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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

?
‘

’

中共集安县委副书记、集安县县长 刘学民 ．

t集安地处边陲，祖国北疆。山川秀丽，河流纵横，气候温和，

林茂果丰，’尤以盛产新开河参而中外驰名。

早在3000年前就有入繁衍生息在这里·从光绪28年(1902年)

设治立县，已有80多年历史。祖祖辈辈的集安人民，为建设这块富

饶的土地，朝锄暮耕，艰苦劳作，撒播了辛勤汗水；为保卫这块可

爱的家园，前仆后继，与日寇侵略者展开了浴血奋战，殊死斗争，

洒下了无数烈士的鲜血·著名的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就曾

转战在集安的丛山密林之中，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至今在人民中

热情传颂· 、

新中国成立后，集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意气风

发，不断开拓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由

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不足，在前进的道路上也曾出现了一

些曲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各条战线蓬勃发

展，蒸蒸日上，出现了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的

大好局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鉴前世之盛衰，知往日之变

革，才能汲取经验教训，早铸四化伟业。因此，纂写一部社会主义

新的《集安县志》，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人民赋于我们

的光荣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人，无愧今人，鼓舞后人，为

建设更加辉煌灿烂的集安明天而奋斗。

le



这部《集安县志》是从1982年起笔，至1]1987年7Y]搁笔，历时五

多次删补，终于脱稿。记述1902年以来，至111983年为止的80多

年中的风云变换，更迭兴衰，展现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

俗等各方面的一幅幅历史画卷。对资政、教育，存史，对认识规

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对开发资源，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对开

展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都必将发挥出巨大作用。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详今略古，努力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文字简炼朴

实，力求通俗易懂。1但由于历史资料匮乏和我们水平所限，谬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在具体编纂时，一直得到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通化市史

志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的悉心捐导和兄弟市县的大力支持，县内有

关单位的积极配合，以及过去在集安工作过的老干部提供了大量资

料。众人修志，才得以完成此举。在此，我谨向大家表示诚挚的谢

意。 ，、 、，，

先驱者们用勇敢和智慧，在集安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篇

章．我坚信，集安儿女定会继往开来，在四化大道上再展宏图，集

安的明天必将象颗璀璨的明珠，在祖国大地。E熠熠生辉1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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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取事主要从清光绪28年(1902年)建立县治起，下限至

1983年。但为保持史实的连续性完整性，部分内容作必要的上

溯。

二、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先概述，再列大事记，后分卷叙述·

各卷依事横排，依时竖写。共21卷。 一

三，本志由记、志、传、图，表、像、录等七种形式组成·

四、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主要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分散在有关各卷和大事记中去记述。

五，不为生人立传。本志入传者，大部分是比较著名的革命烈士，

少数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

六，为反映事业的发展，在一些篇目之后，附记了一部分文件资

料，以补正文之不足。

七，本志时间表述，集安解放。(1945年8月)前以朝代纪年与公元

纪年相对照，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采自国家、省、县档案及本县各部门所编史

料·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仅在本书末列出《参阅资料

要目》以供参阅。



概 ‘述

集安地处吉林省最南部。北与通化市、

分界，西南与辽宁省宽甸、桓仁两县接壤，

城郡。楚山郡、渭源郡，满浦市相望。

通化县，浑江市毗邻，西北与通化县以浑江

东南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慈

县境极距东西80公里，南=Its?5公里，幅员面积3，312平方公里。辖3镇1 7乡，总人

N21万。有汉、朝鲜，满、回，蒙古、苗，壮、藏，锡伯、高山等10个民族。汉族最

多，占89．4％，朝鲜族次之，占6．7％，满族占第三位，回族居第四位。

集安位于东径125。45，至1260301，北纬40。521至410357之间。属亚温带大陆性季风

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均气温6．5摄氏度，年积温3，260摄氏度，

降水量1，000毫米上下。无霜期140～160天，老岭以南沿江地区系吉林省高温多雨中心，春

风早度，秋霜晚至，大自然的厚赐为集安大地上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条件。

故素有吉林省“小江南"之美誉。 ·

老岭山脉横贯全境，分支生脉，如走龙蛇，蜿蜒200余公里。东北部地势较高，阳岔

乡老秃顶海拔l，516米，西南部较低缓，凉水乡杨木村海拔最低109米。境内山峦叠嶂，

目不远及。老岭南北诸水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由于山拦峰阻，巨流较少。大者为鸭绿

江，次者为浑江，一南一北，尽收诸水。两江至凉水乡杨木村汇合，浩浩荡荡，向西南

流去，山重水复，耕地无几，唯沿江及山谷之狭幅，零零散散，计31．5万亩，水田占

12％。

集安历史悠久，开发较早。远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劳动，繁衍生息。战国时

期，燕昭王东击朝鲜侯国，此地属于燕。汉武帝元封3年(公元前10+8年)，这一带曾设

高旬丽县，属玄菟郡。汉元帝建昭2年(公元前37年)，高旬丽始祖朱蒙来自夫余，在鸭

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建立了朱蒙高句丽政权，定都卒本JiI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

女山城)。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22年(公元3年)冬十月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县

城)。唐高宗总章1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又历经渤海，辽、金、元、明各朝

代。清光绪28年(1902年)，由通化、桓仁两县划出11保，建立辑安县。1965年改为集

安县。

古代灿烂的文化在集安境内留下了蜚声遐迩的文物古迹，星罗棋布，遍及全县。尤以

高句丽时期的遗迹最为丰富，多处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诸多的古墓遗

迹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县城东北的好太王碑，碑高6．39米，碑文1，775字，为“国罡上广开

土境平安好太王"铭记勋绩。由此距北约2公里处，便有东方“金字塔，，之称酌将军坟，

高12．4米，方塔状7级，墓底边长31．58米，以1，100余块精细加工的花岗岩石条筑成。

充分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颖智慧和高超的建筑艺术。县城=11：2．5公里处之凡都



卧于通沟河畔，山不甚高却陡峭险峻，为县城北部之屏障。公元224年

高句丽，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即发生予此。今山上古迹遗址仍存。这些

遗产宛如颗颗珍珠镶嵌在集安的版图上，吸引着中外史学工作者及观光

地增辉添彩。

富绕的土地上，过去由于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集安人民过着衣不遮

悲惨生活。为了挣脱枷锁，求生存，得解放，为了捍卫祖国，保护家

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在1901年，为了

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忠义军。1927年，又有不少民众在临江大刀会的影响

大刀会。他们反官府，抗捐税。是年腊月，王增元率大刀会夜袭黄柏甸

韩炳义。1928年2月大刀会i00余人，进入热闹活捉警察分队长等3人，

击。

·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辑安广大人民奋起反抗，游行示

宣传抗日。1932年4月，辽东民众自卫军誓师于桓仁县。辑安组建了民

军，司令林振清率部于老岭南北，与敌周旋。4月末，日军侵入辑安县

军击毙70余人。6月8日，辑安沦陷后，第18路军两次攻城，虽未攻

惨重。
、

t

字将军率抗联第一军进入辑安境内，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

11日，杨靖字。魏拯民在辑安老岭主持召开了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

同年抗联部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10余次激烈地战斗。在著名的长岗战

素有“皇军剿匪之花’’的索旅。击毙了日军步兵上尉高岗武治，骑兵中

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

45年8月，辑安“兴亚饭庄”曾是我党辑安地下组织抗日活动联络站。

"的身份为掩护与日伪政权进行艰苦斗争。1945年8月，辑安人民获得

，成立辑安县民主政府，姚黎明任县长。

期(1946--1949年)，集安全县有4，598人踊跃参军，155名优秀儿女为国

捐躯。抗美援朝时，辑安有500名英雄儿女积极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214名烈

士光荣牺牲在朝鲜战埸上，并涌现出66名功臣。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集安人

．民的心里。
’

集安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山野植物完整均衡，丰富多彩。这里除囊括长自山区大

部野生植物外，又有华北地区东及东北南缘植物带特有的野生植物交错其中，连绵起伏

的山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构成一个种类繁多，数鼍庞大的立体资源宝库，为集安

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

然而，设县至建国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几经苍桑，反动统治阶级对集安的资源均有

严重地掠夺和破坏性的开采，尤其是日伪统治时期，．将大量的木材，粮食、人参。黄

金、石棉、云母，铅锌矿产等掠运日本，山区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特产遭受极大破

、坏。

新中国诞生后，集安人民在中圃共产党领导下，着手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

孔、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农村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52年合作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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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兴起，由于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豆总产鼋突破5，000万公斤大

关。可是，在这之后的20牢问，却又经历了胁折发展的道路。1958年“大跃进”运动和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睛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

误严重的泛滥开来，农民积极性受挫，粮食减产。到1960年，粮食只产3，500余万公斤，

降到1642年的水平，人民生活进入困难时期。后来纠正“左"倾错误，将公社划小，改

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业生产有所回升。60年代前期，县委制定并实行了“以

粮豆为纲。以林木为特点。全而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在抓紧粮食生产

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牧业、人参，果树，养蜂，养蚕、养鹿等多种经营生产，山区

人民生活有所好转。十年动乱期间，上述正确方针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遭到批判。农村

的多种经营生产和社员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财源帖竭，全县

40％的生产队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非常艰难。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精神，总结了建闸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拨

乱反正，取得巨大成就。集安县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以林为主，粮参牧副并举，农工 ·

商结合，全面发展山区经济’’的生产建设方针。调整了农业结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不同的发展。1983年，粮豆总产高达9，OOO万公斤，

比1965年增长40％。农业总产值1983年达到9，197万元，比1965年增长3．66倍。在农业

总收入中，多种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1965年为25％，1983奸-高达69．7％。

．集安森林资源丰富。1942年以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1 983年林业用地而，’

． 积3，418，384亩，占全县总面积68．7％，其中森林面积达3，132，607亩，森林覆盖率63％。

林木蓄积睫约1，650万立方米。树种多达132荦1-600余种。天然林，占森林总面积96．2％，

畜积{掩占总蓄积最98．3％。人：1：林，总面积占有森林面积3．8％。到1983年全县累计人工

造林116，689亩，，现已郁闭成林36，884亩，、占31．1％，是集安县重要后备森林资源。苹

果树占地万余亩，山楂占地3，000余亩，5万余亩柞树为放蚕，养鹿提供了足够的食料。

林业同集安整体经济建设密切攸关，是其它产业赖以发展的条件，是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1949年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措施，发展、保护。

开发和利用林业资源，并健全了封山育林。幼林抚育、植树造林，护林防火、计划采

伐、木材调运等规章制度。设立了林业公、检、法机构，监督林业政策的贯彻实施。

1983年，重新给农民划分自留山。促使整个林业朝着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

集安著名特产人参，位居“关东三宝”之首。1983年已达57万帘(每帘lO平方米)，

一 年产鲆参70万公斤。栽培面积比1944年增长6．3倍，产鼍增长18倍。

具有芦长。体长、腿长，皮老纹深的集安“边条参”。从体形到内含成份都在“普

通参，，之上，国内价格比普通参高1倍，形质兼优，弛名中外。近10年来，外贸出口成

品参，为四化建设集资创汇。随着人参生产的发展，人参产值逐年增加。1983年人参总

产值占工业总产值15．7％，占农业总产值23．6％。上缴人参税金220万元。集安“新开

河红参”研制成功，已通过省级鉴定，主要指标已赶上和超过“高丽参”居国际先进水

平，是我国人参事业的一个新的突破。新开河红参的诞生，在提高人参业的经济效益上

闯出了一条新路。人参加工销售环节上缴利润267万元。人参生产实行了“国家，集



园参。山参、西洋参一起上”；“林地、荒地、农田地一起上”的方

业生产的发展。县成立了参茸联营总公司，集中统一管理，实现了

龙。并建立了育林基金，保证参后还林，实行林参轮作，以利参丰

县的骨干财源，有力地促进了农工商的全面发展，是国民经济的重

位十分重要。

富，矿，建资源共有24种。矿点计248个。主要有金、铅锌、硼，石

铁和石灰岩，工艺安绿石。大理石等。丰富的矿藏为集安县工农业

好的物质条件和广阔的前景。

资源优势的地方工业很快发展起来。建国初期，全县工业企业，有

9人。总产值87万元。之后30余年，工业生产虽受财力制约及左倾路．

大的发展。70年代中期以后尤为迅速。逐步形成了以本县资源为依

药、化工、电力、建材、食品饮料、日用五金、木材加工、粮油加

布局趋于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1983年，全县工业企业已

9，957人，工业总产值4，870万元，比1965年增长6．95倍。在110余种

工业品中，人参皂甙原粉、罗木葡萄酒被评为国家优质新产品，JYD75型油冷式电动滚

筒、日用灯头花线，被评为省级和部级优质产品。石刻、木雕品已进入国际市场，远销

香港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享有较高声誉。集安县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很快发展

起来，为四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集安城乡建设发展之快，更令人瞩目。县城建设成就尤其突出。设县之时，人烟稀

少，县城房舍寥若晨星。日伪时期仅修了一条县城至火车站1．5公里一段土路。新中国
’

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境城镇建设。集安县政府曾三次编制县城建设规划，以

规划为兰图，逐年组织施工，边城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到1983年县城楼房逐渐增多，砖

瓦结构房屋鳞次栉比，彻底改变了往昔土木结构、样式简陋的茅草房。1973年始修柏油

路，1983年已达100，060平方米，路面拓宽，人行道铺设水泥块i主要街道安装了路灯。

过去县城工业，居民用水只靠部分大井和自压井水，靠通沟河的居民担河水饮用，水质

次，杂质多，污染大，传染病不断流行，有害人民身体健康。1971年修建自来水，供工

业、居民使用。1983年饮用自来水人数占城镇总人口的32．1％。县城绿化总面积241．3公

顷，占县城总面积22％，绿化复盖率为15．2％。基本做到了％四旁”绿化，街道两侧绿

．树成荫。胜利公园仍在兴建中。农村乡镇建设与县城建设同步进行。按照全县村镇建设

规划，结合两个文明建设，实施山，水、林，田、路、村综合治理。1980年以来，村镇

建房面积每年都有增加，多为砖瓦结构，农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各乡政府机关及驻地

的学校，商店、影剧院、汽车站等建筑都很整齐。道路平坦，绿树成荫，乡镇面貌有所改

变。集安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依靠自己的力量，都在为建设现代化的高

度文明的新城乡而努力。

集安交通事业发展迅速。1945年以前，辑安交通不便。民国4年(1915年)，以县

城为中心至各街村仅有6条畜力车道， “山高路僻，蚕丛崎岖"， “车不得方轨，马不

得并驰"。伪满康德6年(1939年)，通(化)——辑(安)铁路建成通车。另有国道

1条。直营公路7条，总长387公里，路况极差，雨季封阻不能通车，许多货物依靠鸭绿



江，浑江水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辑安县公路建设迅速发展，交通运输四通八

达。今境内有铁路两条：通(化)——集(安)铁路把集安同祖国各地紧紧连在一起。

边疆的原木，矿产及山区珍宝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支援四化建设，同

时运进各地的工农业产品，满足集安县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集(安)——
朝鲜满浦市的国际列车，往返于中朝两国边城，连结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情谊，

为两国的边境贸易提供了方便条件。公路以集(安)——通(化)、集(安)一桓
(C-)、集(安)——青(石)为主要干线，全长628．4公里，与各村公路构成公路网。

把679个自然屯联织在一起。

集安邮电网点遍布城乡，邮电网路畅通无阻。工农业生产及居民用电普及全县。四

通八达的交通运输，遍及城乡的邮政网络，勾通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信息，编织着

，边疆人民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集安商业贸易日益兴隆，市场进一步繁荣。1978年以后，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农民

及社会闲散人员经商，实行多家经营，商业活动日盛。到1983年，全县商业零售网点已

达1。000多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7，582．4万元。比1965年增长2．7倍。市场管理活而不

乱，正当交易贸易往来，受到政府保护，商品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83年财政收入已达

968万元，比1965年增长1．7倍。由于工业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人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促进了集安县商业的繁荣。到1982年全县国营商业共有49个核算单位，72个网点，比建

国初期的1950年增长9倍，供销商业系统共有26个核算单位，276个网点，比建国初期的

1950年增长9．2倍}私营工商业由1978年的17户恢复发展到401户。

集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十年动乱期间，由于极左

路线的干扰，使知识分子遭受严重摧残。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

倾错误，拨乱反正。恢复了知识分子应有的地位，迎来了科学教育的春天。集安县文

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全县基本普及

了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育经费达459万元，占全县财政支出总

额的28．7％。科技工作面向了经济建设，建立了人参、，林业、电动滚筒、电线电缆、食

品饮料等研究所。厂办科研十分活跃。农村各乡镇建立了科普协会和农民文化技术学

校，学科学、用科学、依靠科学致富的热潮方兴未艾。以县城为中心的医疗卫生网已经

形成，医疗设备日臻完善，医疗技术水平逐步提高。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县城设

有体育馆，可容纳观众1，000余人。室外体育场四周修筑混凝土结构看台，容纳观众I万余

人。业余体校体操、乒乓球班是全省重点训练班，多次参加全省及全国少儿体操比赛，

均获得优异成绩。

集安就业人口逐年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83年，全县职工总数为25，047

人，比1965年增加2．55倍(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为20，380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为4667

人)。全县工资总额l，905．6万元，比1965年增加3．55倍(全民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为

1．610万元，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总额为295．6Jj-元)。全县职工平均工资为778元，比

1965年增tH24％(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809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

资645元)。1983年末城乡人民储蓄存款3，122万元(城镇存款890万元，农村存款2，232

万元)。存款总额比1965年增加16．7倍。城乡人民衣，食、住，用各方面均发生了巨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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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902——1983)

时经事纬，逐条纪要集安县自然、社会，人文之大事要事。 一

1902年(光绪28年)
，●

． 6月上旬，因通(化)、怀(仁)两县幅员辽阔，难丁治理，盛京将军增祺葵请清

政府划老岭北通化县聚字5保、老岭南怀仁县(今桓仁县)和字6保设治于通沟口，命名

为辑安县。
’

-7月中旬，黄锡庚任设治委员。12月又改派德凯接任设治委员。德凯于12月24日到任。

7月下旬，调怀仁县保甲队一营改为巡捕队进驻辑安分区驻防，维持地方治安。

8月上旬，忠义军余部，在辑安头道，财源，蚂蚁河一带活动，并在双岔河与侵入辑

!瑟县境的俄军交战一次。

1903年(光绪29年)

1)J上旬，知县德凯改地方武装团练为巡警。

1905年(光绪31年)

5月上甸，俄兵侵占外岔沟门。侵朝日军由对岸越界，双方交战于外岔沟、皮条沟

予，俄军败退。日军侵占外岔沟门。
／

I 906年(光绪32年)

5月初旬，辑安县乡民在通和岭小板岔筑路中，发现皿丘俭纪功碑。现藏于辽宁省

博物馆。

6月中旬，整顿地方武装改巡捕队为奉军左路右营，驻怀仁县。派出一哨官兵，分扎

辑安县界外岔沟门。

7月上旬，创办辑安县立师范传习所，1920年7月改为讲习所，1923年7月改为讲习

科。为发展小学教育培养师资。

7月中旬，创办辑安县城官立两等小学堂。1913年7月改为初等、高等小学。
’

7月下旬，设立教育机关劝学所。1913年4月改为教育公所，1929年5月改为教育

局。 一
‘

1907年(光绪33年)

1月初旬，知县吴光国整顿巡警，在辑安县境内设南北两路巡警总局。南路驻县城，

、 7



路驻横路。

2月初旬，知县吴光国鸠工集材，建筑县衙，规划街道。东面南北为东盛街；西面

北为西城街，南面东西为会泉街，北面东西为余庆街，县衙前东西为兴安街；南北为

远街。
‘

．’

5月上旬，侵朝日军57联队队长小泽德平统兵侵入辑安县境，见扶余古碑羡为奇货，

次商购，拟陈日本博物院。知县吴光国不允，集资筑亭保护，名“悦来亭”。

6月上旬， 《辑安县乡土志》出版。吴光国主编，于会清校正。

1908年(光绪34年)

7月上旬，成立县城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学堂。

1909年(宣统1年)

1月初旬，知县朱淑薪将两路巡警合=为一，在县城设巡警总局。总局设警务

，全县划为5个区，各区设区官。

1910年(宣统2年)

3月初旬，初等、高等小学校舍不足，增建初等、高等小学校舍。

、

191 1年(宣统3年)

3月中旬，由于变法维新、县设参、议两会，乡设议，董两会，地方开始实行选举

度。建筑县自治会房舍16间，内设县议会、县参事会，城乡董事会、议事会办公室。

8月上旬，创建料安电报局，设于县城会泉街。电报北接通化县，直达省城。同时

在县城创建辑安邮电j·j，外岔沟门亦设邮电局，均为三等局。

1912年(民国1年)

t 5月上旬，创办教育会，各区设教育分会。以研究教育发扬文化为宗旨。

8月上旬，县巡警改为警察。9月，警防营复改归警察。

1913年(民国2年)

1月上旬，警察总局改为警务公所。内设总务、行政，司法，卫生四股。 -r

3月上旬，辑安县霸王朝张卫垣于1894年招募朝鲜人引新开河水种植水稻。至1913

年霸王朝栽植水稻已达100多亩。 、 ，’

9月上旬，辑安县设预备巡警。由县自治会及农商各团体，选举预警总长1人，复

由县议会、县参事会推举2人为预警参议员。县设预警办事处1所，按自治区域11保各

设分驻所，每所设所长1人，由各保乡董兼任。所长以下为百家长、十家长。
’

，

1914年(民国3年)

7月上旬，颁布地方警察官制，照章改设警察事务所，警务长改为所长。

8



1915年(民国4年) ．

5月上旬，预备巡警改为保卫团。6月由县委保甲事务员1人，县知事为保卫团

总。监督事务员承监督命令统辖各区团总。按自治区域分为11团，设团总11人。下设保

董，甲长、牌长。

8月中旬，《辑安县乡土志·商务外交公牍》铅印本出版。吴光国原稿，于会清校

正。，

1916年(民国5年)

4月初旬，由于儿童入学日渐增加，改建县立第一小学校舍，建西式砖瓦结构教室

16间。 ，

1918年(民国7年)

3月上旬，撤销保卫团设保甲。保甲设办事处，置保耳i委员1人，．书记1人。按自

治区域全县11区各设保甲所1处，各区设总甲长1人，甲丁50人。

1920年(民国9年)
．

2月上旬，筹设地方电话，省拨款3，000元，11月开始架设电话线。翌年春县城电

话总局设置完备，各分电处亦次第就绪，4月1日举行开幕式并与邻县临江，通化，桓

仁，宽甸各总局通话。

1921年(民国1 0年J

3月上旬，省拨款5，000元，全县抽调民夫修建城墙。由高德隆督修，5个月竣

工。城设东西南北4门，一东称经武门，西称经浚文门，南称襟江门，北称枕岭f--](未

开)。划街6道，皆宽12米。

1922年(民国1 1年)

．5月上旬，辑安县公署建筑监狱5间，当年竣工并开始使用。

11月上旬。设保甲事务所，所长由县知事保荐，总办加委。

1923年(民国1 2年) ’

3月上旬，施行区村制，全县划为8个区，保甲亦分为8个区，每区设区保长1

人，书记1人，甲丁50名。
，

1924年(民国1 3年)

7月上旬，张文舒创办辑安县立第一所职业学校。校址在今民主村。设蚕桑科，为

养蚕培养专科人材。 j

9



、

1926年(民国1 5年)

。6月初旬，设立教养工厂。内设皮科，豆腐科、碾磨科、制鞋科、石印科、铅印

木工科。以教育轻罪犯人，使其有一技之长。’

7月初旬，设县立初级中学校，招收学生1个班。实行师范、中学合校，简称辑安

学校。

8月初旬，归并保甲，保甲所长由警察所长兼任，并将8个区按警察区改为5个

每个区设区保长1人，书记1人。

192T年(民国1 6年)

11月初旬，大刀会由临江县红土崖进入辑安县境，攻破黄柏甸子保甲所，枪决区保

人、甲丁3人。辑安县城戒严，围城5公里以内老百姓家所有梯‘子全部收入县

城墙泼水冻冰，预防大刀会攻城。4

12月初旬，东北军吴俊升率部进驻辑安围剿大刀会，到处烧杀抢掠。县城两门外河

树上挂满百姓男女老少人头。

1928年(民国1 7年)

】．月中旬，警察改组。由5个区划为8个区，各区添设分驻所。区置区官，巡官各

、巡长2人，警士lo人。分驻所置巡长1人、管士5人。

5月初旬，口军1个大队由朝鲜越界侵入辑安县境。5月28日侵朝日军50余人，由

浪越界，侵入辑安县二马驹沟里，枪杀我农民2]人。并浸占辑安县城、外岔沟门等

后经严正交涉，日军撤走。 、‘ ，

1929年--(民国18年) ．

3月初旬，警察事务所改为公安局，下辖8个分局。所长改为局长，区官改为分局

长。保甲及警察大队部分改编为公安第13大队，设第12炮中队，37、38，39，3个步中

队。

1930年(民国19年)

4月初旬，筹建吗啡患者疗养所，1 1月开始收容吗啡患者。

1931年(民国20年)

7月初旬，改修城门，县长苏显扬将东门“经武门"改为“辑文门"、西门“浚文

f-j"改为“安武门"。

9月下旬，由于侵华日军翩造“柳条沟”事件，辑安县师中学校学生罢课，举行游

行示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

12月下旬， 《辑安县志》四卷，石印本出版。主编张拱垣，监修苏显扬，刘天成、 、

俞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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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3月1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

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

3月下旬，辑安县公安局唐局员应

前)枪决汉奸朝鲜满浦日军情报员王乙

匀月初旬，驻辑安东北陆军袁亚东

伪。

+4月中旬，辑安县公安第13大队撤

中小学停课，商店关门。

4月下旬，唐聚五组建辽宁民众自

令。司令部设在青沟子。

5月初旬，大刀会千余人由岭后台

外岔沟门。仅有18名大刀会员留守县城

6月7日，日军第77联队并78联队

头、大碑街，占领县城北大禹山制高点。
一

6月8日，午前8时左右，日军飞机两架侵入辑安县城上空侦察，朝鲜岸筏登镇、

美他镇的日军炮兵轰击辑安县城。第18路军的18名大刀会员与日军交战于大禹山下，大

刀会员牺牲14人，毙日军20多人，日军于午后占领县城。辑安县长苏显扬率部撤到青沟

子，领导军民抗日。 ，

6月中旬，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8路军由司令林振清率部从山城子、土口《令两路进攻

辑安县城，未克。

7月初旬，入侵日军进犯山城子石灰窑第18路军阵地，被击退，毙日军9人。
‘

7月下旬，入侵日军进犯长岗第18路军阵地，被击退，毙日军90余人。

9月中旬，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8路军第二次由山城子、土口岭两路进攻辑安县城失

和，大刀会员和群众伤亡近千人。此次战役以后，民众自卫军第18路军撤至蒙江(今靖

宇)，抚松一带。 ’ ’7

’ 10月初旬，伪辑安县公署成立，刘天成任县长。

12月初旬，民众自卫军第18路军残部300余人接受伪辑安县公署和地方反动士绅的

诱降，投降日伪。司令林振清拒降，化妆去关内。 ．

1983年(伪大同2年)

1月初旬，公安局改为警察局。下辖通沟、榆树林子，外岔沟，良民甸子、台上、

久财源子、头道崴子，青沟子8个警察署。

2月中旬，师范、初中、小学等18所县立学校以及20所区立小学先后开学。’

6月初甸，日军松崎支队进入县境进行“大讨伐"。

6月下旬，伪辑安县治安维持会成立，加强对辑安县人民的统治。顾问：日军通化

守备队长井上。委员长。伪县长汪毓昌。委员由伪辑安县公署H本参事官、警务指导官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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