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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们以爱乡报国之情，在盛世修志的感召

下，不揣孤随寡闻、学我才疏，大阻地编篡了这本《吉林市

活革与大事>>(1 673-1985年)，作为纪念吉林设治三百一十周

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五周年的一份微簿献礼。

吉林是座古老的城市，它锤灵毓秀，得天强厚，堪称松

花江畔的一颗明珠z 资源丰富，可谓物华天宝，令人垂青。

数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草动人也魄的历史

活尉，组得大书特书。

今天的吉林是从昨天和前天的吉林发展而来的，它同伟

大祖国一起历经了沧桑，这里的各族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

压榨、反对帝自主义侵略以及向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曾经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近千年来、特别

是自吉林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以来，英雄的吉林人民又为

争取国家强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浴血

奋战，终于京得了吉林的解放、新中固的诞生，使吉林步入

崭新的社会主义历史蹄段。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直

接领导下，三千多万勤劳智慧的工人、农民如知识分子，又

用自己的双手和才智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社会主人建设的篇

章，使吉林城乡启程变新药。晓天和后天的吉林，正期待着

我们这一代以及后人去开拓，去建设，吉林正以青春的英姿

向着四个现代化迈进，不声久、曲将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令人

f悖串慕自的§茹吉林就会出现在祖国东北大地

历史是一面镜子，编寨乡土史志，宣传家乡历史，为两



个文明建设服务，是我们史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一旦

本书能够在吉林市编史惨志工作中和地方史研究以及文物征

集工作中起到一点抛砖引玉和穿针引线的作用，那就是我们

最大的摇望和快器。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过去和现在的

史志学者的辛勤劳作，百我妇不过是做了一点在闽、筛选、

编辑和审订的工作。

本书是由董学培、理立伟等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分工编

写的。由于我妇水平有限，占有资科不全，如上时间仓链，

挂漏与错误肯定存在多为此恳望读者与专家批评匡正，以便

今后进一步补充修改。

部国志谨志

1986年7月 1 日于吉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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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说明

-.<<吉林市沿革与大事》的时间起止←一从1673~j1985

年，共计312年 5 地域范i哥一→以吉林市区为中心，兼顾所

辖郊区和永吉、好兰、段河、磐石、桦甸五县。由于长期以

来吉林是军府、 fi;厅、远县约中心，所以与吉林有关联、而今

又不属于吉林地区的重大亨件(尤其是行政建室的变化〉也

适当反睬。

二、从实际出发，路古详今，收集了建置沿革、行政区划、

政治统治、军事活动切注济建设、外事交涉、文化教育、灾

情疾疫、宗主运礼俗、人口变化尤其是革命斗争等各个方面。

三、鸦片战争(1 840年)以前采用阴历计年月，同时栋

明公孟计年。由于问一个阴历年的年如和年末会跨两个公元

计年，请读者明鉴。二号片战争以后采用公历计年月 2 。准确

月、日不清者， W.是年、是月记述。在同一年、月、日中有两

件以上大事时，以A号;如 1JJ3 0 

四、凡属建宣沿革、行政这~tl的内容，不在大事中罗列，

单法列表反睬。为了 !327;17楚，吉林市(包括郊区〉和历辖

五县分别列表。

五、同吉林有密切关联或深刻影响的属于全医、东北或

伤满步肖远的大事，如语;此法令、条约、事件或简要提及，或

作为背景交待，元:国接关系者，一律从珞。

六、本书参考引沿JL十种专若、志书，还有许多报刊、

档案和语查采访资料少为节省编桓，除少数标明出处外，太多

从路。为了便于造一步查阔， -þ它将参考引用书刊和主要文章

目录统列于大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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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行政区划各称沿革表

〈一)~言林城市(含郊这〉行政军划名称iE革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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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变动及设置

二÷去在副主生丢在古平|
督下始修吉林乌拉〈简称吉林) . 

域。东、西、北、三面竖立松:

木为墙，南面倚靠松花江，周:

长 7 华里零18毗 j 

一
盯
→

一
号

1二
曹
丁熙康

公元!竿

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年五十熙康

置永吉姆，好Ii台吉林。永

吉如i辖地主东至昂邦夺泻大岭

í 200里已裁泰宁县界品至威远
|一~I 堡边门里开原县界z 南至讷秦

窝集730里，外为宁古塔将军专

1 辖界 5 北至法特n210里长宁县

1 早尹?丰功才三、 _1 

, 改永剖H为吉梓厅，辖区
乾隆十二年:一→ i

未变。

雍正五年

1 

1727 

町4A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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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年 号: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1757 I乾隆二十二年!→

1867 同治六年 .. 

1882 光绪八年

2 

改宁古培将军为镇守吉

林乌拉等处将军〈简称吉林将

军)。吉林将军辖区 z东至海〈日

本海抖， 000余里，西至威远堡

门 595里开JjJ(县界 3南至长自由

1 ， 300余里 E 北至拉哈福阿色

库600余里蒙古异。

「一吵吵均为土墙，共(
设八门，即东菜、朝阳、迎恩、

福绥、德胜、北极、致租和巴 i

尔虎门。周长14华里零258步 3 i 

尺 7 寸〈含南商江堤〉。

设吉林分巡道。吉林厅升

为吉林府，府辖17社、 4 牌、 1

街。 17社=居仁、来智、诚信、

克勤、存俭、兴订、耕读、敦

厚、主芸礼、诫忠、交行、忠信、笃

行、勤理、勤治、博文、尚礼. 4 
牌毒农字头牌，夫宇 2 牌、耕字3

2牢、耘字 4 膊. 1 街=乌拉街.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吉林城土墙改为砖墙，城|

区同前。 I

撤消吉林分迢迢，攻读吉 l
栋行省，省治吉林域，辖区小

于吉林将军时期，大于今日。

号|公元!年

光绪九年1883 

吉林府属吉林省西南路道。 l

• 年'
十绪先

宣统元年

改吉林府为吉林县，辖地z!
东至额穆异，南至桦每县，西至
双阳界，北至舒兰界。隶西南
路道。

~ 民匪二年
n‘u 嘈

Z
A

QHF 'A 

民国三年

玫吉林县为永吉县，辖十

\- I 区，详见永吉县沿革表。永吉
县隶属吉林省。省治吉林域。

年慧、
,1 十国民

Qu qh na 

3 



公元!年 号!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j ! 可窍生古时，;j
→ i 林城设一、二、四、五区。

I 一二;可言二支成立"吉林地!
民国三十四年→!方治安维持会"}10月共产党组!

建吉林市政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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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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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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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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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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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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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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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4 月 1 日正式设吉林市，

市区辖z 昌邑、船营、朝阳、

通天、德胜个五区。 li3城城墙 i

开始拆除。

吉林市增辖自由、江离、

江北、龙潭、兴隆五个罩。

3 月 1013 吉韩省人民政府|
从廷吉迁到吉林， 3 月 23 日正

;式成立吉林市人民政府。

一一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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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LIT-→→_~~I一平划名称变动及设量

1附 i民国三十七年(

• 

I~. 7 月 12 日吉林市郊江南、
→!白山、江北、兴隆、龙潭五个
;区成立区人民政府，共辖37个

(行政村，建立村政府和农会。 i 

吉林市共分10个区=昌邑、

朝阳、通天、德胜、船营为市

}内五区 s 白山、江南、龙潭、

j 江北、兴隆为市郊五区。

5 月 1 日，吉林省政府通 i

令设吉林市和丰满特区。

1ωl民国三十八年1-1→

7 月 10 日，草药街公膀，改 i
设派出所，区政府改为区公蹄。

7 月 16 日，有高宝宦京着Z7个 z
街政府，合并结为25个公安液!

出所。 I

'-
10月 14 日，撤销龙潭区，将

其历辖行政村分别划妇江南、

i吧些芝子?于共有 9 个区 o I 

5 



公元 i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4月 13 日J销市内朝阳、昌邑、通天、
→|德胜、船营五个区公所。

8 }J 23 日，将市郊江北、兴隆、江南、

1950 1-1- 1 自由四个区人民政府分别改称一、二、三、四

,-

区人民政府。

11月 17 日，吉林市建立25个街公所. 5 

j 个中心街公所。

l一 8 面二7日占主区改称一、二、三
!→!、四、五区人民政府z 将市郊一、二、兰、-

I I 西区人民政府改称六、七、人九区人民政府。:
1951 1-1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二十←二一→一一一→一'

-+ 

1952 -嗣~

12月 26 日，将丰满特区及承吉县第二区

;九个村如归吉林市领导，吉林市辖10个区。

8 月 2 白，吉林市郊增加一个区，变为 i
5 个区，市辖区共11个。 1

- 6 一



公元!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1953 

5月 1 日、吉林市原十-个区〈包括丰满特

‘ i 区〉调整为九个区。其中一、四、七、八区为

广 1 工业区z 二、三区为城市混合区，五、六、
i 九区为农业区。

5 月 5 日，将吉林市原有时村、时 l
街整顿为39个村、 45个街，并将街公所改建

一→ i 为群众自治性的街道委员会，将全市原有
J 1 1 ， 8阶居民主尹吵， 554个居民经·

5 月 12 日，吉林市政府确定九区、四商

→ l 房村、哈达湾村、大屯村、棋盘街村人民政

府、分割成立区、村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j 

9 月 1 目.决定将吉林省人民政府迁往

→ i 长春，吉林市不兼省会。 9 月 27 日吉林市人 l

民政府迁至原省政府{现市政府〉办公。 i

4 月 1二ι; 在车王二九号7头台子、二(
道岭子、炮手、九座店、安达、夏汉泊、李 i

i 家、梯村、张三、虎牛询等十一个村和小官 1
i 屯村靠吉林市的一部分划妇吉林市管辖。

- 7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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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1-量'

区缉名称变动及设置

6 月 13 E ，海永吉县的市三道沟村、百!
→ 1 家村、下注子村、二台子村、孤店子村、大

i 红土霞衬毛寇家村和兴隆村划妇吉栋市管辖。 1

12月 10 日，吉林市将九个区改划成10个 i
i 区， 32个街， 23个乡。街道建立街道办事 j

j~ 处，市郊农村建立乡·将九夺区的名称自数:
→;字改为地名，一区改称昌邑区，二区改称道

!天区?三区改称船营区，因这改称龙潭区，

i 五区改称江ZE区，六区改称自阜豆，七区改

i 称丰满区，八区改称哈达湾区，九区改称大

国主二塾些些 • 

7 月 23 日，将自山、江南、大屯、九站 i

四个区撤销，成立交在这人民委员会，妇其所 i

屑。吉林市辖七个区。 I

~ 
9 月 27 日，永吉、磐石、桦甸、舒兰、

蚊河等五县，自吉林市领导。

( 本年撤销通天区，将研辖地区分别划归!
1958 I I→!昌邑、船营二区。南京得以东划归昌邑区，

I 芝叩归船营区。吉拉市辖六个区。

- 8 



公元 j 区划名称变动及设置

本年街道题民和农业社，组成昌邑、龙

→!器、船营.铁路、丰满、九站、江南、哈达

1959 i-如

j 湾等人个人民雪泣。 i 
i 9 月 8 13 ，将永吉县大纣、二道河子、 j
旺起三个乡和口市人民公社三家子管理区，

玛拉街人员公社南兰、南岗子、金娟、四闰;

i 房、金珠、兴隆、荒地、三台子、四台子、 i 
i 新立等十个管理白白吉林市。 一!

本年吉林市市辖区变为昌邑、船营、龙

1961 一→ 1 潭、哈达湾、丰满、郊区六个区。!

6 月 24 日，读整吉林市区、郊区建制，

;保留昌邑、船营、龙潭三个ïÎl区、一个郊区

!的建髓。将哈达湾并入昌邑区，将九站街道

l阳 1-→ j 办事处划归昌邑也撤销丰满区建髓，改设!
i 丰满街道办事处，划归船营区s 将江南桥头、

i 大长屯两个街道办事娃划归船营区s 将牡牛

l可以南主iJ!自龙潭区。吉林市辖四个区。

一一
9 



公元! 区一丝名称变动及一?置

1 另 24 )3，设立永吉专区，辖永吉、舒兰、;

1966 I一→!磐石、蚊湾、摔甸五县。吉林市辖昌邑、船营、 1

龙潭、郊区四个区。 l

• f 3豆叫成立吉林市革命委员会。

1959 \--1 5 月 14 日，永吉专区与吉林市合并且Eil
→ i 永吉专区，将永吉、舒兰、磐石、按需、梓甸五

县是6舆吉林市领导。

( 5 月 29 日 党政分属办公革委会改为
吉林市人民政府.

1 月 20 )3，调整部分街道行政区恕.在

原有32个街道办事处的基础上，又增加13个 2

街道办事处，计45个街道办事处。其中z 船!

1979 1 → l 营14个，昌邑 14个，充潭12个，郊区 5 个。 I
部分街道改变名称z 合江街道办事处改为新

地号街道办事处，京市场街道办事处改为文 j

庙街道办事处，龙潭街道办事处改为滨江街

道办事处.

一
一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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