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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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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县地名志》的出版，是我县地名工作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县社会生

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蛟河县地名志》的问世，必将对振兴我县经济、致富

人民带来福音。

蛟河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区域。我们的先辈，曾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

辛勤劳动了几千年。为了生活的交往和地区联系，他们为这块土地标记了许

许多多不同的地名，抒发了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之情，寄托了对美好未来

的想往，也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与命运的抗争。然而，这些地名的产生，往

往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发提起，约定俗成的。当然也有着旧社会遗留下

来的残迹。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土地的开发不断扩展，人们活动

地域的扩大，使少数地名出现重复、混乱和不雅等问题，影响了人们的正常

交往。《蛟河县地名志》的出版，彻底解决了全县地名中存在的问题，方便

了人们的交往和使用，适应了现代化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地名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

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地名志的编辑和出版，是经过地名普查、补调、考

证、标准化处理、材料整理、撰写等多项工作，历时六年方告完成。它不仅凝

结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凝结着全体地名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当我们

阅读和使用《蚊河县地名志》时，不能不对广大地名工作者卓有成效的劳动

。表示由衷的感谢。

地名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人

民的生活交往、经济活动，而且关系到民族团结、领土主权和国际交往。过去

我们对地名工作认识不足，没有看到它与国家主权和四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因此，没有把它列入议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地

名工作开始步入了为四化服务的新轨道，地名工作也开始被重视起来，随着

地名志的发行和利用，地名工作的重要作用会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地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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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更重要的是必将促进我县经济la益繁荣，人民致

富的道路更加宽广。

值此刊行之际，谨以为序。

蛟河县县长 贺瑞祥

l 9 8 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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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编 辑 说 明

《蛟河县地名志》是在地名酱查、地名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根据吉市

政办发[：1983)33号文件精神，在吉林市地名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在县委，县

政府的领导下，由地名志编辑委员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撰写、编辑现已正

式出版。它记载了我县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状况，统一了

我县各类地名的标准书写形式及正确读音，反映了名称的来历、含义、演变以

及地理位置、行政沿革等情况。在编撰时根据国务院1：19791305号文件规定．

对于地名含义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含有民族岐视有碍民族团结的、

含有侮辱劳动人民或字义庸俗以及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都傲了更名处理。

本志是加强民政、市政、外事、城乡建设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书I是邮

电、旅游，交通，消防、户籍管理工作的必备资料，是对中、小学学生进行

乡土教育的良好材料。

本志收录行政区划名19条、居民地名918条，村民委员会名256条，街道

办事处名lo条’专业部门及起地名作用的企事业单位名27条，街、路名55条，

自然地理实体名27条，桥粱名六条，水库名六条，交通名68条，名胜古迹名

18条，计1，411条。

本志各类地名位置，均注相对位置，县、乡镇加注地理位置。乡镇以县

驻地为基点，村民委员会、街道、自然屯以乡镇驻地为基点，其它地名根据

所属确定基点，按八个方位，取直线距离，用公里计算。

本志有关县，乡镇，村的土地面积以1983年《蛟河县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资料汇编》为准，屯耕地面积为自报数。人口数字以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

El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为准I少数自然屯人El累计与村的合计不符，。是群众

跨村居住所致。自然屯的建屯时间，大部以1936、1937两年日伪归屯算起。

本志体例采取词目式。计量一律采用公制，纪年用公元或年号括注公

元。专业术语均按“辞海"的提法。

r本志附地名图19幅，交通图、山名水系图、额穆县保甲区划图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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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路图三幅。蛟河县历史沿革表、蛟河县自然情况一览表各一份。乡镇行政

区划沿革表18份，乡镇自然情况一览表18份，彩色照片九帧，为查阅方便，书

束附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

本志所载各类地名，业经市、县人民政府申定，均为标准地名，具有法

律效能，任何部门、单位、个人都无权擅自更改，如须更改，要按有关文件

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本志所收录的资料绝大部分载止到1984年末。

《蛟河县地名志》编委会

1 9 8 6年5月



《蛟河县地名志》编辑

人员名单人贝备早

主 编：

责任编辑：

编 辑：

编 辑：

编 辑：

制 图：

抄 写：

摄 影：

王 福

李 之

杨菊月

唐珍

隋淑芬

王福(兼)

邢 钧

王 福(兼)



目 录

目

(一)《蛟河县地名志>)总篇

暖 例

蛟河县地名图

蛟河县自然情况一览袭

颈穆县保甲区划图

蛟河县历史沿革表⋯⋯⋯⋯⋯⋯⋯l

蛟河县⋯⋯⋯⋯⋯⋯⋯⋯⋯⋯⋯⋯11

蛟河县地名综述⋯⋯⋯⋯⋯⋯⋯⋯15

(：)乡镇行政区划、聚落地名篇

蛟河镇地名图

蛟河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蛟河镇街区图

蛟河镇行政区划沿革表

蚊河镇⋯⋯⋯⋯⋯⋯⋯⋯⋯⋯17

奶子山镇地名图

奶子山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奶子山镇街区图

奶子山镇行政区划活革表

奶子山镇⋯-⋯⋯⋯．．．⋯⋯⋯”3 I

新站镇地名图

新站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新站镇街区图

录

新站镇行政区划沿革表

新站镇⋯⋯⋯⋯⋯⋯⋯⋯⋯⋯43

白石山镇地名图

白石山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白石山镇行政区殳l沿革表

白石山镇⋯⋯⋯⋯⋯⋯⋯⋯⋯69

关岗镇地名图

夭岗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天岗镇行政区划沿革表

天岗镇⋯⋯⋯⋯⋯⋯⋯⋯⋯⋯B7

漂河镇地名图

漂河镇自然情况一览表

漂河镇行政区划沿革表

漂河镇”⋯⋯⋯⋯⋯⋯⋯⋯·109

天北乡地名图
‘

天北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夭北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天北乡⋯⋯⋯⋯⋯⋯⋯⋯⋯123

天南乡地名图

天南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天南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天南乡一⋯⋯⋯⋯⋯⋯⋯⋯·i 45

拉法乡地名图

拉法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一l一



目 录

拉法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松江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拉法乡⋯⋯⋯⋯⋯⋯⋯⋯⋯i67 松江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龙风乡地名图 松江乡⋯⋯⋯⋯⋯⋯⋯⋯⋯255

龙风乡自然情况一览袭 新农乡地名图

龙风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新农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龙风乡⋯⋯⋯⋯⋯⋯⋯⋯⋯189 新农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前进乡地名图 新农乡⋯⋯⋯⋯⋯⋯⋯⋯⋯275

前进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 青背乡地名图

前进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青背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前进乡O eQ OOD O IOta D'O⋯⋯⋯·197 青背乡行政区翅沿革表

乌林朝鲜族乡地名图 青背乡⋯⋯⋯⋯⋯⋯⋯·⋯”289

乌林朝鲜族乡自然
(三)起地名作用的企事业名称篇

情况一览表
一，省属企事业

沿革表
吉林省自石山林业局⋯⋯⋯⋯⋯303

乌林朝鲜族乡⋯⋯⋯⋯．．．⋯207琵河林场⋯⋯⋯⋯¨⋯⋯⋯⋯⋯·303

南岗子乡地名图 大趟子林场⋯⋯⋯⋯⋯⋯⋯⋯⋯303

南岗子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胜利河林场⋯⋯⋯⋯⋯⋯⋯⋯⋯304

南岗子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大石河林场⋯⋯⋯⋯⋯⋯⋯⋯⋯304

南岗子乡⋯⋯⋯⋯⋯⋯⋯⋯217蚊河煤矿⋯⋯⋯⋯⋯⋯⋯⋯⋯⋯304

黄松甸乡地名图
长岭子林场⋯⋯⋯⋯⋯⋯⋯⋯⋯304

黄松甸乡自然情况一览表 二。市属企事业

黄松甸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吉林市新站结核病医院⋯⋯⋯⋯304

黄松甸乡⋯⋯⋯⋯⋯⋯⋯⋯229蛟河发电厂⋯⋯⋯⋯⋯⋯⋯⋯⋯305
池水乡地名图 蛟河县水文站⋯⋯⋯j⋯⋯⋯⋯。305

池水乡行政区划沿革表 三、县属企事业

池水乡⋯⋯⋯⋯⋯⋯⋯⋯⋯243蚊河县地震观测站⋯⋯⋯⋯⋯⋯305

松江乡地名图 蚊河县气象站⋯⋯⋯⋯⋯⋯⋯⋯306

—2一



目 录

黄松甸微波站⋯⋯⋯⋯⋯⋯⋯⋯306奶子山⋯⋯⋯⋯⋯⋯⋯⋯⋯⋯⋯31 1

苏尔哈渔场⋯⋯⋯⋯⋯⋯⋯⋯⋯306新开岭⋯⋯⋯⋯⋯⋯⋯⋯⋯⋯⋯31l

蛟河县参场⋯⋯⋯⋯”⋯⋯⋯⋯·306瓮泉岭⋯⋯⋯⋯⋯⋯⋯⋯⋯⋯⋯31l

蛟河县果树场⋯⋯⋯⋯⋯⋯⋯⋯306老爷岭⋯⋯⋯⋯⋯⋯⋯⋯⋯⋯⋯311

蛟河县第一鹿场⋯⋯”⋯⋯⋯⋯·306庆岭⋯⋯⋯⋯⋯⋯⋯⋯⋯⋯⋯⋯312

蛟河县第二鹿场⋯⋯⋯⋯⋯“⋯·307康大砬子⋯⋯⋯⋯⋯⋯⋯⋯⋯⋯312

蛟河县第三鹿场⋯⋯⋯⋯⋯⋯⋯307天桥岗⋯⋯⋯⋯⋯⋯⋯⋯⋯⋯⋯312

海青林场⋯⋯⋯⋯⋯⋯⋯⋯⋯⋯307生菜顶子⋯⋯⋯⋯⋯⋯⋯⋯⋯⋯312

刘家店林场⋯⋯⋯⋯⋯⋯⋯⋯⋯307牛心顶子⋯⋯⋯⋯⋯⋯⋯⋯⋯⋯313

太阳林场⋯⋯⋯⋯⋯⋯⋯⋯⋯⋯307飞机照山⋯⋯⋯⋯⋯⋯⋯⋯⋯⋯，313

横道子林场⋯⋯⋯⋯⋯⋯⋯⋯⋯307杨木大顶子⋯⋯⋯⋯⋯⋯⋯⋯⋯313

天南林场⋯⋯⋯⋯⋯⋯⋯··．．．⋯·308松花潮简况⋯⋯⋯⋯⋯⋯⋯⋯⋯314

天北林场⋯⋯⋯⋯⋯⋯⋯⋯⋯⋯308嘎呀河⋯⋯⋯⋯⋯⋯⋯⋯⋯⋯⋯314

蛟河县水泥厂⋯⋯⋯⋯⋯”⋯⋯·308拉法河⋯⋯⋯⋯⋯⋯⋯⋯⋯⋯⋯314

蚊河县造酒厂⋯⋯⋯⋯⋯⋯⋯⋯308蛟河⋯⋯⋯⋯⋯⋯⋯⋯⋯⋯⋯⋯315

(四)自然地理实体，人工

建筑名称篇

蛟河县山名水系图

蛟河县山水名称简述⋯⋯⋯⋯⋯309

张广才岭⋯⋯⋯⋯⋯⋯⋯”⋯⋯·309

平顶山⋯⋯⋯⋯⋯⋯⋯⋯⋯⋯⋯309

蛟河顶子⋯⋯⋯⋯⋯”⋯⋯⋯⋯·310

少砬哈子山⋯⋯⋯⋯⋯⋯⋯⋯⋯310

杉松顶予⋯⋯⋯⋯⋯⋯⋯⋯⋯⋯310

东土山⋯⋯⋯⋯⋯⋯⋯⋯””⋯一310

西土山⋯⋯⋯⋯⋯⋯一⋯⋯⋯⋯·310

大荒顶子⋯⋯⋯⋯⋯⋯⋯⋯⋯⋯311

烟筒砬子山⋯⋯⋯⋯⋯⋯⋯⋯⋯31l

团山子河⋯⋯⋯⋯⋯⋯”⋯⋯⋯·315

牛亡牛河⋯⋯⋯⋯⋯⋯⋯⋯⋯⋯⋯316

威虎河⋯⋯⋯⋯⋯⋯⋯⋯⋯⋯⋯315

漂河⋯⋯⋯⋯⋯⋯⋯⋯⋯⋯⋯⋯316

龙风水库⋯⋯⋯⋯⋯⋯⋯⋯⋯⋯316

红星水库⋯⋯⋯⋯⋯⋯⋯⋯⋯⋯316

庆丰水库⋯⋯⋯⋯⋯⋯⋯⋯⋯⋯316

大关门水库⋯⋯⋯⋯⋯⋯j⋯⋯”317

向阳水库⋯⋯⋯⋯⋯⋯⋯⋯⋯⋯317

仁和水库⋯⋯⋯⋯⋯⋯⋯⋯⋯⋯317

蛟河县交通图

蚊河县公路情况一览表⋯⋯⋯⋯318

蛟河县交通概况⋯⋯⋯⋯⋯⋯⋯319

铁路及火车站(县内)⋯⋯⋯⋯320

一3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