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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县水利志编审领导小组

组 长： 王 钰

副组长：。 金龙剑 张东明 李树山

成 ．员： 朴武彬 崔京石，池允洙

金鹤哲 许亨峰 金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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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县水利志编辑室

主 任：- ‘金龙剑

斟主任： 李树山 、

编 辑： 任承赫 尹凤铉 金仁善．

金成权

执’笔： 李树山 任承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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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料： 金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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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 ●

一、《龙井县水利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纂而成

的专业志，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i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上限为1906年：下限至1985年，部分内容上下有些浮动，

以求反映历史全貌。
’‘

三、本志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详今略古，主要记述龙井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水旱灾害做斗争的伟大业绩，全志除概述和

大事记外，设13章，54节，部分节下设目，并配以必要的图、表和照

片。．
●

四、本志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志书行文按“吉林省志书行文规范"

表述，引用资料皆忠实原文。

五、历史纪年一律以公元纪年编写，必要时注明帝号纪年。

六、本志所记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用约定俗成的

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

七、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一般按习惯称呼。文中“县委”、

?党委”、“党支部”等，均为中国共产党组织。

八、本志不为生人立传。记事中涉及的人，一律不加褒贬。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县档案馆、县水利局、县区划办，部分为调查

资料。资料多经考证，力求翔实可靠。为节省篇幅，未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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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龙井县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东经128。56，30Ⅳ至129。441，北

纬42。21 7 45Ⅳ 至43。24，40，，之间。东西宽约80公里，南北长约

116公里。东部和南部隔图们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邻，西

界和龙、安图两县，北接敦化、汪清两市、县，东北与图们市毗连，全境从

四周环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

全县辖有7个镇，1 7个乡，2 0 8个村，7 1 2个自然屯。

1 3个街道办事处，1 0 0个居民委员会。总户数76 224户，人El，

302 42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1 134人。总人口中除汉族外，尚有朝{

鲜族、满族、回族、蒙古族、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占全县人口的{：：

67．1％。朝鲜族人口199 061人，占全县人口的65．8％。

全县总土地面积378 367公顷，其中耕地面积41 476公顷。在耕

地面积中有水田11 731公顷，占耕地面积的28．3％。粮食作物主要

有水稻、玉米、谷子、高粱，薯类、麦类次之。主要经济作物有烤烟、晒

烟、大豆、亚麻等。苹果梨闻名全国，鹿茸、人参、木耳、药材、山野菜等

土特产亦很有规模。

龙井县地形由延吉盆地和图们江左岸中、低山两部分组成。其主

体部分是延吉盆地，盆地四周为中、低山所环绕，北部和西部为lj合尔巴
，

岭和英额岭，南部和东部为南岗山脉，海拔高譬多在80。米?七’，t专{
7 i



以上的山峰亦很多见，最高峰昆士列山达1 331米。盆地边缘多为海
●

拔500米以上的低缓丘陵，盆地底部为切割破碎的台地和布尔哈通河

与海兰河冲积河谷平地，宽度在2 000 4 500水之间。南岗山脉以
●

东、以南直抵国境的狭长地带为图们江左岸中、低山和窄谷所组成。、中

山集中分部在南部的智新、白金、勇新等乡，面积为1 825公顷。低山
， ， ●

主要分布在天宝山、光开、德新、石井、智新、富裕、白金、勇新、桃源、八

道、三道、依兰等乡镇，面积142 352公顷。丘陵主要分布在长安、光
，

开、石井、三合、铜佛、桃源、八道、依兰等乡镇，面积为77 01 4公顷。是

旱田作物的主要产区。台地面积100 934公顷，是本县旱田作物和果

树的集中产地，主要分布在长安、光开、德新、东盛涌、光新、朝阳、铜佛、

细鳞河等乡。河谷平地主要分布在中部河流沿岸及图们江左岸，集中
‘⋯． ‘

分布在东盛涌、光新、朝阳、铜佛、太阳、桃源、八道、细鳞河、三合、光开
．

．、√
，二

等地。是本县水稻集中产区，面积42 123公顷。 ．‘

龙井县属于’中纬度中温带季风半温润气候区，冬夏分明，冬季比较

j寒冷，夏季热而湿润。全年平均气温5．2。C，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

芝1．6。C，极端最高气温36．5。C(1973年)。1月最冷，月平均气
>

‘

．温一14．1。C。极端最低气温一34．8。C(1956年)，年较差为35．7。C，11

月初结冰，3。月中旬解冻，无霜期I 10"----145天。：

在地形的影响下，本县气温随海拔高度变化，而且有明显的垂直分
· J

异。盆地底部海拔500米以下的河谷平地和丘陵台地地带，气温较高，
．一

●

，，

降水偏少，蒸发旺盛，干燥度在1以上。具有半湿润气候特征。只有海

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因降水增多，温度较低，而成为湿润气候。各气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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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要素的分布，由盆地中部向四周具有环状排布的特点，干燥度、温度、

无霜期由内往外逐渐减少，而降水逐渐增多。海拔300米以下的河谷

平地，属温和的半湿润气候，有效积温在2 600---2 800。C之间，土壤多
，

为白浆土、草旬土及水稻土，主要作物是水稻；海拔300,---500米的高

度，以台地和丘陵为主，属温凉的半湿润气候；有效积温为2 400～’

2 600。C，土壤多为暗棕壤，台地多开垦为旱田；海拔500米以上地带森
●

林增多，较低的地方是以柞树为主的低质次生林，随着海拔的增高，

阔叶林逐渐增加，并过渡到针阔混交林；海拔8 00米以上的地带属

很冷的气候，有效积温为1 800,---2 000。C，植被以针阔混交林为常

见卜海拔1 100米以上地带属严寒湿润气候，有效积温在1 600。C以

下，为针叶林生长地带。‘ ．

，

●

全县水系发育，呈树枝状分布，构成较密的水网。河流均属图们江

水系，流程5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4条。图、们江为中朝界河，县内流程
，

约136公里。布尔哈通河是图们江的二级支流，县内流程95．3公里，

县内流域面积2 169．46平方公里。海兰河是布尔哈通河最大的支流，

县内流程57．1公里，县内流域面积．886．26平方公里。此外，还有朝阳
●

●

河、依兰河、细鳞河、六道河等几条较大支流。

全县多年平均降水量520．4毫米，降水总量21．32亿立方米。多+
，

●

年平均径流深139．3毫米。县内自产水量5．32亿立方米。入境水量7．2亿
，

立方米。地下水蕴藏量2。16亿立方米。以县内自产水量计，人均占有。

1 759立方米，高于全省人均水平(要含入境水量，人均占有4 139立

方米)。全县水资源可以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需要。但是

． ·3。



；
；‘

本县水资源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主要江河都受到比较严重的}亏染，二 ． ?

是蓄水工程较少，拦蓄地表水能力差，目前，全县地表水拦蓄能力只有
．

，

6．2％。因此，水量季节之间调节能力较小，枯水期和水稻泡田插秧期 e

《

供水往往不足。 {
{

据考古资料，人类在本县的活动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德新 {
；

金谷遗址和石井龙泉洞遗址，已出土了比较锋利的石器、骨器和陶器。

另据文献记载，本县在周秦以前属肃慎地，西汉属乐浪郡，东汉至三国

为沃沮地，西晋、南北朝为高旬丽一部分，唐辖于中京显德府，辽属率兵

府，金、元两代属海兰路，明则分属于吉朗吉海兰卫、锡麟卫、爱丹卫等，

清朝建立后，立以祖宗发祥地而被封禁。
’

1881年，清朝政府废禁招垦，从图们江右岸和直、鲁两省移入的农

民日渐增多，加快了本县经济开发的步伐o 1909年设“延吉府"，1913

年将延吉府改为延吉县，驻局子街(今延吉市)。1932年至1933年，延
。

吉县属延吉行政专员临时办事处管辖。1934年设伪间岛省，延吉县归
《

伪间岛省管辖，仍驻延吉市。1943年延吉改为间岛市，延吉县仍驻间 l

岛市，直至1945年8月15日光复。

1945年8月下旬，设临时延吉县政府，同年11月成立延吉县政

府，驻延吉。1949年4月，延吉县政府改为延吉县人民政府。6月将明

月、风宁(亮兵区)、福兴区等划归安图县管辖。1950年10月，延吉县

人民政府驻地从延吉市迁到龙井市。1953年5月，延吉市从延吉县划

出单建县级市。1955年4月，长白、东光、兴安三乡从延吉市划入延吉
●

县。同年11月又划回。1958年10月，将依兰、烟集、长安三个公社划
· 4 · ．



入延吉市。11月石门公社划入安图县。1964年7月，依兰、烟集、长安

三个公社又划入延吉县。1965年4月，将图们镇划出单建县级市。

1969年6月，月晴公社划入图们市。1982年12月，将烟集乡和长安乡

的河龙村划入延吉市，长安乡的碧水村划入图们市。1983年3月，经

国务院批准，延吉县更名为龙井县。
●_

清政府废除封禁制度以后，加速了龙井县经济开发的步伐。而龙

井县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前进的。
k

龙井县各族劳动人民，从民国初年就开渠引水种植水稻。据记载，
●

1906年，延吉县勇智乡大教洞(今光新乡新化村)朝鲜族农民就开始引

六道河水种植水稻，以后相继在八道沟(今八道乡)、泉坪(今开山屯一

带)、东盛涌乡平安村、铜佛寺等地开始拦河开渠，开改水田，使龙井成

为延边种植水稻最早的县份。到1930年前后，已开出渠道195 422

米，水田面积已达到1 008公顷。

1945年，延吉县人民政府成立，政府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改革，

翻身后的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国家发放贷款，支持农民兴修小型水利工

程，扩大水田。1947年，朝阳乡龙浦村农民贷款修渠道，开水田40公

顷。

1949年至1956年，龙井县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治理江河水害和发

展灌溉事业，积极扩大水田面积。这个阶段，国家投资很少，主要靠群

众自筹资金或农业贷款修建水利工程。刚刚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农

民，蕴藏着极大的发展生产，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积极性。党和政府

在大力发动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同时，积极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兴修小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