岔口灌区刀由

镇中央横穿而过，流经一街大队与北水南调灌渠汇流东去。北有引绥芬河水渠一道环城而

流，形成纵横渠网，对发展水田生产极为有利。

镇内有建材、电力、机械、电器、修造、化工、纺织，饮料等工业企业，还有镇办农机

修造，砖、陶瓷、建筑工程和采煤等厂矿。

本镇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只有三所六年制学

校，(汉、日、朝鲜各一所)县级医院只一处，而且不接待平民医疗。现在，县直完全中学

三所，镇属小学四所，县属小学一所，设在镇内。八年制中学三所分布东、西、北三片。大

队都设有五年制小学。县医院，中医院、结核病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均设在镇内，镇属

卫生院也设在本镇。大队都设有卫生所。防病治病十分方便。

镇东4公里处(大城子村)有唐渤海率宾府古城遗址。

12



卡片号 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

I—OO—003 东宁Dongnlng

l一00—004

l—OO—005

l一00一006

l—OO—007

l—OO—008

1一OO—009

1一OO—010

l—OO一01l

1一OO—012

1一OO—013

1一00—014

1一00一015

l—OO—016

l—OO—017

1—00一018

l—OO—019

l—OO—020

1一00—021

1一00一022

1一OO—023

1一OO—024

1一OO—025

1一OO—026

1—00—027

1—00一028

l～00一029

类 别

镇

东宁街道办事处bDa6nnsghnlclhndgjieda。
办事处

中华路

建国路

团结路

东兴路

双泉路

北安路

光明街

河北街

永吉路

永乐巷

三江路

通胜路

长青巷

昌盛街

繁荣街

东风胡同

西江路

怀英街

西山街

健康街

阳春胡同

东升路

幸福路

南山路

率宾路

zhonghu矗lo 街道

jiangu61f, ”

Tu／*njelo ，，

DongXinglO —

shuangquAnlO
—

BelanlO —

Guaingmlngjie —

Hebeijie ，

Yougjllo —

Y6ngleXiang —

SanjianglO —

Tongsheng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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