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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高句丽“龙潭山

山城”城址

2、“龙潭山山城”旱牢

3、。龙潭山山城”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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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龙潭区民兵应

急分队

2、龙潭区森林防

火应急分队

3、培训民兵科技

骨干，不断提高民

兵农业科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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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武部干部指

导民兵操作反坦

导弹

2、民兵进行高射

机枪瞄准训练

3、民兵应急分队

格斗训练



．再 专

_ 《龙潭区武装部志》(1 9 8 6—2 o 02)的编撰成书，这是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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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为我区军事工作历史记载所做的一大

贡献，值得庆贺。

盛世修志，千秋史笔，意义深远。《龙潭区武装部志》的续

修工作由1 9 9 7年7月开始，历时4年，本着“实事求是、明古

鉴今”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求

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记述准确，使其更好的起到借

鉴、咨询、决策、教育、存史的作用，为加强国防建设和促进地

方经济建设服务。

《龙潭区武装部志》(1 9 8 6—2 0 02)，以较为翔实的史料、资

料和纯朴、准确的语言，从军事组织、兵役、军事工作、民兵、

预备役、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大事记等方面，系统的记述了

8 6年以来，我区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济

高速发展大环境下的军事工作。记载了新形势、新环境下地方军

事工作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方针、政策、路线的指引下，前进、

发展、创新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从军事层面上体现了高速发展

的地方经济给国防建设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和深远的影响。

《龙潭区武装部志》(1 9 86—2 o 02)，凝聚着全体编撰人员的

智慧和汗水，他们是在时间紧、任务重、资料和经验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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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撰成书。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吉林军分区军事志办公室、

龙潭区委、区人民政府、区志办公室、区档案馆的大力支持和热

情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龙潭区人武部部长 袁铁军

2 O 0 3年9月2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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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吉林市龙潭区武装部志》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记述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武装部的发展和现

状。

二、本志的记事时间，上限1 9 86年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开

始，下限到2 O02年底。
＼

三、本志的编写体例以章、节为序。采用述、记、志、图、

表、录六种体裁，以志为主。

四、大记事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五、本志立传人物标准，以对本地军事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

为基本依据，贯彻“生不立传’’的原则。

六、本志使用地名、机构名、文化名、各类专用名称均写全

称，使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对人物的称呼，除引用原

文外，均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七、本志资料源于各部，数据以统计部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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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概 述

龙潭区位于吉林市区的北部，北纬4 3。4 87—44。1 77，东

经1 2 6。2 5，一1 2 6。2 57，南邻第二松花江，南与昌邑区隔江相

望，东与蛟河，北与舒兰，西与永吉县和九台市接壤，东部和北

部为山林、丘陵地带。西部大部分为平原。

全区所辖4乡4镇1 1个街道，四个管理区，总面积为1 2 09．37

平方千米，其中，城区面积为8 9平方千米；城区共有11个街道，

32 7个居民委，有汉、满、朝、回、蒙，锡伯、赫哲、鄂伦春，瑶

等九个民族；2 1 1个企事业单位；总人口5 4．3万，吉林化学工业

公司职工及家属占全区人口的半数以上。其中，城区人口为32万，

农村人口2 2．3万，少数民族7．32万；城区人口分布为：湘潭街

3．O万，龙华街4．1万，新吉林街2．1万，泡子沿街1．6万，山前

街3．1万，铁东街4．0万，龙潭街2．7万，新安街4．2万，遵义

街4．3万，榆树街2．5万，靠山街0．4万，乌拉街镇6．8万，大

口钦镇2．1万，缸窑镇3．4万，江密峰镇4．2万，杨木乡1．1万，

江北乡2．2万，龙潭乡0．6万，金珠乡1．9万，复转军人1 1 5 8人。

驻区大企业多，人口密度大，交通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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