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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是行政管理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

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强地名管理，：适应四

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中国地名委员会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有关

地名工作文件精神，一九八一年在黑河市，原爱辉县地名普查成果资料

基础上，合并整理汇编成《黑河市地名录》。 ．

《黑河市地名录》是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几千年来我

市民间积累地名遗产的总结；是建国以来我市第一次地名普查成果；是

国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记载。它反映了我市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和

文化的基本情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内外交往使用标准化地

名提供依据。同时，也为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黑龙江省地名词典提

供基础资料。
‘

我市地名普查工作，在市、县合并前分别组成了地名普查领导小

组，下设了办公室，由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召开了专业会议进行宣传动
员，在做好准备工作后先行试点，然后铺开进行实地普查工作。按照

《全国地名普查若干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

精神，做到境内不重名，废止了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的地

名，避免用同音汉字命名地名。并依据审‘批权限，履行了报批手续。为

便于各单位使用，特编辑本地名录。

本地名录共收集各类地名903条。其中：各级行政区划名称203

条；独立存在的农林牧场97条；企事业单位名称100条；自然地理实体

名称458条。人工建筑物和古迹名称45条。还收有市，镇，乡和重要

企事业单位，人工建筑物，古迹等文字概况共了7份，并附有关照片58

幅和新旧名称对照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所使用的地名，凡与地名录

不一致的，一律以地名录地名为准，改正过来。今后地名的命名、更名要

严格按着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办理手续。地名录中所汇集的地

名，并不是金市地名的全部，如在地理位置上并不独立存在的人工建筑

物．企事业单位并未编入。本地名录中的户数、人口、民族数字是引自
·’l’。|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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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右岸，地处边疆，南距省会哈尔滨市618

公里。隶属黑河地区行政公署，是我国重要

的边防和口岸城市之一。

地理座标：北纬49。24，一50。587，东经

125。297--127。401，海拔131．5公尺。北与

呼玛县相邻，南与孙吴县接壤，西与嫩江县交

界，东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与苏联阿穆尔州

相望-o

黑河是黑河地区和黑河市党、政、军机关

所在地，是黑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

市共辖2个镇，10个乡，市内有4个街道办事

处，148个行政村，35个自然屯(包括农、林、

c牧场村屯数)，还有79个居民委二有4个中

．直金矿，5个省、地直农、林场，4个市直煤矿，

16个国营农、林、牧场。全市共有32，183户，

总人口为136，781人。其中；汉族121，901

人，占总人口的89．12％；满族10，737人，

占7+．8％I达斡尔族1，903人，占1．3％，回

族1，298人，占0．9％；鄂伦春族271人，占

0．1％，还有朝鲜族、蒙古族等14个民族。

黑河，历史上曾称为“安巴·萨哈连骨和

“大黑河屯骨。“安巴·萨哈连靠是满语称呼，

。安巴骨是大的意思，“萨哈连弦是黑的意思。大

黑河屯是区别予小黑河屯而言，它与“安巴·

萨哈连一都是因黑龙江得名。
‘

黑河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一

万年以前的1日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古人类在这

里活动，他们是形成本地区古代土著原始民

族的基础。唐朝时期为蒙兀室韦居地，辽朝时

期归西北路招讨司管辖，金朝时期属浦与路，

元朝时期属开元路。明朝在这里设立了忽里

吉山卫，托里山卫和窝集昆河所，清初属盛京

总管，宁古塔将军管辖。1685年黑龙江将军

镇。1689

年又迁往墨尔根(嫩江)，黑龙江将军迁出后

这里设立黑龙江副都统。1909年清政府裁撤

黑龙江副都统，改设爱辉兵备道，同年在爱辉

(今爱辉镇)设置爱辉直隶厅，在黑河(今黑河

市区)设立黑河府，爱辉直隶厅与黑河府隶属

于爱辉兵备道。1912年北洋政府撤销爱辉兵

备道成立黑河道并迁道署于黑河，同年又撤

销黑河府并入爱辉直隶厅。1913年黑河道改

称为黑河观察使，同年爱辉直隶厅改为爱辉

县。1914年黑河观察使又改称为黑河道。1929

年黑河道又改为黑河市政筹备处。1933年

日军侵入黑河将伪县公署由爱辉迁往黑

河。1934年日伪又在黑河建立伪黑河省。

1945年黑河解放，建立了黑河行政办事处与

爱辉县政府。建国后黑河一直是黑河专员公

署、爱辉县政府所在地。1980年经国务院批

准由爱辉县属黑河镇及附近郊区建立黑河

市。1983年又撤销爱辉县建制并入黑河市。

黑河市南北长，东西短，略成长方形轮廓。

总面积为14，400平方公里。属山区，低山丘陵

岗坡占总面积的70．2％。小兴安岭主脉由北

向南贯穿本市西部，总的地势是中部高两侧

低，西北高，东南低。主要地貌类型；沿江平

原区域，位于本市东部黑龙江沿岸及法别拉

河，公别拉河沿岸。海拔高度200公尺以下，

占总面积3．6％左右，．小兴安岭东麓为岭东

河谷高丘区域，海拔高度200--500公尺'岭

上浅切割区域，位于小兴安岭脊及两侧，海拔

500--800公尺左右；岭西低山丘陵漫岗区，

400～500海拔公尺。

本市地处中高纬度，属寒温带大陆性季

风气候。冬季受极地大陆气团影响，严寒而

干燥。夏季受东南季风影响，气候温和，降

r 士 ·



雨集中，光照时间长。全年平均气温0。C～ 叶松生长。

一20℃，最冷月(一月)极端低温一40。C，最热 辖境内天然草场总面积1,152，589亩，占

月(七月)，极端高温35℃≥10℃。年平均降，全市总面积5．3％。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水系，

雨量500-,．,620mm。年平均无霜期80一-,125 嫩江水系支流的河谷地带，在林缘和林间空

天。暗棕壤是全市面积最大的一种土壤类 地也有分布。大片草场有69处，丰富的草原、

型，占总面积70％以上，分布于小兴安岭脊 植物种类多，草质好，产草量高，营养丰富，

及山体两侧低山丘陵地带；黑土主要分布于 对大力发展畜牧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小兴安岭两侧排水条件较好的山前台地及沿 茂密的森林，丰富的草原形成了我市土

江阶地'草甸土主要分布予小兴安岭丘陵河 特山产品资源末富，品种繁多的特点。其中野

谷两侧及黑龙江，嫩江水系的高河漫滩上； 生植物资源，主要有木耳、蘑菇、都柿、蕨菜等

沼泽土分布于低洼河谷地带。泛滥土主要分 ‘200多个品种，野生动物资源有野鸡、飞龙、狍
布‘于黑龙江沿江岛屿、公别拉河、法拉河下游 子、野猪、狐狸、雪兔等40多个品种；野生植

两岸o： 物药材有366种。人称黑河大地，满山生金，

以小兴安岭为分水岭，境内形成黑龙 遍地是宝，只要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充分乖lj
江，嫩江两大水系，大小沟河纵横交错，属黑 用，可以达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之目的。。

龙江水系河流有20条，属嫩江水系河流6 境内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有利，矿产

条，还有大小不等180多个小泡泽，水域面积 资源丰富多样，计有褐煤、黄金、石灰石、大理

达187，773亩，占全市总面积近0．87％，年 石、玛瑙石10余种。当前主要开发有褐煤，

平均经流量282亿立方米，水利资源丰富，适 黄金、石灰石。褐煤主要分布在西岗子，木耳

予养鱼和农田灌溉事业的发展。建国以来修 气等地，地质贮量7．3亿吨，年设计产量35

建了水利工程172处，修筑中小型水库14座， ?万吨左右。黄金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罕达气，

其中中型水库两座(总库容量达6，300万立 西五道沟等处，地质贮量约250万两，年产量

方米)，打机电灌溉井50眼，堤水站23处，用7 约万两。石灰石主要分布在大新屯：罕达气
小型水库引水灌区11处，江河堤水引水灌区 等贮藏量达1亿吨，年生产石灰石近4千吨，

13处，开水渠200多公里，修防洪堤坝4处， 水泥约8千吨。一
’

、
。

．．’

30余公里，保护耕地面积30，000余亩，有效 ‘本市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以小麦，大
灌溉面积66，300亩。 一 豆为主，还有玉米、水稻等杂粮作物。农业生

‘。“本市森林茂密，境内小兴安岭山体两侧． 产由弱到强逐渐发展，建国初期，1949年全

几乎全被森林所复盖，是省内重点林区之一。 市总播种面积只有425，790亩，亩产96斤。

森林总蓄积量33，277，000立方米，林业用地 粮豆总产3，804万斤，粮食不能自给。随着
面积15，153千亩，占全市总面积70．15％， 农业集体化，推广新技术，特别是农业机械化

森林植被具有明显的隔界性质和过渡特征。 的发展，农业发展速度很快，1966年实现粮

北部是达乌里植物区大兴安岭植物分区类 食自给有余。由于农业连年增产，加上有计

型，生长以兴安岭落叶松和兴安白桦为主，混 划开发山区，建居民点，设地营子；扩大耕地

生有蒙古柞，果桦及少量山杨，南部胜山二-带 面积25万余亩；增加粮食4，000多万．斤二
为长白植物区小兴安岭植物分区类型，生长 1980年全市播种面积801，015亩，粮豆亩平
以红松为主，混有云杉，兴安落叶松；界于以 均产量170斤，总产128，087千斤，上交商品
上两类型中间广大过渡地带，则以白桦、蒙古 粮58，612万斤，农业总产值4，952方元，～同

柞，山杨为主的阔叶混交林，并有零星兴安落 1949年相比，播种面积增加88．1％，粮食总

。2’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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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f，l j，，y



‘产增长’3．S倍；粮豆雷产增长工．g倍，按玻衬

j入I：1人均交粮1。334斤；粮食总产0农业总收

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一’．参?■’po．t：≯y
全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也很快；从1954年

开始建站，经1969年试点，广大农民积极筹

集资金，购置各种农机具，农业机械化形成高

潮。I到1980年为止，全市中型拖拉机保有量

达到586混合台，比1969年增加6．8倍，计

36，336马力，大型机引农具2，446台(件)，比

1969年增加2．7倍，联合收割机241台。田间

作业达95％以上，非田闾作业基本实现了机

械化。解放前，黑河市工业十分薄弱，当时除

振边酒厂驰名于东北外，只有粮谷加工厂和

制酒以及少数的铁木、皮手工业作坊。建国后，

国营、集体、社办工业逐渐发展遍布城乡。除全

地区的采金业外，市工业有建材、机械、农机、

煤炭、发电、制酒，木材加工、粮谷加工、制油、

食品加工、木器、制鞋、印刷等。主要产品有水

泥、褐煤、农机配件，木材、红砖、白酒、啤酒、都

柿酒、针织、皮革、各种鞋类等。服务行业有：

饭店、理发、旅店、照像、浴池等。1980年工业

总产值4，168万元，比1949年增长5．9倍。

交通运输，本市除夏季黑龙江水客货运

输外，主要靠公路运输。境内公路通车里程

达1，048公里，其中省级公路3条，长167

公里，乡(镇)公路6条，长194公里。市内有

专业车队10个，各种载重车与客车481台／

1，924吨。现在所有各乡、农林牧场和95％

以上村屯都通了汽车，初步形成了以市驻地

为中心，沟通城乡、连接外地，伸向广大农村

的公路网。充分发挥了公路运输，发展经济、

巩固边疆的先行作用。水运在开航季节上沏

达漠河，下行可通松花江经佳木斯直达哈尔

滨。市内设顺岸式码头1处，驳位6个，港口

吞吐量6万吨，客运5万人。虽属非铁路沿

线，交通十分方便。

城市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很大

的发展，近几年来，在43公里的市内道路

中，修建了黑色路面4．5公里，铺设人行道

毽．公壁；+；弯I澉‘永芏檀，集中供热i程：7棚
卢速改造；居民楼等公用事监和公共设施芷

在兴建，园林绿化工作等也有很大改观。-5-"．．囊

。文教卫生事业；：建国初教育事业比较落

·：后'当时黑河地区只有二所中学设在黑河。农

村有小学校60余所，学生2，860多人，教师

110人左右。在党的关怀下，经过三十多年的

发展，到1980年末，市内有大、中专、科研机

构13所，工作人员为774人，学生1，210人。

全市共有高、初中学校30所，小学校(包括林

牧场矿)157所，在校生25，390人，教职员工

1，633人，其他职工110人。此外，对鄂伦春

和达斡尔民族在校学生实行免费学习，加速

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文化体育事业也得到了

发展，市内有电影院、工人文化宫、文化俱乐

部、图书馆、体育馆各1处，职工121人，建筑

面积30，635平方米。在农村各乡均建有文化

站，共有94个放映队，基本实现了各村有放

映队，农村平均每月看电影8—9次。黑河电

视台建立后，在有效复盖网内大多数家庭购

买了电视机，丰富了文化生活内容。城市建

有有线广播站1处，农村设大站6处并建广

播室62处，使广大群众及时都听到新闻消

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解放初期，仅

有九家私人诊所，现在已有地、市两级医院9

所，床位429张，医务人员共901人。农村设

卫生院11所，农林牧场设有卫生所160多

处，培训赤脚医生170多人，有80％以上大

队办起了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看

病难的困难，提高了社员群众的健康水平。

名胜古迹，本市爱辉，是我省五座古城之

一，这是清朝康熙年间设置的镇守黑龙江将

军驻地。始建于清朝的魁星楼，现在已经修复

屹立在黑龙江畔。反映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

就是我国少数民族达斡尔，鄂伦春、满、汉等

民族劳动生息地方和各族人民同沙俄斗争事

迹的爱辉展览馆子1973年建成，建馆以来参

观人数达11万人次．

为了缅怀开辟黑河而捐驱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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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第一街道办事处



该街r l 9 I 3年形成．1 g 1 5年城镇斑如时

翩为兴隆街．I g 4 9年困晦兰抱位戳街故更名
为海兰社豪东起公蚓路．西至水泥厂．长为2 3 0 0

般，宽g米，砂石路面。沿街有地委、计圣-运输公

司，黑河金矿硒等啊茳。

咚黔萼
i辫‘蘸鼗搬

街．1 9 4 g年为纪念李兆瞬同志改为兆麓街．I{

82年更名为兴安街。东起公园路．西至电厂南路．七

I．5 0 0米，宽l 3米，砂石路面。沿街有市人民

政府．市广插局．农付产品市场等单位。

该街于l 9 J 3年彤成，l 9 l 5年规划城镇时

定名为大兴街，l 9 4 9年为纪念开发黑河地区m牺

牲的王肃同志瘦为王肃街 东起之路三队，西至航运

胡同．长2 600米．宽8米．其中沥青路面1．一Or，米

其余是砂石路面。沿街有行署．立化宫等单他

该街于l 9l 3年形成．J 9l 5年规划城镇时

定名为中原街。1 9 4 9年因此街位于市中心．1lii改

名中央翟不东起东郊零公里，西至西郊零公里．全长

3，0 0 0米，中间三分之一为渣油路面，两蠓为砂

石路面．路宽l 1米。沿街有邮电局．市人民银行、

第三百货商店等单位。



办事处驻地：东兴路



黑河市第一街道办事处概况

该街位于黑河城区东部，西起东兴路与

第二街道办事处相邻，东至之路村，南与新生

活村接壤，北靠黑龙江，东西长1公里，南北

宽1．3公里，总面积为1．3平方公里。现

有3，072户，13，599口人。主要是汉族，部

分圆、满，藏、达斡尔、鄂伦春等少数民族。

下设20个居民委员会，114个居民小组。办

事处驻东兴路，编制8人。

辖区内地处平原。有广场、公园、东兴3

条砂石路，路宽10米，有海兰、文化、中央等

10条街道横贯街区。

该街西部为居民区，居民区住房多是土

木和砖瓦结构。东部为厂矿区，驻有林业车

队，木材公司、第三粮店、商店等16个企业、

事业单位。百人以上的单位有75个。街办

广有。服装、手工艺、饮食、副食、修理等服务

网点15处。还驻有市第六小学、市第三中

学、黑河中学，市第二中学等9所中小学校，

有学生7，176名，教职员工541名。还有地

区医院，结核病院、黑河体育馆、人民广场，公

。园等11处文化卫生事业单位和古迹黑河清

真寺也位于该街。

1940年该街为瑷珲县黑河街公所的新

兴区。1945年解放后，改名为大东路政府，

下设9个间。1940年隶属兆麟区。1948年

隶属黑河市区，名为第一街人民政府。1959

年成立黑河镇人民公社，改为第一管理区。

1962年改为第一街道办事处，下设8个委。

1968年改为一街革命委员会。1978年改为

第一街道办事处。1981年成立黑河市，改为

黑河市第一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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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驻地：兴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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