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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分析和探索我县地名的成名规律，使地名工作更

直接地为四化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

《地名志》是经县人民政府批≯筐出版的。它的出

版意味着长期遗留下来的地名混乱现象已告结束，各

部门要对地名增强法制观念， 使用地名凡与本志不一

致的，一律以地名志的现行标准名称为准。今后更改

地名，必须按国务院有关规定， 经有关政府批准方可

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更改地名。

《地名志》编入的地图， 按所属关系排在文字概

况之前，县政区图和社(镇)地名图的行政区划界线

均未进行实测，不做为划界依据。

由于我们收编的内容不细不全，加之我们编辑水

平有限，难免出现缺点和不足，请各使用单位给予批

评指正，深表谢意。

梨树县地名志编委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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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概况

梨树县位于吉林省的西南部，距省会长春市一百一十公

里。跨东经123。457至124。537，北纬42。49 7至43。467。西

与双辽县和辽宁省昌图县为邻，东和北与怀德县隔河相望，

南依哈达岭山脉与四平市和辽宁省的开原、西丰县接壤，

东西北三面有蜿蜒的东辽河环绕，中间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全县总面积4，209平方公里。其中耕地2，86 l，ooo亩(水

田1儿，ooo亩)，林地1，280，ooo亩，牧地420，ooo亩。全县

有28个人民公社(其中满族人民公社一个)，4个镇，1个良

种繁殖场和一个省属国营农场。农村有351个生产大队，

2，895个生产队，2，17 7，个自然屯。城镇有6个街道办事处。

44个居民委员会。全县共有1 59，994户，7r36，281口人(城

镇人口85，896人， 农村人口650，385人)， 绝大多数为

汉族。满、朝， 回， 蒙、僮、苗、鄂伦春等少数民族有

1 2，359人，占总人口的1．66％。县人民政府驻地梨树镇。

梨树地设县治于清光绪四年(1878)，县名为搿奉化

县”。 “奉化”来源于现梨树城稍南的搿奉化屯一名称，

县治设梨树城址时俗称买卖街。尔后因与浙江省奉化县重



名，故于民国三年(1 9 1 4)将奉化县更名为梨树县， 至

今。县治驻地除1960年至1965年曾驻郭家店外，其余时

间均驻梨树城。

梨树城原址在城北八里的搿偏脸城”，因城内有株大

梨树而得名。辽代为九百奚营所在地。到金代天德二年

(1 150)韩州州治从柳河县(今昌图县八面城)迁到九百

奚营即今之偏脸城，并且成为从燕京(今北京)到金代上

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南北交通线上的一个重

要驿站。在元、明、清时代， 仍然是重要驿站——韩州站。

清代梨树为内蒙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王领地。嘉庆

八年(1 803)蒙王招垦，人口渐增，屯落逐密，道光元年

(1 8 l2)曾设“分防照磨”官署，隶属昌图厅。 清末时

全县人口为369，l 1 3人；1 93 1年为383，043人；解放前为

430，824人。

梨树县地势为南高北低，可分为南部低山丘陵， 中部

波状台地和北部大平原三种地带。南部低山丘陵，为长白

山的支脉哈达岭余脉，可谓山山相接，岭岭相连， 岗峦起

伏，绵延不断，．最高的大架山，主峰海拔5 11．3米， 山间

多为小块的沟岭平地，为灰棕壤棕壤区； 中部波状台地，

土质肥沃，为黑土区；北部平原为黑钙土淡黑钙土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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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也享有盛名，每年可产50多万斤。该地还盛产山楂，

为全国重点产区之一。素有果乡之称的胜利公社郭家窝堡

大队，盛产葡萄，大的一株可结千斤，品种有“龙眼”、

。香水”， “巨丰”等，产量多，质量好。1 958年国务院

曾授该队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颁发了印有周总理签

名的奖状。

境内地下蕴藏着煤、铜，铅，锌，金、滑石、萤石、

石墨，石英，白云石．耐火土．矽石沙．石灰石和硅灰石

等百余种矿藏。其中，清烟煤分布在孟家岭公社一带，埋

藏量为300万吨以上。铜、锌和锰埋藏在大顶山。白云石埋

藏在三家子公社的荒顶山，质量占东北第一位。耐火土埋

藏于白山公社的偏脸城和石岭公社哈福一带，埋藏量极

大。矽石沙分布在白山公社的白山嘴脚下。石灰石从郭家

店公社至石岭公社约60里地的山中遍地皆是。石墨，萤石

埋藏在叶赫满族公社的杨木林、英额堡等地。

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县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各项事业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解放前农业基础很薄弱，基本是原始耕作方法。解放

后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其它促进农业发展的有

利措施，农业生产有了很快的发展，成为吉林省商品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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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县之一。粮食作物有玉米，一高梁、谷孚，水稻等，经济

’作物有大豆、甜菜，麻类、小油料等。1980年农业总产值

为26，625万元，粮食总产达到了l 2亿斤，是1949年的

2．8倍，粮食亩产450斤，是1949年的3倍多，人均收入达

到了147元。

林业建设的速度也很快，解放初，仅有残林43万亩，

1 980年发展到128万亩；森林复被率由7．2％提高到

1 7，．9％，并实现了农田林网化，成为省八个农田防护林连

片连网县之一。

农业和林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牧业生产，大牲畜由解

一放初期的4万9千头增加到5万7千头，牛发展到2万3千

头，羊2万8千只，鹿4，1 53只，生猪3 1万7r千头。

解放前工业生产非常薄弱。只有官僚资本家经营一个

旧式小煤窑和四所手工生产的油米作坊及不到百家的个体

手工业。解放后到1980年期间，城乡厂矿企业已发展到2 7r5

个，其中县办企业61个。机械工业有农机配件厂，农机修

造厂，铸管厂、造纸机械厂，宏伟机械厂；轻化工业有化

肥厂，造纸一厂、二厂、淀粉厂；建筑材料工业有水泥

厂、白云灰厂，建材厂、机砖厂，水暖器材厂；食品工业

有粮油加工厂、肉食联合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其它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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