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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镇行
钦举。口堂生口大礼报，学作日中工鹅在做月议志n会同年次国孵一世坩届卢五长十镇

口生党大的镇在党全口贝祝为党庆志镇，同全会安，集法日重贾孤隆记
阼堂书。年礼委课昀学党党均中。上钦日口E(



≥。中一呵孽夏雩“·÷■b蛊。蝤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大口钦镇举行大型文艺庆祝活动。
鞠德金书记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满族镇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在政府
小会议室召开。历时一天，工作人
员正在清点选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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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大口钦满族镇第二
届艺术节文艺汇演在原红阳煤矿工
人文化宫拉开帷幕．

1991年9月16日大口钦满族镇
迎亚运首届艺术节文艺汇演掀起了
整个农民艺术节的高潮．此次艺术
节历时三个月．



--00--年镇党委、政府领导成员：
前排左起：
姜仁、卢士国、常树春、柳雨、张金鹏
后排左起：
王景荣、刘景阳、常志鑫、王海波 C

口府大政团镇青在共会，大日表
鹕代。月次开挖十召年第重虬镇隆坞族室满议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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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婀娜姿态载入史册。它必将使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人观
，，冬菠 占?继往开专?毽设美

踵拍蓓莆存桐函舒j沃

的未来，t两个“文鼍辱

彳一}开放聃绚丽的花朵

镬

大I。'"-1钦满族镇镇&：柳 雨

二0 0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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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
●

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实事求足，存真求实，力求反映

全镇历吏发展和社会全貌。

二、 ≯隈自J 9R6年开始，下限到2002年}2，月为止．

蕻十七年。

三、本志除概述、大事记外，计有专志21篇，70章，
．、_—悼
)， fJ o

·

四、本志采用篇、帝、节为序，用述、记、志、陶、

表、录的体裁，以志为主。

五、本志资料均系镇内各部门提供的资料。

六、本志一律采用公无。
j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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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大口钦镇位于吉林市东北，距吉林市区29公里，北与舒兰

溪河镇毗邻，东与缸窑接壤，东南同杨木乡交界，西南与乌拉

街镇为邻，张老河自南而北是大口钦镇与乌拉街镇天然界水。

镇j蔓中心地理坐标为j匕纬44；lO j，东经126。34 i。

大口钦镇属半山区，西部是平!噎，东部多山，东鬲西低，

幅员总面积为105．28平方公里。境内的山地是丘陵地，只有大

瑕：■青龙山、老虎山、石人山是较高的山，其中石人山是解

J17{c战争的饔塞，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二”部队经常戍守于此，

老虎山晦致3,q_9．9公足，是太r1钦境内最高的山，吉林省“■0

八"微波站建于此山之上。

大口钦镇境内河流主要有3条。窑钦河自东向西至大口钦

屯南与自东南来的团山子河汇合向西北至小郑屯注入张老河。

团山河储水量为8，869万方，连同张老河约l毛万立方米

左右，蓄水工程8座，其中小一型和小二型水库各一座，塘坝

6座，大小排灌站23座，其中百瓦千的4座，小型的19座。

大L]钦镇气候属北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

平均日照2，284．7小时，无霜期134天，年降水量631．6毫米，
1



多集中于7、8、9月，有利于各种作物生长·但春旱多大风，

秋涝低温多雨，气温变化大，给农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

大口钦镇辖十二个村，40个自然屯，共4592户，21742人，

其中农业人口16843人，占人口总数的77A7％，育汉、满、朝、

回、蒙5个民族。勤劳智慧的大口钦人民用双手开发了和建设

着大口钦大地，发展农业，开办工矿企业，为祖国的建设大、|眨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口钦镇山林地面积为80，870，6亩，灌木面积14，915

宙，多集中在大口钦东部。

大口钦镇矿藏有白粘土(耐火料次原料)，砂石，原煤，花

岗岩等。自粘土是钢铁企业所需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储量极

为丰富。1972年吉林市办起红阳煤矿，落地于大口钦镇。由于

资源匮乏，1997年红阳煤矿解体，现在只有3处零星个体煤矿。

现在大口钦有农贸市场一个，私营企业29家，个体商店(包括

各村的)1 10家，公司七户，集体企业2户。 ，
●

大口钦交通极其便利，四通八达。吉五铁路线横穿我镇，

每日客运6次，货运32对。有国家干线公路一条，即瑷大公路

(202号公路)，由南向北纵贾大口钦境内，有省级公路一条，

即吉五线由西向东蜿蜒通过，交通的方便，为大口钦的发展创
，

●

。，●，3誊F{‘缸“4，节p；_毫善，鼍纂，矗1I疆算：屯、



造了有利条件，搞活了城乡市场贸易，给本镇经济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

大口钦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全镇有初级中学一所，在校

学生451名，小学8所，在校学生1531名，幼儿园一所，在校

学龄前儿童120名。全镇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教育质量逐年

礞高，各枝教育设施较为完备，教师地位及待遇稳步提高，他

们正在为培养新世纪建设人才丽努力工作。

大口钦有卫生院一所，矿区医院一所，村医疗所15所。卫

生院设内科、外科、中医、妇科室各1个，同时设有注射室、

处置室、化验室、X光诱视窜、病房、药库、防碴毫等。全镇

有医务人曼60人，他们为全镇人民的健康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

用。

， 党和政府历来对军烈属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三属、退伍和复

员军人定期发给抚恤金和补助费，现在全镇有受优待的烈属3

，八．，军属22人，复员军人42人，退伍军人68人，乡残8人，
’ ≯、

职残6人，每年发放补助费约90960元。

对失去劳动能力而又无依无靠的老人政府给予一定的优待和

照顾。全镇现有44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丧

葬的“五保一制度。镇政府现有敬老院一处。从1986年1002
1



年累计有50位老人住迸敬老院，镇政府派专人负责管理，现有

院长1人，服务人员2人，负责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健他们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幸福愉快地渡过晚年。

1986年以来，大口钦镇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是一排排绿树迎春风，一条条大道宽又平。一排排砖瓦房

美观又齐整。由过去的四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

机"到新四大件“彩电、冰箱、摩托、洗衣机玎。更有条件的买

了桑塔那、面包车等。
’

今天，勤劳勇敢的大口钦镇人民，在镇党委和镇政府的领导

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为开发和罐设美好的大口钦，为全而

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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