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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但作为我县有史以来第一

所珍爱，也会为有关部门所重

，并借以为序。

墨拜久
‘1 9 8 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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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甸，占为肃慎之地。清初满族大量南迁后，曾划为采贡地而被封禁。

清光绪七年(1881．)清廷准开苏密甸子荒，清光绪三十三年末(1908)设县

治。1931年被日本侵占，1945年回归祖国怀抱。1946年第二松花江以西地带

被国民党所占，I 947年我军解放桦甸全境。

由于朝代的更替，区划的变更，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差异，民族的迁

徙，在桦甸这块宽阔的士地上，留下了各种类别的地名。

这些地名有的描绘着秀丽的山川，’有的标志着丰富的物产；有的记录着

政区的变化，有的标志着民族的风俗，有的体现着开发年代，有的呈现着人

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憧憬。但也存有少数有损国家主权，影响民族团结，

污辱劳动人民以及庸俗不雅等地名。 。．

这些地名大都是约定俗成的，由于认识的相似性，而出现一些相同的地

名，也存在着一地多名，一名多写，有地无名等情况。尤其是六十年代末

期，．地名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混乱现象。为使我们伟大文明古国的地名实现标

准化和规范化，按国家统一部署，桦甸县于1980年11月成立地名领导小组，

1981年4月组建了县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了250名干部，开始了对地

名的普查工作，1982年改为县地名委员会。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对全县18个

社(镇)，198个生产大队，17个街道，858个自然屯，130余座山峰，66条

河流，112座桥梁，50余条沟川，10处隧道，10处火车站，以及水库、大

堤、公路、古迹、革命纪念地等进行了全面普查和考证。在此基础上开始内

业整理。经过反复修改，．共填写地名表．’卡和上报表、卡近万张，编写了概

况材料160余份，并绘制了社镇地名图22份。

从事此项工作的同志走遍了全县村屯和山川，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

依靠广大群众，走访知情人，翻阅各种资料，使我县地名普查和整理编辑各

种地名资料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被评为省地名工作先进单位，并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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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被评为市地名工作先进县。值得提出的是一些离休老教师，他们年逾花

‘甲，身体健康情况欠佳，为地名工作呕心沥血，贡献了余热。
’

地名普查工作，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力量的不足，又缺乏经

验，难免存在一些缺欠和谬讹。但绝大多数考证资料还是准确的。现在已由

地名志编委会编纂成《桦甸县地名志》。我相信它一定能为有关部门和史地

研究者，提供一些信息，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

《桦甸县地名志》的出版，也可算做既有益当代，又造福于子孙的一件
大事吧。、谨为序。 一 ．

桦旬县政协主席

前桦甸县地名委员会主任 水砰
1 9 8 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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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装

扮得庄严、肃穆。

陵园用红砖围砌，设有正门和南侧门。正门的两侧 ，赫然书写着“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14个新魏书大字。在门两旁的墙壁

上，仿毛泽东手书体写有“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共产主义是不可抗

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l”、“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

无上光荣!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小门垛内里两侧楹联书写着：“英名垂

千古，浩气贯长虹”，“丹心昭日月，业绩载千秋”等缅怀烈士的词句。

在土山的两端高处，各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 巍峨耸立，两塔

相距约70米。西端纪念塔正面朝南，红砖砌筑，素灰净面，通高6．2米，

立体红星镶嵌在塔顶部的镌刻飘带上，“爱国自卫战争阵亡烈士纪念

塔”13个大字镌刻在塔身的正面，背面阴刻着“ 1947年9月2日，江苏

盐城唐登钧等于伏龙泉牺牲。东北贸易总局辽北省贸易局前郭旗局，

1948年4月25日立”的碑文。塔身的右侧是一条林荫蔽日的天然长

廊，直通座落在小山最高处的东端纪念塔。东端纪念塔正面朝南，通高

10米，宽2米，漆蓝色的碑铭边框。塔身正反两面分别竖着镌刻有蒙汉

两种文字的“革命烈士纪念塔”、“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大字，白底黑

字。塔的顶端镶嵌有白色的和平鸽和立体红星。塔的底部正反两面镶

嵌着大理石，正面阴刻着蒙汉两种文字并列的碑文是：“中华民族之优

秀儿女，解放战争之无敌英雄，为实现人类崇高理想而壮烈牺牲，烈士

之不朽功勋为万人所敬慕，英雄行为为后世之模范 ，人民将永远继承先



出版说明

编1978年版)中所用，故因之。计量单位均用平方公里、公里、垧，亩。纪

年用公元或年号加公元。经纬度只取到分。方位均采用八个方位，乡、镇以

县驻地为中心定方位，村、屯以乡，镇驻地为中心定方位。距离均系l：5万

军用图上的直线距离。县、乡总面积数由县农业区划办提供I户数和人口均

用《桦甸县第三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数字。少数民族人口占人口数不

足百分之一者，写多汉族。乡，村耕地面积使用统计局1983年末的统计数，

屯耕地面积为自报数。所用的高程均采用黄海高程系。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

界线，未经实测，只能供参考，不可做划界的依据。

为便于查找，志后附有地名首字笔划索引和首字拼音索引。

编写地名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所限和缺乏经验，在内

容，分类，文字等方面，难免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诚恳希望读者指正。

本志所收资料，截至1984年12月。 ，

《桦甸县地名志》编委会

。7
l 9 8 5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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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 I 一 行’·。政 区 划 设 置
●‘-_。。．。__．-__．_-。。-。--_‘--。．．-．-．‘__。_，_--。。_。．。___-。，二．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1-。--。·。-_··_-__。___-，●‘__·_·___-·__-I_--_·_。-_··-_--_’一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设治桦甸县，隶属吉林府。 ，

’

． (1908．1)
‘

初拟以文、行、‘忠、信．礼，义、廉、洁八字划定

．。‘j．：， ：¨。 。。
17； 政区，；因详册佚失，无可考。继以序号设八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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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县城)， 二区(八道河子)，
。?，。_'“。．’≯，t一．：‘：p ， ■。 ¨t：。 ，～⋯t {

一三区’(横道河子)、四区(集厂子)，i一。，．一“．0 +：‘
·。

五区(大蒲柴河)’．六区(横道子)，． ．

·一，’‘：．，’一‘‘、’ -·，“七区(红石砬子)，～八区(桦树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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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190”． 隶属西南路吉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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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元年(1912) ，改县署为县公署，知县为县知事，仍隶属吉长遭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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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l隶属吉林省，沿旧翩设八个区。，j：} ：
)

～， “一1935年 戈4分八个保，下设甲，牌。桦甸保、八道河子保，横道

(中华民国=十四年) ‘譬．菏享保，‘集广子保、桦东保，横道子保，红石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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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砬子保’，桦树林子保。

1939年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

改八个保为一个街，八个村，下设屯。桦甸街、八道
。：： ，，

‘

河子村、横道河子村、公吉村、红石砬子村、大

．．蒲柴河村、横道子村，桦树林子村、金沙村。

，t i～：1945年 ‘划出大蒲柴河村归敦化县，改村为区。城关区，八道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二-， 河子区、横道河子区，公吉区，红石砬子区，
‘

‘

●
，

‘t’桦树林子区，横道子区、金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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