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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的编写工作，自2005年11月起，至2009年最

后定稿，历经3年，终告完成。《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是一部全面系统介

绍长春市郊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发展的地方资料性文献。志书除

概述外，共26篇、108章，55万字。

1989年一1995年，是长春市郊区深入贯彻邓小平理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

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奋发进取，开拓创新，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乡面貌明显改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开创了长春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正是牢牢把握加快发展这一主线，坚持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和以人为本的原则，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纵述历史，横陈现

状，广征博采，去粗取精，真实地反映长春市郊区自然和社会的全貌，体现了时代

风貌和地方特点。志书的编写思路清晰、方法得当、内容合理、资料翔实、结构严

谨，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的编写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参

与、各方配合的领导体制，采取了众手成志的运作方法。区政府成立了由区长为

主任，常务副区长为副主任，各镇、街、开发区和相关部门为成员的长春市郊区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全面负责该志的编修工作。同时设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负责郊区志编写的日常工作。志书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

究工作，查找档案资料，核实史实数据，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全志书共有69个

单位提供志稿，共有92人参加了初稿的撰写。部分离退休同志也积极参与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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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志书的内容。．

《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的出版发行，是我区地方志工作一个新的里程

碑，它给全区人民提供了一本实用的地情书。它的出版，为我们全面了解长春市

郊区区情，科学制定发展战略，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十分重

要的、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依据。相信，《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的出版，

一定会给绿园区的发展腾飞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借鉴。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政府 区长2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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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长春市郊区志(1989～1995)

第三节兴隆山灌区⋯⋯⋯⋯⋯⋯⋯⋯⋯⋯⋯⋯⋯⋯⋯⋯⋯⋯⋯⋯⋯⋯⋯⋯⋯⋯⋯71

第四节小片灌区⋯⋯⋯⋯⋯⋯⋯⋯⋯⋯⋯⋯⋯⋯⋯⋯⋯⋯⋯⋯⋯⋯⋯⋯⋯⋯⋯⋯71

第八章水土保持⋯⋯⋯⋯⋯⋯⋯⋯⋯⋯⋯⋯⋯⋯⋯⋯⋯⋯⋯⋯⋯⋯⋯⋯⋯⋯⋯“72
第一节水土流失状况⋯⋯⋯⋯⋯⋯⋯⋯⋯⋯⋯⋯⋯⋯⋯⋯⋯⋯⋯⋯⋯⋯⋯⋯⋯⋯72

第二节水土流失治理⋯⋯⋯⋯⋯⋯⋯⋯⋯⋯⋯⋯⋯⋯⋯⋯⋯⋯⋯⋯⋯⋯⋯⋯⋯⋯73

第九章管理机构⋯⋯⋯⋯⋯⋯⋯⋯⋯⋯⋯⋯⋯⋯⋯⋯⋯⋯⋯⋯⋯⋯⋯⋯⋯⋯⋯⋯⋯73
第一节行政机构⋯⋯⋯⋯⋯⋯⋯⋯⋯⋯⋯⋯⋯⋯⋯⋯⋯⋯⋯⋯⋯⋯⋯⋯⋯⋯⋯⋯73

第二节局属事业单位⋯⋯⋯⋯⋯⋯⋯⋯⋯⋯⋯⋯⋯⋯⋯⋯⋯⋯⋯⋯⋯⋯⋯⋯⋯⋯73

第三节乡镇水利管理站⋯⋯⋯⋯⋯⋯⋯⋯⋯⋯⋯⋯⋯⋯⋯⋯⋯⋯⋯⋯⋯⋯⋯⋯⋯74

第六篇畜牧

第一章畜禽品种及繁育改良⋯⋯⋯⋯⋯⋯⋯⋯⋯⋯⋯⋯⋯⋯⋯⋯⋯⋯．77
第一节品种⋯⋯⋯⋯⋯⋯⋯⋯⋯⋯⋯⋯⋯⋯⋯⋯⋯⋯⋯⋯⋯⋯⋯⋯⋯⋯⋯⋯⋯77

第二节繁殖改良⋯⋯⋯⋯⋯⋯⋯⋯⋯⋯⋯．．．⋯⋯⋯⋯⋯⋯⋯⋯⋯⋯⋯⋯⋯⋯⋯⋯78

第二章畜禽生产⋯⋯⋯⋯⋯⋯⋯⋯⋯⋯⋯⋯⋯⋯⋯⋯⋯⋯⋯⋯⋯⋯⋯⋯79
第一节畜类⋯⋯⋯⋯⋯⋯⋯⋯⋯⋯⋯⋯⋯⋯⋯⋯⋯⋯⋯⋯⋯⋯⋯⋯⋯⋯⋯⋯⋯79

第二节禽类⋯⋯⋯⋯⋯⋯⋯⋯⋯⋯⋯⋯⋯⋯⋯⋯⋯⋯⋯⋯⋯⋯⋯⋯⋯⋯⋯⋯⋯80

第三章疫病及防治⋯⋯⋯⋯⋯⋯⋯⋯⋯⋯⋯⋯⋯⋯⋯⋯⋯⋯⋯⋯⋯⋯一81
第一节疫病⋯⋯⋯⋯⋯⋯⋯⋯⋯⋯⋯⋯⋯⋯⋯⋯⋯⋯⋯⋯⋯⋯⋯⋯⋯⋯⋯⋯⋯81

第二节疫病的防治⋯⋯⋯⋯⋯⋯⋯⋯⋯⋯⋯⋯⋯⋯⋯⋯⋯⋯⋯⋯⋯⋯⋯⋯⋯⋯⋯82

第四章医政药政管理⋯⋯⋯⋯⋯⋯⋯⋯⋯⋯⋯⋯⋯⋯⋯⋯⋯⋯⋯⋯⋯⋯⋯⋯⋯⋯·82

第一节医政管理⋯⋯⋯⋯⋯⋯⋯⋯⋯⋯⋯⋯⋯⋯⋯⋯⋯⋯⋯⋯⋯⋯⋯⋯⋯⋯⋯⋯82

第二节药政管理⋯⋯⋯⋯⋯⋯⋯⋯⋯⋯⋯⋯⋯⋯⋯⋯⋯⋯⋯⋯⋯⋯⋯⋯⋯⋯⋯⋯82

第五章饲草、饲料⋯⋯⋯⋯⋯⋯⋯⋯⋯⋯⋯⋯⋯⋯⋯⋯⋯⋯⋯⋯-，．⋯一⋯⋯⋯⋯⋯83
第一节饲草⋯⋯⋯⋯⋯⋯⋯⋯⋯⋯⋯⋯⋯⋯⋯⋯⋯⋯⋯⋯⋯⋯⋯⋯⋯⋯⋯⋯⋯83

第二节饲料⋯⋯⋯⋯⋯⋯⋯⋯⋯⋯⋯0 0 Q 0 0 011⋯⋯⋯⋯⋯⋯⋯⋯⋯⋯⋯⋯⋯⋯⋯84

第六章畜牧业管理⋯⋯⋯⋯⋯⋯⋯⋯⋯⋯⋯⋯⋯⋯⋯⋯⋯⋯⋯⋯⋯⋯⋯⋯⋯⋯”85
第一节管理机构⋯⋯⋯⋯⋯⋯⋯⋯⋯⋯⋯⋯⋯⋯⋯⋯⋯⋯⋯⋯⋯⋯⋯⋯⋯⋯⋯⋯85

第二节站、所⋯⋯⋯⋯⋯⋯⋯⋯⋯⋯⋯⋯⋯⋯⋯⋯⋯⋯⋯⋯⋯⋯⋯⋯⋯⋯⋯⋯⋯85

第三节乡镇畜牧站⋯⋯⋯⋯⋯⋯⋯⋯⋯⋯⋯⋯⋯⋯⋯⋯⋯⋯⋯⋯⋯⋯⋯⋯⋯⋯⋯85

第七篇农机

第一章农业机械⋯⋯⋯⋯⋯⋯⋯⋯⋯⋯⋯⋯⋯⋯⋯⋯⋯⋯⋯⋯⋯⋯⋯”89
第一节拖拉机⋯⋯⋯⋯⋯⋯⋯⋯⋯⋯⋯⋯⋯⋯⋯⋯⋯⋯⋯⋯⋯⋯⋯⋯⋯⋯⋯⋯⋯89

第二节后尾农具⋯⋯⋯⋯⋯⋯⋯⋯⋯⋯⋯⋯⋯⋯⋯⋯⋯⋯⋯⋯⋯⋯⋯⋯⋯⋯⋯⋯90

第三节加工机械⋯⋯⋯⋯⋯⋯⋯⋯⋯⋯⋯⋯⋯⋯⋯⋯⋯⋯⋯⋯⋯⋯⋯⋯⋯⋯⋯⋯91

第四节场上作业及运输机械⋯⋯⋯⋯⋯⋯⋯⋯⋯⋯⋯⋯⋯⋯⋯⋯⋯⋯⋯⋯⋯⋯⋯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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