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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在地球上区别各种地物的标志和记号。

作，学习，科研活动的重要工具，国家行政管理，

等，更与地名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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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社会活动中，它是沟通人们的联系、工

进行经济建设，军队行军打仗，国际交往

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基

础工作。它关系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括。

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是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和全国．全省地名工作会议精神，

于一九八。年十月七日开始的。普查前县成立了“肇州县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后改为“肇

州县地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海峰担任，副主任委员有：闪兴华(县

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王国仁(县建委副主任)，蒲柏权(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孙逊(县

民政科副科长)，委员有：任忠和(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志欣(县邮电局局长)、杜春永

(县交通科副科长)．李俊峰(县水利科副科长)，高秀清(县档案科副科长)、张永和(县

教育科副科长)，并从县人民武装部、民政科，建委、水利科、教育科等有关部门抽调有关

人员组成了地名普查办公室。孙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各公社也都建立了地名普查办公室。

全县地名普查工作经过地名实地普查，地名资料收集整理，地名规范化．标准化处理，最后

又进行了全面审核，报省、地验收。并由孙逊，陈恒、迟敏，王立华，王旭、孙彦福、苗国

新，摄影李奎茂，孙明义等同志据根地名普查成果编辑了肇州县地名录。

《肇州县地名录》主要由目录、前言、全县标准化地名略图、地名录正文、新旧地名对

照表以及各级政府和相当于公社级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概况和照片组成。共收集各类地名九

百六十六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二百一十四条；各类专业部门名称(包括场，厂，站．独

立存在的主要企事业单位名称)五条；自然地理具体名称七百二十三条。县，公社和相当于

公社级企事业单位概况十九份。但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及含义未能编入，

如需了解，可查阅地名卡片。

《肇州县地名录》的编辑出版，对我县的工农业生产、城市规划、人民日常生活必将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凡与本地名录名称不一致的，一律以

本地名录名称为准，改正过来。地名的命名、更名要严格按着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

规定办理。本地名录附有的肇州县地图，肇州镇平面略图。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有限，编辑时间短促，各方面经验不足， 《肇州县地名录》必然存在

一些问题，希各使用单位多提意见，使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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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州县概况
肇州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距省会哈尔滨市一百七十公里，东部与肇东县毗邻，北部、

西北部与安达县、大庆市相连，南部与肇源县接壤。县人民政府驻肇州镇。辖十五个人民公

社、一个镇，一个国营种畜场，一个国营良种场、一百八十四个生产大队、九个大队级畜牧场，

林场，一千二百八十七个生产队，七百二十四个自然屯。面积二千三百九十一平方公里。户

数七万四千二百零八户，人口三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其中肇州镇九千七百二十七户，四

万零五百九十二人。全县绝一’：多数为汉族，满、回，蒙，鲜等少数民族六百三十九人，占总人

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七。

肇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县。早在辽金时代就已经进行了开发。辽代为出河店，金代为肇

州(现肇源镇)。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肇州直隶厅，中华民国时期改为肇州县，‘

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因松花江决口，县城由现肇源镇迁到“老街基” (史书称肇基村，

现肇州镇)。一九四五年解放，一九四八年建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肇州县人民政府。 “文

化大革命”期间．改为肇州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O年经过选举，又成立了肇州县人民政府。

肇州县自然状况大体是境内无山无水，地势平坦，土壤是盐碱土质居多。全县属大陆性

季风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春季多风，秋季早霜。年平均气温为摄氏3．60C，极端最高

为380C，极端最低为一36℃。年平均雨量三百八十至四百毫米，十年九春旱。年平均无霜

期一百四十天。

工业生产：主要以农业机械修配制造、制糖、造纸、机电、皮革、鞋帽等为主。解放前，

仅有几家小手工业作坊。到一九八O年末，城乡工业企业已发展到一霄九十三个，总产值五

千六百二十二万元。其中国营工业企业三十三个，产值二千七百四十五万元；集体工业企业

九十八个，产值二千零五十八万元；社办工业企业五十二个，产值八百一十九万元。

农业生产：全县共有耕地一百八十七万一千亩。粮食作物以玉米，小麦、高粮、谷子为

主；经济作物以甜菜、葵花为主。一九八O年虽然遭受个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达到了亩产

二百四十四斤，总产三亿三千万斤，向国家交售商品粮六千三百四十八万斤。总产值七千二

百九十六万元。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畜牧业生产发展也很快，一九八。年达到生猪十一万

九手头、马三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匹，黄牛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头，羊十一万二千只，奶牛、

兔和各种家禽的饲养也有很大发展。 。

农业基本建没：从合作化到一九八。年，兴建水库七座，其中中型水库一座，小型水库

六座；建灌溉站三处；打机电井一千四百一十五眼，有效灌溉面积达十万零八千八百亩；用

于农业运输的汽车三十一台；大中型拖拉机六百六十八混合台，手扶拖拉机八十七台；非田

问作业如打米磨面，铡草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社队造林保护面积达到二十三万零三百

八十亩。

交通运输：全县交通比较便利。油渣路面的兰肇公路，安肇公路贯穿七个公社；县内公

路十二条，总长二百六十四公里，以县城为枢纽，通往各公社，有的一天多次往返，构成了

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一处医院。现已发展到初级中学二十二所，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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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中学七所，在校学生二万六千二百零一人．教师一千五百二t六人；电影院四处，电影

放映队五十九个，文化馆、广播站、剧团、图书馆各一处；县．牡f镇)医院十九处，大队

办卫生所，保健站一百八十二处，医护人员二百七十九人，赤脚医生五百四十六人。

图为肇州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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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州镇概况

肇州镇是肇州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东．南．西部

与万宝公社接壤．．北部与烈发公社相邻，面积十一二平方公里，人v1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三人．

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八，满、旧、鲜等少数民旌占百分之二，辖四个街道办事处．四十一个居

民委员会，二百一十一‘个居民组．两个生产大队、十四个生产队：东西、南北两条大街相交

于镇中心．形成十字街 镇人民政府驻西大街路北，

肇州镇啄名“老街坫“一九四五年解放，一九四六年建立一区，一九五七年改称肇州镇，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时．改为肇州镇人民公社，一九八0年经过选举，成立了肇州镇人民

政府，

本镇辖区地势平坦．十质肥沃，春季干旱少雨 耕地一万一千一百亩．以种植蔬菜为主。

蔬菜面积九千六百二十卣，亩产六千零三斤．总产七千六酉六十九万二千斤．摹本上满足了

城镇人民生活的需要粮豆作物面积一千四日八十亩，为增强抗旱能力，全镇共打机电井一

百二十八眼．灌溉面积六下二百五十亩，

解收前镇内仅彳丁油坊，木匠铺，铁匠炉等几家小型手工业作坊，建国以来工业发展迅速，

现在陈县办嘲营．大集体企业外．膏镇、街道、，：队兴办的汽车配件，编织．建设、砖瓦．

畜牧等厂f场)t-六个，工人五酉九十六人：年产值二下t百三十万元，

畜牧业也比较发达．盛产细毛羊．全镇共有羊¨二T，五盯九十二J1．每年向国家交售羊毛

三万斤，奶牛、免和各种家禽的饲养也有很大发腱，

解放初期，镇内仅有巾学一所，小学两昕．师生不足千人，医院一处。现在发展到中学

五所．小学六所，师生八千多人；县医院一处，中医院一处，镇医院一处，大队医疗站二处，

医护人员八百人。

图

为

鐾

州

镇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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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州镇内主要大街

图为南北大街

东西大街于

一九四五年(伪满

大同二年j左右形

成：一九五七年铺

碎石路面．一九七二

年铺渣油路面，全

长三千五百米，宽

十二米。县政府、

县公安局，县电业

局、镇政府等设在

此街，

南北大街f一九四五年(伪满人同二年J左冉

形成。一九五七年铺碎石路面，一九七二年铺渣

油路面，全长二千四百米．路Ⅲ宽I一二米。县委．

县工商局、县民政科．县社等设在此街，



下属街道办事处

及其驻地名称



卡片号 标准名称

l

2

3

4

5

6

肇州县

肇州镇

和平街道办事处‘

类别

县

镇

办事处

民主街道办事处 办事处

繁荣街道力尊处 办事处

建设街道办事处 力、事处

汉语拼音 备 注

ZhaozhouXian

Zhaozhou Zhen

Heping J iedao Ban

shichu

M inzhu Jiedao Ban

shichu

Fanrong J iedao Ban

shichu

Jianshe Jiedao Ban

shichu

驻地：肇州镇

肇州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驻地：镇内东二道街

驻地：镇内南二道街

驻地：镇内北二道街

驻地：镇内西三道街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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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名称



卡片号 标准名称 类别 汉语拼音 备 注

7

8

9

南北正街 街道

东西正街 街道

东二道街 街道

Nanbei Zhengj i e

Dongxi Zhengjie，

Dong 2--Daoj ie

10 东三道街 街道Dong 3--Daojie

儿 南二道街 街道 Nan 2一Daojie

12 南三道街 街道 Nan 3--Daojie

13 南四道街 街道 Nan4--Daojie

14 西二道街 街道Xi 2--Daojie

15

16

17

18

西三道街 街道X i 3--Daojie

北二道街 街道 Bei 2--Daojie

北三道街 街道 Bei 3--Daojie

北四道街 街道 Bei 4--Daojie

街道全长2．400米，路面宽12牦
街道全长3．500米，路面宽12米。

街道全长1．2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14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1，2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44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1，9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44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1．9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146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1．7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60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1．2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66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l，200米，路面宽7．5

米。土路。

街道全长1．700米，路面宽8

米。其中土路为660米，其余

为渣油路面。

街道全长l，700米，路面宽7．5

米。土路。

街道全长l，700米，路面宽7．5

米。土路。

·1 2·



下属生产大队及其驻地

I多



卡片号 标准名称 类别 汉语拼音

19

20

五一大队

五四大队

大队 Wuyi Dadui

大队 Wusi Dadui

备 注

南二道街

北三道街

·1 4·



万 宝公 社
W AN BA0 GONG SH E

公社管委会驻地：嘉訾坠



万宝公社概况

万宝公社属城郊公社．公社所在地距县城三公里。环绕县城肇州镇东、南、西、三面．

南与肇源县接壤，面积一百七十六平方公里，人El二万七千八百人．辖十二个生产大队，一

百零三个生产小队，四十六个自然屯，公社驻地对青山：

万宝公社是人民公社化后．由肇州镇划分出来的。全公社地势为东高西低．东为岗地，

岗地的北侧为八一水库：库蓄水量约二盯五十万立方米．水面十万平方米，引水渠一万五千米，

可灌溉耕地五千亩。

耕地面积十万零六千六百八十五卣．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高梁，谷子，主要经济作物

有甜菜籽、葵花，

社办企业发展较快，现有毛毡厂、印刷厂，食品厂，砖厂、联台厂等．年产值一百六十

万元．利润十六万七千元：

现有小学十九所．学生四千一百四十二名：中学一所，学生六百九十四名；公社卫生院

一处，医护人员五十人，九队卫生所十二处，赤脚医生二十二人。

-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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