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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兴华经济管理区志》历经五个月终于完成了，它真实客观地记

录了兴华管理区十七年来所发生方方面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记述了政

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变迁，是一部实事求是的详细历

史记述。

二十年风风雨雨，沧海桑田，兴华管理区党工委和管委会在上级

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济

建设取得了显著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以史为

镜、可以知古今"。在这继往开来的时代，兴华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

下，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必将走向光辉灿烂的明

天。

这部志是在兴华经济管理区党工委的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编篡

完成的，由最初的搜集整理材料到最后的定稿完成，编辑组成员一直

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我们知道干枯的数字是无法表述十七年来由村

到管理区的发展变化过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及诸多方

面的变化用简单的文字如何表述得了呢?并且我们也知道，兴华的发

展变化是伴随着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步伐向前迈进的。没有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辉指引，兴华也不会取得如此大

的成绩，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历史不会重复过去，但可

预示未来。我们兴华管理区党工委决心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带领管理区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努力开拓，加快发展，再创辉煌，

用实际行动描绘兴华美好的未来，续写兴华更加辉煌的历史篇章。

党工委书记：

二o o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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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龙潭区兴华经济管理区志》编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事的原则和存真求实

的方针，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兴华经济管理区的自然，社会和历史与

现状，体现兴华经济管理区的地方和时代特色。

二、本续志记事时间，上限自1999年开始，部分内容适当追溯到

管理区成立前的兴华村历史，下限N2002年底，重点反映1999年10月

成立兴华经济管理区以后的人与事。

三、本续志编写体例以篇、章、节为序。采用述、记、志、图、

表、录六种体裁，以续志为主。

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体。

五、本续志除概述大事记特载外，设8篇20章51节，在篇目设计

上，注重史料的实用性，即以收录动态资料为主，对相应的静态内

容，不再列篇设章，将变化部分在概述中提及。

六、本续志所用简语、简称、首次出现是加以全称。

，七、本续志采用公元纪年。

八、本续志书资料摘自各个部门，续志书使用的主要数据，均以

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各业务部门提供的数据均经过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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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林市龙潭区兴华经济管理区地理坐标为北纬44004’：东经126032’。

北部与龙潭区金珠乡金珠村为邻，南部与龙潭区金珠乡九座村接壤，西部与龙

潭区金珠乡荒地村、岗子村和江机农场毗邻：东部与龙潭区金珠乡农林村、松

树村接壤。东西长约4公里，南北宽约3．4公里。总幅员面积12．4平方公里，其

中城区面积1．2平方公里。

兴华管理区地处长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的前缘，地形东高西低。东部为低

山丘陵，面积为4．6平方公里，西部为二松侵蚀堆积河谷平原，面积为7．8平方

公里，平均海拔为190米左右。

兴华管理区气候条件属北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受东北至西南走向

的长白山脉的影响，与东南季风相交所至，四季分明，春季升温迅速，干燥多

大风，夏季温热，降雨集中，秋季降温快霜来早，多晴好天气，冬季漫长，干

燥寒冷。据吉林气象站有关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为4．60；一月份最低，平

均气温为零下180一200；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为零上2lo一240。冬季极端气

温为零下40．20。九月中旬可见初霜，无霜期为120天一135天。历年冻土最大

深度为1．28一1．78米，日照时间平均为2445．3个小时。

兴华管理区境内的河流水系发达，共有3条河流经本地(金珠河、农林

河、大官屯河)，主要为第二松花江水系。

兴华经济管理区水文资料根据九站水文站(195l—1997)四十年资料统计

分析，管理区多年平均降雨为668．3毫米，查吉林省水文图集管理区多年平均

经流深为190毫米，管理区水文地质条件主要为：1、松散岩类孔隙水，水量中

等，含水层厚度一般为1卜15米，岩性砂，砂砾石，水位地深4—8米，单井涌
水量为500--lOOOn屯／日，水化学类型多为重碳酸硫酸型，矿化度小于o．5克／

升。2、花岗岩风化壳孔隙裂隙小，水量贫乏，含水层厚度5一10米，单井出水



量lOOn屯／Et左右，变化大，水化学类型多为重碳酸硫酸型，有矿化度小于0．5克

}父。

兴华管理区在解放前是个较为偏僻的半山区，住户不多，交通不便，因地

势低洼取其意名“崴子"，自从1948年解放以后，人口逐年增加，隶属永吉

县。1958年兴隆大队成立，下有(按自然屯划分)7个生产合作社，归吉林市

郊区金珠人民公社管辖。1984年改为兴隆村，下设七个生产队，归吉林市郊区

金珠乡人民政府管辖。1985年因与郊区江南乡兴隆村重名，改为吉林市郊区金

珠乡兴华村，归吉林市郊区金珠乡人民政府管辖。1992年由于吉林市区划，归

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人民政府管辖，称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兴华村。1999年经

吉林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吉林市龙潭区兴华经济管理区，归吉林市龙潭区管

辖，兴华管理区是金珠乡人民政府所在地，是金珠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商业、金融、邮电、服务的中心，兴华管理区自成立以来，城区建设有了

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吉林市著名的三星级金龙度假旅游山庄

在我管理区大官屯拔地而起，给本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兴华管理区幅员而积为12．4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为7．8平方公里，山

区丘陵面积为4．6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441公顷。其中；水田面积156公

顷、旱田面积276公顷、菜田面积9公顷。林地面积152．7公顷。荒山荒地面积

227．3公顷。园地面积12．4公顷。水域面积42．1公顷。河流面积250．4公顷。塘坝

面积9．42公顷。沟渠面积7．07公顷。水上建筑0．53公顷，工矿面积133．12公顷，

农村道路l 5．6公顷。

兴华管理区是多民族混居地区，汉族占94％，满族占4％，其它少数民族

占2％，有朝鲜、回、蒙古族等。现七个社，七个自然屯，现有总人口3261

人。其中：男l 585人、女1676人。总户数为935户。其中：非农业人口为336

人，农村人口为2925人。非农业户为97户，农业户为838户。国民生产总值

4087万元。工农业总产值1 645万元。其中：农业产值720万元，工业总产值925

万元，粮食总产量为3050吨，疏菜总产量为95吨。农民人均收入3625元(2002

～2～



年)，现有大牲畜612头，小牲畜420头，家禽27000只。

主要工业企业单位有5家。其已形成生产建材规模的主要企业有兴华机砖

厂，吉顺保温材料厂等，现有职工人数275人，工业总产值925万元。

各项餐饮等服务业户94户，从业人员273人，总产值2255万元。

兴华管理区交通十分便利，城交17路公共汽车通至吉林火车站，吉哈铁路

和绕城一级公路都从境内穿过。长途公路可通往长春、图们、哈尔滨、沈阳

等，地区内可通往桦甸、磐石、蛟河、口前、舒兰、榆树等地。由于便利的交

通给管理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搞活了城乡市场贸易，管理区

村级水泥路建设的完成，又为兴华管理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兴华管理区科技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主要有中学l所，小学1所，其有学生

教职工324人。中心卫生院l所，其有职工18人，床位IO张，日门诊是20人，这

些学校、医院为管理区的科技文教事业发展培养了人才，做出了贡献，回忆过

去，展望未来，兴华管理区的人民生活条件正在向小康型迈进。





大事记

1994年

3月21日：改选中共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兴华村支部委员会书记。书记：

张少波；改选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兴华村民委员会村长。村长：张秀利。

根据12月28日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政府吉政发(1994)1号文件关于给《金

珠乡稳定完善家庭承包关系的意见》的请示批复文件精神，于1994年12月至

1995年3月对全村各社进行第二次调整完善土地承包，承包期为三十年。调整

土地面积为481．1公顷，涉及人口3040人。共签订三十年土地承包合同643份。

现以于2002年6月17日移交到龙潭区档案馆。

1995年

10月6日：同吉林市工业供销总公司合资兴建吉林市金华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兴华村出资16．3万元(以果园5．6公顷土地使用权做

股)，市供销总公司出资33．7万元。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股权平等、按股分利、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的经营方式。

1996年

10n 10日：吉林市龙潭区计划与经济局(1996)46号文件《关于龙潭区金

珠乡兴华村新建年程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批复》。兴建新建新型建筑材料厂。总

投资300万元。生产陶粒、砌块等新型建材，年生产能力为1000立方米，产值

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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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3月：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兴华村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产生兴华

村民委员会。兴华村民委员会由张秀利等7名同志组成。主任：张秀利；副主

任：孙淑环、娄玉孝；委员：牛桂英、邵文才、姜明、刘中启。

12月7日：中共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委员会。吉龙金党发(1998)6号文件

《关于各村、乡直单位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的批复》。兴华村党支部由张秀利

等五名同志组成。书记：张秀利；委员：孙淑环、许长富、牛桂英、孙跃德。

8月：根据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保质、保量的完成“两查五建"工

作。通过本次“两查五建"工作的开展，重点对全村的集体资源性资产、固定

资产价值重估、呆死帐核销进行产权认定工作，明晰了权属，且金珠乡人民政

府对兴华村“两查五建"工作给予批复。 、

1999年

lO月8日：经市农委、区委、区政府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吉林市龙潭区兴

华经济管理区工作委员会。党工委成员由马招利等5名同志组成。书记：马招

利；副书记：张秀利、李安海：委员：孙淑环、牛桂英。

9月13日：根据市政府要求，结合龙潭区特点，在金珠乡兴华村设经济管

理区政府。名称定为吉林市龙潭区兴华经济管理区委员会，正科级建制，行使

乡(镇)级管理权限，隶属于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主要职能为负责管理区

的一切工作。内设三个办公室，即：综合办公室、经济办公室、财政办公室。

领导职数为三名，人员编制为卜9名。编制来源内调。吉林市龙潭区兴华经济
管理区委员会由马招利等8名同志组成。主任：马招利；副主任：张秀利；委

员：李安海、孙淑环、牛桂英、娄玉孝、姜明。

10月13日：中共吉林市龙潭区兴华经济管理区工作委员会，吉林市龙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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