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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社会群体活动，大者如国家兴衰隆替，次者若州县治乱教化，

小者至乡土风情人物；其演绎过程无不由国史：方志留传后世并

资治当今。历史是面镜子，对照之，则前有所稽，后有所鉴，鉴

古以察今，察今以施治，从而继往开来。史志功用，大抵即在于

此：
、’～

伟大祖国五千年文明史以及华夏域内上万部州县地方志，卷

帙浩繁可比浩瀚江河：苍茫烟海，乃中华之文化瑰宝。古来渊源，

盛世修志：‘编史修志之风，可上溯于秦汉，至清朝大兴，民国以

来其势渐弱。汤原自清末设县治以来，虽有呈报本《县志略》，及

《征查通志清册》两者留存，而迄今尚无一部完整地方志书问世。

汤原县人文荟萃，历史悠久，县域内前有滔滔松花江如襟似带，后

有巍巍兴安岭为屏作障。汤旺河东西两岸平原伸展，阡陌连绵，稻

麦泛金。设治八十五年来，汤原县人民披荆斩棘，，垦植建设，历

旧社会天灾人祸，遭侵略者蹂躏奴役，逢新时代春风雨露。若前

事不志，则后事无师，当属一大憾事。
： j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沐浴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春风，举国上下兴起了编史修志的热潮。当值此际，中共汤

原县委、县政府，决定编纂第一部《汤原县志》，以偿全县人民厚

望，以’应现在、+未来各方面之需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

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关怀指导及全县有关单位的热情支持下，修

志人员殚精竭虑，刻苦笔耕，历时十二载，终于使县志杀青问世，

我和全县人民深为这一盛举而由衷高兴!

《汤原县志》纵贯本县八十五年历史，横陈域内人文建置、自

然形胜、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社会风俗等状况，纵述近百年，横

记逾百业，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堪称一方的

“百科全书’’。它是兴县富民的信息宝库，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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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本书内含所述，坚持古为今用、厚今薄古

的原则，按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和体例的要求，较为客观而

翔实地记述了汤原开发建设、变革进步的历史轨迹。《县志》的出

版，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汤原县志》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广征博采，集萃扬菁，精

心编辑。在所搜集的数百万字浩繁资料中认真选择取舍、精心谋

篇布局，以严谨之文风撰成本书。县内各部门出于惠及后代，造

福人民之共同目的，在编修本部门本单位史志的同时为县志提供

出大量资料。省、市等上级有关部门并县内各界人士亦寄予殷殷

关切和大力支持，使县志编修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汤原县

志》得以成书，实乃众手修志之结果、集体智慧之结晶，诚属功

德无量。在此，谨向为《汤原县志》的编修做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致以悃诚的感谢之忱!

编纂地方志旨在“存史、资治、教化"。全县人民应当借助县

志回顾前瞻，发扬优良传统，立足四化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

汤原的长征里程上，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更加灿烂辉煌的新业

绩!《汤原县志》系初创文化建设工程，其质量有待社会检验。新

书既成，心存惶竦。本志不尽完善，定有纰漏之处。诚挚寄希望

于读者批评指正，拾遗补阙。

’汤原县人民政府县长 吴 军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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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副主任

顾 问

成 员

汤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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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原县志》编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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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汉英 孙俊元 孙文跃 刘兴明 李哲伟

许振川 孟 彬 邹志光 房泽宏 周铁成

张德义 l张 煜I徐贵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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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囵王会元 刘 桓 邢文启 关 华

张福元 杨趾范 曹玉龙 柳成栋 赫修文

}▲■■■■r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思想性、资料性及科学性

的谐调统一。

二、本志遵循“存真求实、详今略古”的原则，突出地方特

色，体现时代特点和改革精神，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建设服务，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有科学依据的资料。

三、本志时间断限上起所载事物的发端，下迄1990年末，极

少内容下限止于搁笔。

四、本志采用古今一贯体编纂，以编、章、节横排项目，按

年代推移纵述史实；分编记述全县自然、社会及人文等各个方面，

合而成书。

五、本志表述，以现代语体文字为主，辅以图、表及照片：目

题用黑体字，其次第不列序码；以公元纪年，用朝代纪年者以括

号夹注公元。 ．

六、本志称谓，行文首次出现之部门、机构、团体和会议，均

书历史习惯全称。多次出现则酌用简称；人物，一般情况下皆直

呼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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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志立传者，均为籍隶本地或外地对推进或阻碍本地历

史发展有较大影响之已故人物，众多烈士以《英名表》入志。对

卓有业绩的生者(即党政军界地师级以上干部，科技教育、文化

艺术各界获高级职称者或社会闻人)，则在人物编中以录记之；对

获省级以上表彰的先进个人则以表记之。

八、本志资料主要源于北京、南京、大连、上海、哈尔滨等

地档案馆及图书馆，其次选自县档案馆和县直各单位编写的有关

资料、专业志和知情人的口碑资料。’入志的人物资料，源于组织

上掌握、亲友荐举，并经反复核证。但囿于条件，定有疏漏，俟

续志时再补。志中引用的数字，主要依据统计局的资料，少部分

由业务部门提供。 ：

九、本志除卷首、卷尾文字外，以《大事记》为历史纵线提

挈全部内容，以《概述》为横向剖面冠于各编之首，总揽始末发

展，以．《附录》辑入断限内不便入志而又应存文献。

十、本志排列21编、1 06章、459节，包括统计表格等入志

140万字，附图2幅，插照80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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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汤原县政区图

概 述

大事记⋯⋯

第一章区域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二章历史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章行政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章县城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章人口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户籍与人I：1类属⋯⋯⋯⋯⋯⋯⋯⋯⋯⋯⋯⋯⋯⋯⋯⋯⋯⋯⋯⋯⋯(156)

第二章人口构成⋯⋯⋯⋯⋯⋯⋯⋯⋯⋯⋯⋯⋯⋯⋯⋯⋯⋯⋯⋯⋯⋯⋯⋯⋯⋯(158)

第一节性别构成⋯⋯⋯⋯⋯⋯⋯⋯⋯⋯⋯⋯⋯⋯⋯⋯⋯⋯⋯⋯⋯⋯⋯⋯(158)

第二节年龄构成⋯⋯⋯⋯⋯⋯⋯⋯⋯⋯⋯⋯⋯⋯⋯⋯⋯·：⋯⋯⋯⋯⋯⋯·(159)

第三节··文化构成⋯⋯⋯⋯⋯⋯⋯⋯⋯⋯⋯⋯⋯⋯⋯⋯⋯⋯⋯⋯⋯⋯⋯⋯(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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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职业构成⋯⋯⋯⋯⋯⋯⋯⋯⋯⋯⋯⋯⋯⋯⋯⋯⋯⋯⋯⋯⋯⋯⋯⋯(161)

·第五节民族构成⋯⋯⋯⋯⋯⋯⋯⋯⋯⋯⋯⋯⋯⋯⋯⋯⋯⋯．．．⋯⋯⋯⋯⋯(162)

第三章婚姻家庭⋯⋯⋯⋯⋯⋯⋯⋯⋯·6 00·0·O·⋯⋯⋯⋯⋯⋯⋯⋯⋯⋯⋯(163)

第一节婚姻方式⋯⋯⋯⋯⋯⋯⋯⋯⋯⋯⋯⋯⋯⋯⋯⋯⋯⋯⋯⋯⋯⋯⋯⋯(163)

第二节家庭结构⋯⋯⋯⋯⋯⋯⋯⋯⋯⋯⋯⋯⋯⋯⋯⋯⋯⋯⋯⋯⋯⋯⋯·一(164)

第三节家庭人口⋯⋯⋯⋯⋯⋯⋯⋯⋯⋯⋯⋯⋯⋯⋯⋯⋯⋯⋯⋯⋯⋯⋯⋯(164)

第四节人口姓氏⋯⋯⋯⋯⋯⋯⋯⋯⋯⋯⋯⋯⋯⋯⋯⋯⋯⋯⋯⋯⋯⋯⋯⋯(165)

第四章计划生育⋯⋯⋯⋯⋯⋯⋯⋯⋯⋯⋯⋯⋯⋯⋯⋯⋯⋯⋯⋯⋯⋯⋯⋯⋯⋯(165)

第一节人口控制与管理⋯⋯⋯⋯⋯⋯⋯⋯⋯⋯⋯⋯⋯⋯⋯⋯⋯⋯⋯⋯⋯(165)

第二节晚婚与节制生育⋯⋯⋯⋯⋯⋯⋯⋯⋯⋯⋯⋯⋯⋯⋯··：⋯⋯⋯⋯⋯(166)

第三节节育措施与成果⋯⋯⋯⋯⋯⋯⋯⋯⋯⋯⋯⋯⋯⋯⋯⋯⋯⋯⋯⋯⋯(167)

第四节规划与宣传教育⋯⋯⋯⋯⋯⋯⋯⋯⋯⋯。⋯⋯⋯⋯⋯⋯⋯⋯⋯⋯”(168)

第三编自然地理

第一章地 貌⋯．．⋯·⋯⋯⋯⋯⋯⋯⋯⋯⋯⋯⋯⋯⋯⋯⋯⋯⋯⋯⋯⋯⋯··j⋯·(171)

‘第一节地势⋯⋯⋯⋯⋯⋯⋯⋯⋯⋯⋯⋯⋯⋯⋯⋯⋯⋯⋯⋯⋯⋯⋯⋯⋯(171)

第二节山脉⋯⋯⋯⋯⋯⋯⋯⋯⋯⋯⋯⋯⋯⋯⋯⋯⋯⋯⋯⋯⋯⋯⋯⋯⋯(172)

第二章地 质⋯⋯⋯⋯⋯⋯o⋯⋯⋯⋯⋯⋯⋯⋯⋯⋯⋯⋯⋯⋯⋯⋯⋯⋯⋯(173)

第一节地层⋯⋯⋯⋯⋯⋯⋯⋯⋯⋯⋯⋯⋯⋯⋯⋯⋯⋯⋯⋯⋯⋯⋯⋯一(173)

第二节侵入岩⋯⋯⋯⋯⋯⋯⋯⋯⋯⋯⋯⋯⋯⋯⋯⋯⋯⋯⋯⋯⋯⋯⋯⋯⋯(174)

第三节构造地质⋯⋯⋯⋯⋯⋯⋯⋯⋯⋯⋯⋯⋯⋯⋯⋯⋯⋯⋯⋯⋯⋯⋯⋯(175)

f。第四节水文地质⋯⋯⋯⋯⋯⋯⋯⋯⋯⋯⋯⋯⋯⋯⋯⋯⋯⋯⋯⋯⋯⋯⋯⋯(176)

第五节工程地质⋯⋯⋯⋯⋯⋯⋯⋯⋯⋯⋯⋯⋯⋯⋯⋯⋯⋯⋯⋯⋯⋯⋯”(176)
第三章水 系⋯⋯⋯⋯⋯⋯⋯⋯⋯⋯⋯⋯⋯⋯⋯⋯⋯⋯⋯⋯⋯⋯⋯⋯⋯⋯(177)

第一节河流⋯⋯⋯⋯⋯⋯⋯⋯⋯⋯⋯⋯⋯⋯⋯⋯⋯⋯⋯⋯⋯⋯⋯⋯⋯(177)

第二节地下水⋯⋯⋯⋯⋯⋯⋯⋯⋯⋯⋯⋯⋯⋯⋯汹⋯⋯⋯⋯⋯⋯⋯⋯⋯(180)

第四章气 候⋯⋯⋯⋯⋯⋯⋯⋯⋯⋯⋯⋯⋯⋯⋯⋯⋯⋯⋯⋯⋯⋯⋯⋯⋯⋯(180)

第一节气候特征⋯⋯⋯⋯⋯⋯⋯⋯⋯⋯⋯⋯⋯⋯⋯⋯⋯⋯⋯⋯⋯⋯⋯⋯(180)

第二节气候状况⋯⋯⋯⋯⋯⋯⋯⋯⋯⋯⋯⋯⋯⋯⋯⋯⋯⋯⋯⋯．．．⋯⋯⋯(181)

第三节气象分区⋯⋯⋯⋯⋯⋯⋯⋯⋯⋯⋯⋯⋯⋯⋯⋯⋯⋯⋯⋯·一⋯⋯⋯(185)

第四节物候⋯⋯⋯⋯⋯⋯⋯⋯⋯⋯⋯⋯⋯⋯⋯⋯⋯⋯⋯⋯⋯⋯⋯⋯⋯(187)

第五节自然灾害⋯⋯⋯⋯⋯⋯⋯⋯⋯⋯⋯⋯⋯⋯⋯⋯⋯⋯⋯⋯⋯⋯⋯⋯(188)

第五章土 壤⋯⋯⋯⋯⋯⋯⋯⋯⋯⋯⋯⋯⋯⋯⋯⋯⋯一⋯⋯⋯⋯⋯⋯⋯⋯(192)
一 第一节土壤种类⋯⋯⋯⋯⋯⋯⋯⋯⋯⋯⋯⋯⋯⋯⋯⋯⋯⋯⋯⋯⋯⋯⋯⋯(192)

。第二节土壤性质⋯⋯⋯⋯⋯⋯⋯⋯⋯⋯⋯⋯⋯⋯⋯⋯⋯⋯⋯⋯⋯⋯⋯⋯(192)

第三节土壤分布⋯⋯⋯⋯⋯⋯⋯⋯⋯⋯⋯⋯⋯⋯⋯⋯⋯⋯⋯⋯⋯⋯⋯”(194)
第六章植 被⋯⋯⋯⋯⋯⋯⋯⋯⋯⋯⋯⋯⋯⋯⋯⋯⋯⋯⋯⋯⋯⋯⋯⋯⋯．．．(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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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森林⋯⋯⋯；⋯⋯⋯⋯⋯⋯⋯⋯⋯⋯⋯⋯⋯⋯⋯⋯⋯⋯⋯⋯⋯”(195)

第二节森林草甸⋯⋯⋯⋯⋯⋯⋯⋯⋯⋯⋯⋯⋯⋯⋯⋯⋯⋯⋯⋯⋯⋯⋯⋯(195)

第三节沼泽草甸⋯⋯⋯⋯⋯⋯⋯⋯⋯⋯⋯⋯⋯⋯⋯⋯⋯⋯⋯⋯⋯⋯⋯⋯(195)

第四节草甸⋯⋯⋯⋯⋯⋯⋯⋯⋯⋯⋯⋯⋯⋯⋯⋯⋯⋯⋯⋯⋯⋯⋯⋯⋯(195)

第七章自然资源⋯⋯⋯⋯⋯⋯⋯⋯⋯⋯⋯⋯⋯⋯⋯⋯⋯⋯⋯⋯⋯⋯⋯⋯．．．⋯，(196)

第一节土地⋯⋯⋯⋯⋯⋯⋯⋯⋯⋯⋯⋯⋯⋯⋯⋯⋯⋯⋯⋯⋯⋯⋯⋯⋯(196)

第二节矿藏⋯⋯⋯⋯⋯⋯⋯⋯⋯⋯⋯⋯⋯⋯⋯⋯⋯⋯⋯⋯⋯⋯⋯⋯⋯(196)

第三节水资源⋯⋯⋯⋯⋯⋯⋯⋯⋯⋯⋯⋯⋯⋯⋯⋯⋯⋯⋯⋯⋯⋯⋯⋯⋯(199)

第四节植物⋯⋯⋯⋯⋯⋯⋯⋯⋯⋯⋯⋯⋯⋯⋯⋯⋯⋯⋯⋯⋯⋯⋯⋯⋯(200)

第五节动物⋯⋯⋯⋯⋯⋯⋯⋯⋯⋯⋯⋯⋯⋯⋯⋯⋯⋯⋯⋯⋯⋯⋯⋯⋯(202)

第四编党派。·社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汤原地方组织⋯⋯⋯．．．⋯⋯⋯⋯⋯⋯⋯⋯⋯⋯⋯⋯⋯⋯⋯(206)

第一节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206)
‘

第二节历届党代表会议⋯⋯⋯⋯⋯⋯⋯⋯⋯⋯⋯⋯⋯⋯⋯⋯⋯⋯⋯⋯⋯(213)

第三节组织建设⋯⋯⋯⋯⋯⋯⋯⋯⋯⋯⋯⋯⋯⋯⋯⋯⋯⋯⋯⋯⋯⋯⋯⋯(217)

第四节宣传工作⋯⋯⋯⋯⋯⋯⋯⋯⋯⋯⋯⋯⋯⋯⋯⋯⋯⋯⋯⋯⋯⋯⋯⋯(220)

第五节纪律检查工作⋯⋯⋯⋯⋯⋯⋯⋯⋯⋯⋯⋯⋯⋯⋯⋯⋯⋯⋯⋯⋯⋯(223)

第六节统战工作⋯⋯⋯⋯⋯⋯⋯⋯⋯⋯⋯⋯⋯⋯⋯⋯⋯⋯⋯⋯⋯⋯⋯⋯(225)

第七节党校⋯⋯⋯⋯⋯⋯⋯⋯⋯⋯⋯⋯⋯⋯⋯⋯⋯⋯⋯⋯⋯⋯⋯⋯⋯(227)

第八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228)

附几次政治运动⋯⋯⋯⋯⋯⋯⋯⋯⋯⋯⋯⋯⋯⋯⋯⋯⋯⋯⋯⋯⋯⋯⋯⋯(228)

第：章其他党派⋯⋯⋯⋯⋯⋯⋯⋯⋯⋯⋯⋯⋯⋯⋯⋯⋯⋯⋯⋯⋯⋯⋯⋯⋯⋯(229)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汤原地方组织⋯⋯⋯⋯⋯⋯⋯⋯⋯⋯⋯⋯⋯⋯⋯⋯⋯(229)

第二节汤原县国民党外围组织⋯⋯⋯⋯⋯⋯⋯⋯⋯⋯⋯⋯⋯⋯⋯⋯⋯⋯(230)

第三章群众团体⋯⋯⋯⋯⋯⋯⋯⋯⋯⋯⋯⋯⋯⋯⋯⋯⋯⋯⋯⋯⋯⋯⋯⋯⋯■(231)

第一节工人团体⋯⋯⋯⋯⋯⋯⋯⋯⋯⋯⋯⋯⋯⋯⋯⋯⋯⋯⋯⋯⋯⋯⋯⋯(231)

第二节农民团体⋯⋯⋯⋯⋯⋯⋯⋯⋯⋯⋯⋯⋯⋯⋯⋯⋯⋯⋯⋯⋯⋯⋯⋯(233)

第三节妇女团体⋯⋯⋯⋯⋯⋯⋯⋯⋯⋯⋯⋯⋯⋯⋯⋯⋯⋯⋯．．⋯⋯⋯⋯·(234)

第四节青少年团体⋯⋯⋯⋯⋯⋯⋯⋯⋯⋯⋯⋯⋯⋯⋯⋯⋯⋯⋯⋯⋯⋯⋯(235)

第五节科教文团体⋯⋯⋯⋯⋯⋯⋯⋯⋯⋯⋯⋯⋯⋯⋯⋯⋯⋯⋯⋯⋯⋯⋯(237)

第六节其他团体⋯⋯⋯⋯⋯⋯⋯⋯⋯⋯⋯⋯⋯⋯⋯⋯⋯⋯⋯⋯⋯⋯⋯⋯(238)

第五编政权·政协

第一章人民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241)

第一节早年的议事机构⋯⋯⋯⋯⋯⋯⋯⋯⋯⋯⋯⋯⋯⋯⋯⋯⋯⋯⋯⋯”(241)
第二节选举⋯”‘⋯⋯⋯⋯⋯⋯⋯⋯⋯⋯⋯⋯⋯⋯⋯⋯⋯⋯⋯⋯⋯⋯⋯·(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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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各界代表会议⋯⋯⋯⋯⋯⋯⋯⋯⋯⋯⋯⋯⋯⋯⋯⋯⋯⋯⋯⋯⋯⋯(242)

第四节历届人民代表大会⋯⋯⋯⋯⋯⋯⋯⋯⋯⋯⋯⋯⋯⋯⋯⋯⋯⋯⋯⋯(242)

第五节县人大常委会及主要活动⋯⋯⋯⋯⋯⋯⋯⋯⋯⋯⋯⋯⋯⋯⋯⋯．．．：(248)

第二章行政机构⋯⋯⋯⋯⋯⋯⋯⋯⋯⋯⋯⋯⋯⋯⋯⋯⋯⋯⋯⋯⋯⋯⋯⋯⋯．．．(250)

第一节清末汤原县衙⋯⋯⋯⋯⋯⋯⋯⋯⋯⋯⋯⋯⋯⋯⋯⋯⋯⋯⋯⋯⋯⋯‘(250)

第二节民国汤原县政府⋯⋯⋯⋯⋯⋯⋯⋯⋯⋯⋯⋯⋯⋯⋯⋯⋯⋯⋯⋯⋯(251)

第三节伪满汤原县公署⋯⋯⋯⋯⋯⋯⋯⋯⋯⋯⋯⋯⋯⋯⋯⋯⋯⋯⋯⋯⋯(252)

第四节汤原县人民政府⋯⋯⋯⋯⋯⋯⋯⋯⋯⋯⋯⋯⋯⋯⋯⋯⋯⋯⋯⋯⋯，(254)

第三章政 协⋯⋯⋯⋯⋯⋯⋯⋯⋯⋯⋯⋯⋯⋯⋯⋯⋯⋯⋯⋯⋯⋯⋯⋯⋯⋯(264)

第一节机构沿革⋯⋯⋯⋯⋯⋯⋯⋯⋯⋯⋯⋯⋯⋯⋯⋯⋯⋯⋯⋯⋯⋯⋯⋯(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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