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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人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可知兴衰。在党中央号召进行国情教育的今天，《长白

朝鲜族自治县志>出版问世，实在可喜可贺l

长自修志，始于清末。清宣统元年(1909)，长白府设治委员张凤台胸怀韬略，广征博采，亲操笔

墨，编著<长白汇征录》，翔实地记载了长白府疆域、内政、山川、兵事、物产、风俗、外交和府政之一

览，是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革故图新的地方信史。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奉天省曾饬令各

府、县修志，因战乱和政局不稳诸因，续志夭折．1945年长白解放后，处于地方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

阶段，无暇顾及，无志书问世。

盛世修志，既是历史的传统、现实的需要，又是一个世代延续、继往开来的伟业。编修新方志，在

于“辅治”、“资政”，为四化建设和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

下，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可谓盛世。中共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审时度势，于19珏年成

立专门机构，编修县志。

在修志过程中，编纂人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武器，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广泛征集资料，去伪存真，取精

用宏，分口撰写。历经五订纲目，六易志稿，终于众志成书． ．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从实际出发，尊重史实，详今略古，翔实地记载了自清末光绪三十四年



凡 例

一、本志书所载内容，上限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长白设治开始，下断至1985年。但有些内容，

为溯本追源，则不在此限。

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散到有关章节和大事记中，未设章节

专述。

三、本志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

四、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的限制。相同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

编入同一篇章。 ·

’

五、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其余均用记叙文体，只

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子材料之中。

六、历史纪年：辛亥革命(1911)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同一节内，只在首次出现时夹

注)；辛亥革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夹注朝代、国号纪年，不加注日伪政权年号。本志书所称“解放前、

中的数字用汉



概 述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是1958年9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长白县建制建立的。本县地处长白

山脉南麓，吉林省的东南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鸭绿江为邻。国境线长260．5公里，总面

积2497．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4万亩。1985年全县辖3镇8乡，总人口7．7万人，其中农业人

口4．4万人．有汉、朝鲜、满、回、蒙古5个民族．其中朝鲜族占17．1％。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全境高度在海拔430"-'2400米之间，地势呈东北向西南倾斜，属高寒山区．

是一个资源丰富而交通不便的边境县份．

长自历史悠久。文物普查鉴定，早在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自秦

汉以来，历经高句丽、渤海、辽(唐)、金(宋)、元、明、清各朝代。清康熙十六年(1677)，这里列为封禁

区，光绪三年(1877)开禁，逐渐有人来此开垦。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府治，辖抚松、安图两县．

1913年(民国二年)，按县制改组，撤销长白府，成立长白县．中华民国时期，境内人烟逐渐增多，很

多村落形成集镇。1932年后沦为日伪统治，各族人民受尽日伪欺压剥削之苦。1945年8月15日，

长白人民迎来了祖国光复，12月25日，长白全境解放。翌年1月，建立民主政府，人民成了国家主

人，解脱了水深火热之苦，走向新的生活．解放后，长自县属安东省，1946年属辽宁省．1949年改属

辽东省，1954年8月划入吉林省通化专署，1985年归浑江市领导．

解放40年来，长自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全县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益折的过程后有了飞快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

年平均递增率为9．42％I自1957年至1966年，由于搞大跃进，刮浮夸风和共产风，工农业总产值

·年递增率下降到8．47％I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工人、农民抵制。左”倾错误，坚持生产，使工

农业生产稳步增产，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9．95％．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

了“文化大革命”，工农业生产开始上升。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系统地拔乱反正，纠正、

。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城乡逐步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多种形式的家庭

承包责任制，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工

业，特别是发展乡镇工业，注重搞活流通，使本县经济有了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1985年，全县工

农业总产值10，403万元，是1949年的47．3倍，是1979年的3．55倍；国民收入7，567万元，人均

收入987元。

长白资源丰富，耕地少，林地多，经济向以农林为主，尤其林业是长白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早

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就有木把(林业工人)在长白采伐沿江木材，通过鸭绿江流送到安东

(今丹东)出卖．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成立鸭绿江采木公司后，林业工人日多，木材生产日盛。自清

宣统元年(1909)开始生产到1940年的32年间，共采伐木材230．8万立方米。由于日伪掠夺性采

伐，使长白林业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林业资源保护作出很多规定，使长白

的林业生产走向发展的新时期。1979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规定(草案))，

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81年3月，长自首次将“以农为主”的生产方针改为

“以林为主，农牧结合，全面发展”的生产建设方针，把林业建设提高到全县工作首位。贯彻以“营林

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加强了森林保护。截止1985年，保持了

35年“无大森林火灾县”的荣誉称号。1985年，全县有横山、向阳川、十三道沟3个采伐林场和龙泉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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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撂荒地、冷沟子、新房子4个营林林场，共有职工2，134人．农业生产因平地少，坡地岗地多，历



有电：况差转台18个，广播发射机2架，电视复盖率已达到85％以上；广播站12个，广播喇叭2，700

只，电视机5．000台．体育运动有新的发展．1985年在全国少年高山滑雪比赛中，县业余体校滑雪

运动员获金牌2枚、银牌l枚、铜牌3枚．

长白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6月4日，吕海亭组织。救国

爱民铁甲军”——大刀会．6月6日，驻朝鲜的El本军队十九师团第四守备队，由惠山镇渡江占领了

长白县城．大刀会在八道沟一带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长白县公安大队长李魁武率公安

队、自卫团举旗抗日11936年8月，抗联部队挺进鸭绿江畔，开辟长白山区游击根据地，一军二师和

二军四、六师进入长白县境，在白山林海中与日伪军警浴血奋战，著名的桃泉里战斗、鲤明水战斗、

间山峰战斗都发生在境内，给敌人以重创。很多长白的优秀IL女反抗日本侵略，参加了抗联部队。

人民群众为抗联部队送衣、送粮、送情报，护理伤员。创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1937年春，成立

中共长白县委。县委带领全县人民，配合抗联给日伪政治、军事造成了极大的威胁。1945年12月25

日，长白获得了解放．1946年1月，建立民主政权，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斗争。lo月国民党

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四保临江”战役期间，全县安置辽东省党、政、军机关撤退转

移人员和伤兵员达3万余人，全县出担架148，832人次，各族人民参加人数达4，492人，为解放战

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长自又成为抗美援朝的最前线。面对

美李侵略军占领长自对岸惠山镇，觊觎我国领土，美帝空军飞机不断侵犯我领空，投弹扫射我国建

筑物和人畜的紧要关头，长白人民响应国家号召，把抗美援朝作为工作重心，全县有2．5万多群众

参加和平签名运动，占全县人口的74％；有90多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为志愿军当翻译；全县

共捐献飞机大炮款3．93亿元(东北币)，超过计划的3倍。群众日夜为志愿军推米磨面烙干粮，加工

马掌片，组成1，400付担架待命出动．为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全县曾出战勤27，400多人

次．1952年冬，美帝在长白山区空投武装伞特，全县民兵配合公安干警、边防部队进行围剿、将15

名空投伞特捕获14名、击毙1名．

t长自古迹遗存较多，遍布全县。经文物普查，考古家鉴定，有原始社会遗址28处，重点有孤山子

遗址(距今四千年)、鸡冠砬子遗址(距今三千年)、干沟子遗址(距今二千四百年)等；高旬丽、渤海遗

址有十三道沟下崴子遗址(距今二千年)、新房子遗址(渤海时期)．古迹有唐渤海时期的。灵光塔”，

经一千一百多个春秋，仍屹立在塔山之巅．古城、关隘、古墓葬多处。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刀、石镞、

石矛、石网坠、青铜短剑、铜钗、铁镞、野猪牙饰等．

长白人民热爱祖国，勤劳勇敢．解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为维护国

家领土完整、保卫边疆安宁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边疆、改善提高人民生活，创出了辉煌的业绩，

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现在，全县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开拓进取，充

分利用长白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发展长白经济，脚踏实地的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把富饶美丽的边疆

长白建设的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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