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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录”是地名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外事、新闻、民政、交通，文教、

城市规划等工作以及人民日常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也是人们联系交往、工作学习和科研活

动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地名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政治，军事、经济、历

史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的联系，也是我们国家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o

《通河县地名录》是依据全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整理编纂而成。

我县的地名普查工作，在省统一部署下，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全国地名

普查若干规定》精神，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组成了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并从民政，

建设，水利、林业、文教，交通、档案等有关部门抽调七名同志成立了县地名普查办公室。

春节前召开了地名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认真学习了文件，制订了方案，并对全县

地名普查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地名普查的宣传动员和普查前的准备工作。

春仃后于三月十日至三月十六日，在清河公社进行了地名普查试点。通过试点，培训了骨干，

取得了经验，当即对全县地名普查全面辅开做了部署。农村以公社为单位，省，地属企业以

林业局、农场为单位，组织普查队伍。采取召开座谈会、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进行实地

普查，填写卡、表与标图，编写文字概况和拍摄照片等。各公社、林业局、农场于四月下旬

基本结束了实地普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县地名办对各普查单位的普查成果进行了验收和资

料整理，经全面审核之后，报省、地验收的。现根据省、地验收的普查成果，编辑了这册地

名录，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法定的标准化地名，供在“四化”建设中使用。

《通河县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634条。其中：行政名称156条I驻地名称235条；

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名称(包括场、所，台站，码头、渡口等)103条；’重要人工建筑名称26

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儿4条。县、镇、社、林业局、农场概况43份；重要人工建筑和自然

实体概况2份j附有新旧地名对照表和照片118张等。但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

更替及含义未编入内，如需了解，可查阅地名卡片。此外，通河镇内的一些在地理位置上并

不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物和企事业单位及乌鸦泡镇内的胡同未普查入册。同时，本地名录附

的通河县地图，通河镇平面略图均未实测，只服务于地名，不能成为任何划界依据。

鉴于，地名录所收集入册的地名都是法定标准化地名，所以，今后城乡各行各业所用地

名，必须一律以地名录为准，如再命名、更名一定要严格按着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

定办理。

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成员有：马风山、万朝斌、徐永库、彭富俊、杨德坤，初成德、张

国财，任万祥、姚鸿志。工作人员：王信，王玉财-王佑铭，崔平军、马秀兰、柏淑芝。参

加编辑地名录的人员有：姚鸿志、王信、王玉财、王佑铭、马秀兰。

地名普查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尤其是编纂地名录，由于缺乏各方面经验，编辑时间短

促，业务水平有限，必然要存在一些问题，望各使用单位多提出改进意见，使之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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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河县简介

通河县位于小兴安岭南麓，松花江中游北岸，东与依兰、西与木兰两县接壤。地理座标

为北纬450 53’至4萨40’；东经1280 097至12矿25’。县政府驻地通河镇，距省城哈尔滨市东216

公里。全县有13个农村人民公社，两个镇，两个地辖林业局和两个省属国营农场。农村有1．35
个生产大队，525个生产队，216个自然屯。城镇有5个街道办事处，45个居民委员会。全

县所辖总面积约为6，326平方公里，总人口229，925人，其中通河镇人口为31，205人。民

族绝大多数属汉族，朝、满、蒙、回、壮等少数民族仅占5％。

通河县开发较晚。光绪三十一年(一九O五)系吉林所辖，在崇古尔库站(即三站)置

大通县，以大通河得名，管辖通、方两县。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以江为界划吉、黑两

省，改隶黑龙江省所辖。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一月因与甘肃省大通县重名，故改名通河。

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三站迁至岔林河口东岸，即现在的通河镇。日伪时期归三江省所辖。一

九四五年八月光复，于翌年春建立了人民政权——通河县人民政府。

全县自然状况大体是“七山半水一分田，分半沼泽和草原”。地势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

境内最高山峰——白石砬子南坡海拔l，306公尺。北部山区系小兴安岭支脉，山峦重叠，丘

陵起伏，中南部系沿江平原。主要河流有大古洞河、小古洞河、西北河、乌拉浑河、大通河、

岔林河、浓浓河，除大通河入跃进泡外，其余均分别流入松花江。土壤系黄黑而粘质，以黑

沙土为主。属于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摄氏2．3．，最高(极端)温度34．秽，最低(极

端)温度40．40。年平均降雨量为621毫米，无霜期为125天，北部山区约105天左右。气候

特点是“四季鲜明，夏暖冬寒”。春少雨风大暖，夏多雨高温热；秋高气爽景象，冬季寒冷漫长。

通河的森林工业是比较发达的，境内除两个地属林业局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材60万立方

米外，县林业局下属4个林场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材两万多立米，都畅销全国各地，水曲柳

远销日本；通河产的蕨菜、广东菜、元蘑、蜂蜜等多为出口物资；．通河还有独具一格的“麦

精露”，联营到哈尔滨、大连、沈阳，北京、远达广州，驰名省内和联营各地。

工业生产在解放前只有“两稀一千”，即是酿酒、榨油、推米和磨面。解放后以轻工为主，

机械为辅的地方工业发展很快。城乡工企业单位186个，其中县办工业41个，社办工业60

个，队办工业85个，总产值3，414万元。通河产的电池、电机、水泵、铡草机和碾米机畅销

省内。

农业生产以种植玉米、大豆、水稻为主，兼有小麦、谷子、高梁，经济作物不多。八。

年总耕地面积为635，599亩，比五八年543，090亩，增长17％，农业总产值为2，995万元，

比一九五八年1，688万元增长77％，总产为15，554万斤，比一九五八年的10，826万斤增

长44％，亩产提高近50斤。

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到一九八O年，全县共建成水库13座，总蓄水量2，800万方。比较出

名的有新兴，大通河、转心湖、红旗等水库。拦河坝两处，电灌站l处，还有电机井304眼，

总共有效灌溉面积为61，834亩。农业运输除胶车外，农用汽车32台。农业机械发展很快，

一九五八年全县尚未有拖拉机，直到一九六O年全县才有3台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可到一九

八O年全县已有链轨拖拉机173混合台，胶轮拖拉机179混合台，各种型号的手扶拖拉机445
台。

‘

林业生产以天然林为主，少有人工林。林地总面积为69，462公顷，总蓄积量约为2，710，473

立方米，除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材60多万立方米外，解决全县的小农具材和民需用材3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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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米，同时，枝柯解决了林区与山区的生活用材。全县育苗总面积为2，500亩，其中国营200

亩，社队集体2，300亩。

国合商业购销两旺。年销售额2，193万元，收购额近300万元，现有城乡商业网点120

余个。

交通比较发达。森铁从乌鸦泡镇向北西剁穿直达巴彦县兴隆镇接国铁；哈罗公路东西横

贯全境；通风公路南北穿过三个公社到双阳、前进三线厂；境内松花江沿岸有通河、清河、
浓河、乌鸦泡等四个码头，水运承担着大量的出、入口客货量，是省城哈尔滨港至佳木斯港

中间的重要港口。

文教事业发展较快。建国前仅有1所中学校，现在已发展到23所，有18，294名在校中

学生；小学校244所，41，253名在校学生；中、小学教职员工3，291人。电影院5处，电影

放映队151个，专，兼职放映员222人，并有剧场、广播站、文化馆、图书馆等。基本上实

现了“看电影不出屯，听广播不出门”。

卫生事业发展很大。建国初期只有县医院1处，大众卫生所l处，乡村卫生所8处，共

有医护人员65人，病床25张，兰尾炎手术也做不了。现在有防疫站，保健站各1处，县级

医院6处，中心医院3处，公社医院儿处，1个中医珍所，5个系统卫生所，近500张病床，

医护人员500余人，基本能做疝气、兰尾炎，肠吻合、胃切除、剖腹产，官外孕、子宫全剔

和眼球摘除等手术；生产大队有卫生所或医疗站，有赤脚医生235人，基本上改变了缺医少

药的落后面貌。

因通河开发的很晚，所以，县内几乎无名胜古迹，仅在县城北门外、祥顺东门外各有烈

士墓一座和在通河林业局向阳川营林所有革命教师赖崇科烈士墓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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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通河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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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县政府办公楼



图为中共通河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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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矿区志
郑州矿区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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