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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克东县地名录》是根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编纂而成的。

全县地名普查工作从一九八一年初开始，到一九八二年底结束，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

全县一个镇，十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普查及表，卡，文、图四项成果任务。同时根据国务院

《关于地名命名的暂行规定》精神，对地名做了标准化、规范化处理，避免了用同音汉字命

名地名，废止了污辱劳动人民和低级庸俗的地名，县内的生产大队名称不再重复。

这次地名普查的范围是，全县人民公社(镇)，大队，自然村(屯)，企事业单位，人

工建筑，纪念地和名胜古迹等。普查之前，县政府成立了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副县长于兴樾

任组长。并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首先在金城公社进行试点，取得了经验，培训

了骨干。然后召开地名普查工作会议部署地名普查工作。全面铺开后，以公社为单位组织队

伍，采取召开座谈会进行实地普查、查对资料、反复核实等办法，填写卡，表，编写文字概

况。各公社的标图工作以及县属农林牧场，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等，县地名

办组织人力实地普查，整理资料。然后验收各公社地名普查成果，并提出地名标准化处理意

见，履行报批手续。最后又全面审核，报省、地验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地名普查任务。

本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802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171条，居民点名称577条，农林牧

场名称40条，其它企事业单位名称15条，重要人工建筑物名称36条(包括城镇街道)，名胜

古迹、纪念地名称5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4条，县社文字概况13份，县镇地图各1份。为

了便于查找使用，附有地名索引，新旧地名对照表等。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

更替及含意未能编入。本地名录中所使用的各种数字，除人口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成果为

依据，耕地面积以县农业区划办公室一九／k-"年普查成果为依据外，均以县统计科三十年统

计资料汇编以及近几年来各系统年报为依据。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的口径，统一提法，合乎

规范。

本书编辑工作由政府办公室田文祥同志主持，编辑人员有王德人，王常智，高孝武，王

常贺等。标图。高孝武。摄影：向世忠，单兴才。校对。冯广裕，李一经，王金宝。

在编辑过程中，嫩江行政公署地名办同志多次给予指导，县委办，县志办，县档案馆，

统计科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业务水平有限，本地名录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恳请使用单位提出

宝贵意见，使之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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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东县概况

克东县概况

地理位置克东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北纬47。42-一48。167，东经126。01 7--126。39r)，

隶属嫩江地区。东和东北部与北安县交界，西与克山县毗邻，南与拜泉县接壤，北与德都县、

相连。南北长64公里，东西宽48公里，总面积2，083平方公里。县人民政府驻克东镇，距黑龙

江省省会哈尔滨市357公里。

人口和民族全县总人口269，535人。其中汉族265，933人，，满族2，386人，朝鲜族579人，

回族339入，蒙古族279人。此外还有苗族，壮族，达斡尔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

等共19人。人口分布为l城镇34，787人，农村234，748人。辖一个镇，十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包括宝泉镇)，167个大队(公社良种场，畜牧场在内)，804个生产队，574个自然屯，

lO个国营农林牧场。

历代属地及建制唐虞三代属息慎，周为肃慎族(今之满族)居住区域，秦汉时属夫余部

邑娄，南北朝时属勿吉部豆莫娄，隋唐时属秫辐黑水部室韦和豆莫娄，五代、宋，辽(前期

称契丹)为生女真部。金代在此设置了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机构——《蒲峪路》，位于今

金城公社古城大队。元袭蒲峪路屯田万户府，明属奴尔干都司“福余卫一：清属东布特哈辖

区，宣统二年(1910)属讷河厅，民国2年(1913)为讷河县警察第十二区。民国4年

(1915)4月划设克山设治局，7月改为克山县，县城开始设在二克山镇(今克东镇)后移

三站(今克山镇)，此处为克山县第二区。民国17年(1928)初划设克东设治局，同年4月

又迁往德都，改为德都设治局，本地复归克山县管辖。民国18年(1929)复设克东设治局，

并由克山，拜泉，德都等地划拨疆土，确立了县境。1933年日伪时期组建了县公署统治本

地，1945年解放。克东县因后建于克山县的东面而得名。
‘

自然及气候本县地处小兴安岭西麓，东、北两面与小兴安岭支脉相连，山地绵延起伏。

西北部为山地高岗，海拔300米以上，中部和南部属丘陵地带与平川漫岗交错，海拔240一280

米。东部为半山区林地，海拔260～280米。乌裕尔河和润津河两岸地势低洼，平川，海拔230

米左右。全县最高点二克山海拔430米，最低点润津河海拔225米，平均海拔267米。西北部和

东部有天然次生林近lO万亩，共有荒原253，598亩，水域14，000亩。距县城东北2公里处有

两山对峙，名为二克山，系熄火山。山体和周围藏有大量的“火成岩’’和“玄武岩一石，可

制作建筑材料。境内南有润津河，北有鸟裕尔河，两河均为内陆河，水量变化无常，夏季雨

量大时，河水漫溢，春季旱时常枯竭，冬季冷冻时断流。县城东，南、北郊藏有大青石，各

公社及县城一些单位的采石场设在那里。城西产黄沙，白粘土，乌裕尔河产河沙。

全县地属良田沃土，土壤主要分为黑土、暗棕壤土，草甸土、沼泽土，河淤土五类。

本县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温差较大，具有春旱，夏热，秋雨

多、霜早，冬长寒冷的特点。秋冬两季多为西北风，春季多为东南风，年平均风速每秒4米，

历年平均气温1．2。c，最冷(一月)平均气温--21。C，最热(-L月)平均气温22。C，极端最

高气温37．7。C。极端最低气温--37。C。初霜在九月下旬，终霜在五月初，无霜期平均131

天。历年平均日照2738．9小时，年平均降雨量527．5毫米，雨量每年集中在7—8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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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东县概况

农业生产总耕地面积1，422，425亩。其中人民公社耕地面积l，271，236亩。盛产大豆，小

麦，1979年划为省豆麦产区。其它粮食作物有谷子，高粱，水稻、云豆、糜子，玉米等。经济作物

以种植土豆、甜菜、葵花为主，兼种少量的亚麻，线麻、瓜果，蔬菜等。在全县农业结构

中，种植业占69．5％，林业占15．2％，牧业占6．8％，渔业占0．5％。近几年平均每年种植小麦

30万亩，大豆31万亩，玉米zO万亩。1979年粮食平均亩产271斤，总产29，653万斤，向国家

交售粮食11，916万斤，1980年粮食总产24，595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8，048万斤，1981年粮食

总产29，529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0，448万斤。1981年公社三级收入5，752万元。其中农业收

入5，636万元，人均收入135元，平均劳动日值1．67元。

畜牧业主要饲养猪，马，牛，羊和少量的驴，骡，奶牛，鹿。家禽以鸡，鸭、鹅为主，兼养

兔。现有马16，000匹，黄牛10，000头，奶牛l，158头，猪100，000头，绵羊25，000只，奶山羊

9，190只，兔2，000只，鹿550只，家禽250，000只。

渔业以人工养殖为主，全县有养鱼水面1．3万亩，养鱼130万尾。年产鱼50吨。

农副产品也比较丰富。1980年收购橡子4，620担，笤条200吨，蘑菇4，500担，中药材500

多公斤，蕨莱136吨，蚕茧150担，蜂蜜27'4担，鹿茸120斤，有力地支援了四化建设。有些农

副产品为外贸提供了大量货源。常年大宗出口的产品有t大豆，豆饼，云豆、苏子、自瓜籽、

亚麻，蕨菜、蜂蜜、菜牛，莱马，肉兔，貉子，山野味．布鞋，狗皮褥子等20多个品种，每

年出口额达150万元以上。

农业基本建设全县共兴修中，小型水库15座，泵站6处，打电机井116眼。在乌裕尔

河，润津河两岸筑防洪堤3条。1982年实灌农田面积6，200亩，其中水田300亩。治理内涝

面积224，000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万亩。全县林业总面积541，290亩，有林地412，578亩。

其中天然次生林近lO万亩，人工林30万亩。年育苗面积60，000亩。年产苗量51，968万株。

农村公社现有大中型拖拉机706混合台，手扶拖拉机49台，联合收割机79台，大型机引

农具3，053台(件)，田间和非田问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

工业生产全部为轻工业和手工业及建材生产。解放前除宏大制粉厂和洮南铁路局开办的

采石场较先进外，大都为手工业作坊，共70余家。现在全县共有99户企业，其中县属工业

46户，社队工业36户，其它企业17户。主要为t化工，机械，建材，食品，缝纫，皮革、造

纸，酿酒．修配等。现有职工6，261名，固定资产2，300万元，1982年产值3，600万元。为建国

前67万元的52．7倍。实现利润46万元。 ，

交通运输业齐北铁路经宝泉镇东西横贯全境约40公里。境内设有两个工区停车点，克东

火站驻宝泉镇内。克东至宝泉镇有轻轨铁路长23公里。克宝公路长15公里。哈黑公路由南而

北经克东镇贯穿全境。全县地方道路15条，桥梁55座。以城镇为中心通往社，队，农林牧场的

公路形成了交通网。

商业服务行业全县财贸系统现有职工3，860名，企业127户。其中国营82户，集体45户。

城乡商业网点202处，百货商店6家，饭店28家，烟酒食杂店23家，车旅店4家，农村12个供销

社，75个供销部。镇内有8个公司，1个农贸市场，1个综合市场。1980年以来，新建近200

个各类型集体、个体企业，搞活了经济。全县农副产品采购额年平均3，000万元，城乡购销两

旺。

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前全县共有小学28所，解放后加强和扩大了教师队伍，普及了小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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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东县概况

育，广泛开展了职工和农民文化教育。现有完全中学14所，职业中学1所，在校学生14，234

人I小学17"3所，在校学生46，623人。中学有教职员工871人，小学有教职员工1，744人。并办

有技工学校1所，职I二文化校1所，职工文化教育学校9所，农民初等技术学校1所，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工作站1处。全县有电影放映队161个，文化馆、站12个。县有评剧团、民间艺

术团，曲艺茶社等文化团体。一九七六年建立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八。七台，电视转播塔

工作机房建在二克山上，电视覆盖率为100％。城乡共有电视机1，200台。有公社广播放大

站12处，大队广播室63处， 扩音机8l台，广播专用线2，000公里，全县基本形成了广播电

视网。

卫生事业解放前县城只有公立医院l处，私人医院2处，少数医生分布在城乡各地，医

疗设备简陋，医疗水平不高。解放后，卫生事业发展较快，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保

证了农民的就医，克山病和其它地方疾病基本根除。目前有县级医院3所，公社医院11所，

并有卫生防疫站、结核病防治所、妇幼保健站、卫生职工学校，干部疗养所等，各系统和单

位有卫生所10处。农村各大队普遍建立了卫生所，全县共有医务人员735名。

名胜古迹和纪念地县内名胜、古迹和纪念地5处，有金代北方重镇一《蒲峪路》城遗

址，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克山风景区}昌盛公社驻地的钟灵观庙，革命烈士纪念塔}

浩气常存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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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克东镇概况

克东镇概况

克东镇位于克东县中部。西与金城公社毗邻，南与润津公社，双庆公社相连，北，东被

名山公社环绕。总面积18平方公里。人口34，788人，其中汉族34，313人，蒙族52人，回族97

人、朝鲜族148人，满族173人，鄂温克族5人。辖4个街道办事处，14个居民委，4个大

队，6个生产队，1个良种场，1个畜牧场。镇政府驻地：南大街路东。

本镇原名二克山。精光绪33年(1907)间，黑龙江省地方官进行勘放、招垦，从辽宁，

吉林、河北、山东等地迁来许多居民，因二克山双峰对峙，林木葱葱，环境清幽，争相倚山

屯居。至清末民初，成为一镇。有饭店、旅店，油米加工、酿酒等买卖杰易和手工作坊，并

先后建立了商会、学校等，还有警察和驻军镇守。由此，人称二克山镇遐尔相传，通达往来，至

民国4年(191

5)有居民l，072

户，5，596人，

本地划设克山县

为县城。县城移

三站后(今克山

县城)又为二克

山镇、克山第二

区。几经曲折，民

国18年(1929)

克东分治复为城

镇至今。日伪时

期设区，保统

治，为中保区。

1 945年解放后，

本镇为城关区

(第一区)，1955

年为克东镇，

1958年为克东镇公社，1980年为克东镇人民政府。

本镇地处二克山脚下，丘陵地带。海拔280米。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1．6。c一

2。C，无霜期120—130天。现有耕地面积9，940亩。其中菜田3，357亩。1981年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4，291亩，亩产245斤，总产102万斤，1982年蔬菜总产439万斤。现有大，中型拖拉机

9台，大型机引农具21台(件)，机播面积2，291亩，机械巾耕面积2，556亩，伏，秋翻面

积2，561亩。非田问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打电机井4跟，1958年在城西建小型I水库

l座，总库容211万立方米，养鱼水面900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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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克东镇概况

本镇的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解放前镇内仅有酿酒、油米加工、磨面，食品加工

及一些小型作坊，现在县属国营厂19个，1982年产值l，474万元，集体厂12个，1982年产值

560万元。主要有s乳品厂，腐乳厂、印刷厂、食品厂、蜡厂，机械厂、五金厂、木器厂，电

工机械厂，农具厂、皮革厂，毛毡厂，塑料厂、鞋帽厂，服装厂、农机修造厂，砖厂，瓦

厂，火山灰矿务局等。镇办企业有。尼龙配件厂，抽纱绣品厂，农具厂、被服厂、砖厂，柳

编织厂，石场等，1982年产值60万元。

解放前，本镇有小学4所，学生不足500人，教职员工20名。现有技工学校1所，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工作站1处，中学4所，学生3，726名，教职员工344人，小学5所，学生5，531人，

教职员工221人。镇内还有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剧院，民间艺术团等文化设施、团体，

并有电视转播台和县中心广播站，文化生活活跃。

解放前只有1家公立医院，2家私人医院。今有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各1处，镇卫生院l

所，下设门诊部1处，大队卫生所2个。

商业服务行业发展较快，镇内有8个公司，1个贸易货栈

烟酒食杂商店18家，车旅店3家。

镇内主街由东，西、南、北大街交汇组成。解放前是土路

南而北经十字街中心向东在镇内穿过，县内公路网以城镇为中

驻克东镇。克东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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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东镇东大街



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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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克东镇

卡片号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类别 备 注

01001 克 东 县 K6dong xi&n 县 驻地，克东镇．

01002 克 东 镇 K6dong zh6n 镇 驻地。南大街

01003 克 东 镇 K6d6ng zh6n 城镇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01004 红旗街道办事处 H6ngqi Ji琶d／to
办事处 驻东二道街BAnshicht&

01005 红卫街道办事处 H6ngw色i Jiedao
办事处 驻北二道街Banshichd

01006 东风街道办事处 Dongf邑ng Jied／to
办事处 驻东二道街B／tnshtahft

01007 工农街道办事处 GOngn6ng Ji邑dao
办事处 驻南二道街Bnnshlchth

01008 十 字 街 Shizl Jie 街道

01009 东 大 街 DOngda Ji邑 街道

01010 西 大 街 XIda Ji邑 街道

01011 南 大 街 Nanda Jie 街道

01012 北 大 街 B苓ida Jie 街道

01013 东二道街 Don92--Dao Jie 街道

01014 东三道街 Don93——Dtto Jie 街道

01015 西二道街 Xi2一Dtto Jie 街道

OlOl6 西三道街 Xi3一DAo Jie 街道

01017 南二道街 Nan2一Dao Jie 街道

OlOl8 南三道街 Nan3一Dito Jie 街道

O1019 北二道街 B若i2一DAo Jie 街道

01020 北三道街 B芒i3一Dgo Jie 街道

01021 四季大队 Slji D／tdul 大队 驻南三道街

01022 双合大队 Shuangh6 DAdut 大队 驻西二道街

01023 双胜大队 Shuangsh色ng DAdu! 大队 驻东郊

01024 兴发大队 Xingfa DAdul 大队 驻南郊

01029 兴发三队 Xingfa Sandut 村

01025 克东镇良种场 K6d6ngzh6n LiangzhSng

chang
大队 驻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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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自然村、克东镇

卡片号 标准名称 汉 语 拼 音 类别 备 注

01028 克东镇畜牧场 K色dOngzh色n X矗mach盖ng 大队 驻郭明久屯西

01027 郭明久屯 Gu6 mingjiti tnn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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