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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口

地名是在地球上区别各种地物的标志和记号，是自然现象和社会

现象的综合反映。它是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中产生的，不

仅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也可用文字记载，使之成为有音有形之物，通

过它把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地名工作是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系到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民族团

结，人民日常生活。为使地名工作更好地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服

务，方便各单位工作中使用，方便人民生活交往，并增补我县地名史

料，特编纂了《富裕县地名录》。

本地名录是我县自建国以来第一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全县地名实

录资料。它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编写而成的，是地名

普查工作的结晶。我县地名普查工作，根据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
和全国、全省地名工作会议精神，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于1980

年lOft]建立地名普查领导机构．i981年3月在龙安桥公社召开了地名普

查试点会议，通过学习文件和外地经验，进行实地调查，提高了认识，

明确了政策，蹿开了路子，摸索了经验，训练了骨干。在此基础上，

部署下步工作任务，地名普查工作在全县铺开。以公社为单位，组织

队伍，分片包干，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调查等多种形式搜集地名资

料，填报地名草卡，编写文字概况草稿，于1982年2月全县外业普查工作

基本结束。然后进行内业整理，查阅历史资料和个别访问相结合，在

弄清各种地名现：趺、来历、含义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进行标准化和
规范化处理。填写了地名卡片共3，690张；地名普查成果表共260张；

编写各类文字概况材料共i50份；标注I：50，000地形图46幅；标绘了

富裕县地图中的各类地名738条；绘制了富裕镇略图。根据《国务院关

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省、地有关文件，经过批准新命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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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34条，更改地名I 3条。其它规范化调整的地名I 37条。达到了在全县

范围内大队不重名，在一个公社范围内自然屯不重名，在一个镇范围

内街道不重名，1：50，000图上存在的种种地名问题基本上得到了纠

正．上述成果经县、地，省逐级验收合格，分别报送了嫩江地区和省

地名办公室，并在我县建立了一套详细的地名档案。依据全县地名普

查成果，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整理和补充工作；至今年五月末，编

辑了本册地名录。先后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完成了这一具有厉史意义

和现实意义的地名普查工作。

本册地名录，是由全县概述、行政区划和自然屯．省属畜牧场，

省、地、市、县及驻军各专业单位，重要人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

和附录七个部分组成．共收录各类地名738条．其中：行政名称153条；
自然屯名称339条；街道名称24条；农、林、牧、渔场名称64条；农．

林，牧、渔点名称37条；企事业单位名称86条；重要的人工建筑物名

称22条；自然地理实体名称13条。县、镇和公社概况材料11份，其它

概况材料21份。附照片40幅。为了方便查阅地名和简洁了解地名概

况，附录部分除编有全县地名索引外，‘还编有行政区划、自然屯地名

对照及综合数字表。本地名录中的入口，耕地及行政区划资料均截止

1981年末。专业术语，按主管部门口径，统一提法，合乎规范。

《富裕县地名录》是我县地方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部法定

的地名工具书。它的出版，必将对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今后，城乡各行各业使用地名，均应以本地名录为

准。其它各外地驻在专业单位名称亦应按照本地名录中的驻地名称

统一起来。因事业发展和其它原因，需要命名．更名时，要严格按

照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认真办理上报审批手续，不得擅自

命名、更名。

本地名录因篇幅所限，各类地名的名。称来历，更替原因及含义等

未能编入，如工作需要，可查阅地名档案。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

加之缺乏经验．本地名录必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望各单位在使

用中提出宝贵意见，使其不断充实和完善，真正成为我们工作，学习

和社会活动的得力工具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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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名普查和地名录的编辑工作中，曾得到了省和嫩江地区地名

办公室领导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兄弟县的有力协助，81805部队和县财政

科，统计科，战备办．土地办，区划办等有关单位都给予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感谢。对参加这次地名普查工作并做出贡献的普查员和为这次

普查、编饵工作提供情况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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锕一部分全县概述

富裕县概况

位于黑龙江省心部(北纬47。21 7—48。01 7，东经1 23。59 7—125。02 7)，隶艋嫩fL地区。

东接侬安县，北鼎讷河县，iql,4林甸县和齐卉哈尔市毗连，两褂111闸县年|】齐卉哈尔市郊区以

嫩江为界。南北【，75公It L，_；婀宽5 d公IU，总面秘4，026 jI￡方公坐，县人民政府驻富裕镇，

距嫩江地区行措所柜地齐卉哈尔J1J 60公I也卉北、齐划攻线铁路，叫海、卉加线心防公路贯通

县境，以县城为I J r心|1勺十条公路与铁路纵横交钳，川通八逃。

常裕，以岛裕尔河流经上：I．境Ifl：i得稻。金代以乌裕尔河为II，心i5E新’j踊(J_!}}治≯f：今克东县

金城公社占城大队)，“Ij裕尔”、“蒲与’’均系满语，“涝洼地”之意；元代辽|5u行省置灰亦

尔(乌裕尔之古译)干户所，而现和的塔哈和寓宁一UⅢ0魁无代矬m’向北路迎种：边陲驿道．1：的

两处重要驿站；|!Jj代洪武22年(13 8蚋i)化乌裕尔河慨IL控福余h}llflt属黑龙江将军管辖
范[圄，h恺降22年(1 757‘F)J匕磐特蒙古移入呜裕／zJ,：iuj"流城，令之火、小泉r，三Ⅲ房，

七、八家子属依克【lJ』安域；民幽之初(19l：{年)J0裕尔河南岸为富裕乡(义称附廓段)，il#

北岸为宁年乡，均厩龙江县；氏酬16年(1927印)于火束克f令2宦踏)灿f J外臼j发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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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隆昌镇，1929年4月始设富裕设冶局，以富裕．宁年两乡为其区域，1933年改升为富裕县I

解放后，1946年成立富裕县第一届人民政府。1948年将原属龙东县的塔哈一带划归富裕县

为六区，撤消依克明安旗并入富裕县为七区，同年秋，县政府迁驻宁年镇，1956年改宁年镇

为富裕镇，1980年经过选举成立了富裕县第八届人民政府。辖1个镇，9个公社，8个国营

农、林、牧、‘渔场，135个大队，602个生产队，6个街道办事处，28个居委会，339个自《

屯(其中：1956年建立的移民新村16个)。全县总人H为268，411人，其中少数民族13，876人，

占5．1％。

全县地处寒温带，属大陆}生季风气候。风速大，春风大，风向不稳定，年平均风速4米／秒。

冬季燥冷北风多，夏季昼夜温差变化幅度大，最高气温36．5。C，最低气温零下41。C。春季

气温上升快，时常发生春旱。秋季气温下降急剧，时有早霜危害。无霜期年平均136天广

般在124—148天之间。初霜9月24日，终霜5月13日。历年平均日照时间2，231小时。年

平均降雨量418毫米，蒸发量1，450毫米，为年平均降雨量的3．46倍，是历年发生不同

程度干旱的重要囚素。土壤有：黑钙上占总面积的38％，盐碱土占25％，草甸土占17％，风

沙土、沼泽土分别占6％和5％。地形较平坦，在海拔160一190公尺之间，呈平缓略微起。
伏漫岗向平原过渡地带，由东北较高逐渐向西南倾斜低下之趋势，西部有大小不一的固定沙

丘。

水资源充沛。嫩江沿县境西部流过，乌裕尔河从县境中部横穿，塔哈河为嫩江的一条支

流连通乌裕尔河，另有人工开凿的乌双河(嫩江地区乌双治理工程)，北引嫩河(黑龙江省

北部引嫩工程)共5条河流，流经县境全长301公里；以北部引嫩工程为基础的富南病灌盈

渠道呈网状分布；全县有占总面积30％以上的常年性或间歇性积水区域和39个大小泡沼．

对于解决和改善病灌区水源，抵御自然灾害，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发展淡水养鱼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天然物产丰富，广阔的水面是城乡人们从事渔业生产、增加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l沿江

河两岸大片草原宜于发展畜牧业f低洼地上盛产芦苇、苫房草、羊草和乌拉草，光板碱地可

熬制土碱；砂层接壤近处储量丰富的砂石可大量开采，是省建材生产基地之一，一望无边的

平原植物群落中，可采集多达几十种的中草药材I肥沃原野上生长的旱柳条，扒皮后称白柳

条，人工编成柳制品，畅销国外。

农田水利建设初具规模。到1981年末有灌区23处，修干渠、 分干渠11条，建抽水

站43处，配套使用电机井2，788眼，有喷灌机械402套，水泵2，501台，有效灌溉面积40．19万

亩。全县两处主要涝区建成排水干渠9条，除涝面积50．2万亩。

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截止1981年末，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86台，小型拖拉机88台，

配套农具2，106台，收获机械147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1，214部，畜牧机械1，312部， 半机

械化农具9，729部。，实际机耕面积36．571亩，占耕地面积34．4％， 机械播种、荆*堂面积分

另lj为35．8万亩，机械收割面积7．5万亩。非田间作业机械化也达到较高水平。

林业和农田基本建设取得成效。到1981年末，大队办苗圃114个， 县社办林场lo处，

育苗13，300亩，培育成“小黑杨”树苗普及全县，造农田防护林100，600亩，水土保持林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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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亩，建成林网1，863方，林带4，584条，延长2，221公里。耕地面积1，143，000亩(含县

农牧场74，722亩)，建高产稳产农田72，597亩，水土保持治里面积11，000亩。架设高低压输电

线路1，123公里，农村用电量1，441万度。施用化肥10，040吨，试办沼气池250个。

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稳步提高，建国初期头十年平均粮食

亩产117．7斤，后十年为122．1斤，1968年以来的近13年为210．7斤。历史上粮食单产最高

的1975年亩产292斤，比1949年粮食亩产71斤增长3．1倍，粮食总产增长5倍，当年卖

粮50，786吨，商品率达45．6％。1981年农业总产值6，265万元，比1949年557万元增

长11．2倍，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110元。生产条件逐步改善，生活水平相应提高，安居大

队人均收入377元，冯屯大队人均收入603元，是全县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两个先进大队。

本县属半农半牧县，有得天独厚地发展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生产的优势，是省黄牛生产基

地。1981年有大牲畜40，0'47头，其中黄牛16，852头，奶牛1，747头，生猪存栏73，898头，羊

101，263只，鹿1，650只，禽315，372只，牛奶产量71，700担，羊毛5，480担；果园面积1，839亩，

产量1，656担；桑园面积375亩，蚕茧产量6担；养蜂180箱，产蜂蜜42担，蜂蜡540斤I水产

养殖点发展到17处，水面8，130亩，投放鱼苗144万尾。

县、社工业发展很快。过去流传的“油、酒、米、铁、木，皮(指油坊、酒坊、米坊和铁

匠铺、木匠铺、皮匠铺)，一片荒凉穷富裕"，概括了解放前“富裕不富"和工业落后状况。

现在，除省、地(市)工业企业外，县有酿造、化学、机械、食品、纺织、缝纫，皮革、

造纸、木制家具和建筑材料等工业企业34个，社队企业43个。工业产品中，尤以富裕老窑

酒、松鹤牌奶粉著称，被评为省优质产品。富裕酒厂近年来生产的金龟延寿酒、童鸡凤衣酒

和真珍酒，作为我国外贸出口商品销往国外，颇受欢迎。1981年工业产值4，136万元，比合作

化时期的1958年工业产值575．2万元，增长6．19倍，是建国初期工业产值的123．2倍。

国营矽合作商业经营网点342个，在集体商业网点安排待业青年1，536人，1981年总销

售额5，982．8万元。

教育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建国初期仅有中学1所，小学90所，教师153人，学生5，000人，

其中中学生91人。现在有中学和完全中学16所，小学272所；高中学生2，094人，初中学

生10，927人，小学生48，210人，中学教师897人，小学教师1，810人。

医疗卫生机构由建国初期的1所医院，7名医务人员和3处私人门诊，发展到现在

的38处，床位1，105张，中西医师89人，主治医师43人，其他医务人员811人，大队卫生机

构127处，赤脚医生366人。计划生育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1981年的出生率千分之十二点三七，为3，293人；死亡率千分之五点一九，为1，381人，自然

增长率千分之七点一，为1，912人。

文化体育事业有新发展。县有文化馆、图书馆、新华书店、龙江剧院、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和两处电影院。农村有文化站9处，文化活动室48处，电影管理站9处，俱乐部8处，电

影放映队102个，放映员150人。县城除有嫩江地区体校、体育馆外，还有人民广场和灯光

篮球场，是全县性体育活动的主要场所。镇内新建园林公园1座，工会俱乐部已成为老干部

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娱乐活动中心。

—————_-——-——————————————————_———————-———●一一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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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镇概况

化n*依邑阿北*(北纬{7，I≈，，4：经1 2 4，27，j，阳用为友院公针王f、绕，总面积髫甲
办公‘艮齐嫩、卉北线铁唿，卉加、矗”±；踏纵髓tfUi。Z-L比政府驻托镇p、!，是奈县政

衙．终济、文化、交通：jj r J，心。铍人K政』f=』：驻铁p≮路北郎眄删。

$锁是逑旧睛发展起求淞农J：商爿i台：*娥览掣；。K1讶之初牲尼汀县，]。29年五宦裱没

治局为兴杨镇，1，：o年卉克线铁路墟^i改为’j：年I蚝解放历19帕{ii0政为：区，1942年县人

民政府迁驻奉镇，1 956年改为寓体镘，1959年为佰俗锨人K公_}{=，1q80年经过选举成立富

裕镇人民政府。辕六个徽逍办r#处，28个膊委会，3个蔬菜大队，14个生产队，3个自然

屯，12，567户，51，658¨人，j驯一满、蒙，i、川、达斡尔、柯尔克孜、朝鲜等少数民

族1，265人，其余为汉族。镇内殴有三个公安派出所，分别驻站}ji：f街，新华路和富裕纸浆，一

居民区。

全镇地处寒温带，属大陆性季风7i候，垒年无篇期】30夫应右。土壤主要是风沙土，地

势平坦。耕地面积14，589I{f。l981年蔬菜种植面积d，819亩，总产瞳859．6，l：YJT-，以吐产春夏

蔡为主，为城镇居民服务，年上村砬500万斤左右。菜农晌生活水平较高，繁荣：队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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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行政区划、自然屯富裕镇

入243元。

工业从无到有。除县办国营、大集体企业外，镇与街道企业有：制氧、柳编、养鸡、运

输、服装加工、食杂代销、门诊医疗、综合修配等。就业人员2，1do人，1981年总产值150万

元。镇柳编厂生产的柳制品畅销21个国家和地区。

文教卫生事业逐步完备。解放前，仅有一所小学和几家私人药铺。现在除省、地所属林

校、体校、技校、林干校外，还有全日制中学4所，在校学生3，952人，教师260人，完全小

学5所，在校学生6，570人，教师238人；幼儿园(班)38个，入学幼儿1，184人，幼儿教

师1 16人，入学率达94％；还有聋哑学校一所，使聋哑儿童也能入学。镇内除有嫩江地区精

神病防治院外，县有中、西医院各一所；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计划生育指导站各一

所；中、西医院床位220张，镇、街道、大队和工厂企事业医疗门诊网点16个。采取以防

为主、以治为辅的方针，开展防病治病活动，积极开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从而保障了职工和

人民均身心缝康。还设有县办干部疗养所一处，为全县干部职工疗养提供了方便。镇内文化

体育设施相继建立，有工会礼堂、文化馆、图书馆、电影院、龙江剧院、广播站、体育馆和

灯光球场等，活跃了城镇人民的文化、体育生活。

为适应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事业发展的需要，城镇规划建设正在进行。铁东区正阳

大街重修路基铺设水泥路面在紧张施工，新开辟的中心路两旁样式新颖的楼房拔地而起，新

建的镇内园林公园面貌一新。

一6一



够?郫分行政【夏划、r|然屯甯裕镇

富裕镇主要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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