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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地名志》是一本介绍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地名的资料书。本书有我县各类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以及

县、乡 (镇)、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然屯、重要企事业

单位、主要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含义、

历史沿革和基本情况；有县、乡(镇)地名图、城镇街路图和

四十四幅照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较为全面的地名资料。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地名志》是在完成地名普查成果的基

础上改编成书的。县地名普查从19 81年3月开始，19 82年12月

基本完成。在历时1年10个月的时间内，全县参加地名普查人

员，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文件

精神，在省、地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以l：5万地形图为基

础，对全县2．48 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47 l条地名进行了逐个核

调，并按国务院国发[19 79]30 5号文件《国务院发布关于地

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的精神，进行了部分地名调

整，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注音正确i书写规范、在上

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不重名。因此可以说， 《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地名志》是我县地名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是规范地地名典

籍。 ．

。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向

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查阅地名志，不仅可以

掌握许多地名的现行标准名称，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我县

的地理和经济状况，分析和探索我县地名的规律，使地名工作

更直接地为军事、公安、外交、民政、新闻、邮电，出版、交

通，测绘．文教、农林、，水电、科研等项工作服务，是进行四

个现代化建设的地名工具书，也是一部爱国爱乡教育的好教材。

为了便于查阅本书和正确使用本书的资料，现就有关情况

作如下说明：

一、本书共收录了各类地名47 1条。其中自然屯、村 (．街

I-．．．．．．．．．．．．．．．．．．．．．．．．．．．．．．．．．．．．．．．。——．．．．．．．．．．．．．．．．．．．．．．．．．．．．．．。．．．．．．．．．．．．．．．．．．．．——————．．．———————／’



道居民委员会)、乡 (镇)地名全部收录上志；企事业单位、

人工建筑物、名胜，古迹、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只编了主要的。

二、．凡本志现行地名，均为标准名称，各机关、各行业使

用地名时，要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

按管理权限上报批准。
‘

，

三、本书地名编排，以乡 (镇)为单位，先排乡(镇)

驻地及所在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其次村、自然屯。乡(镇)

地名编排顺序是从上至下进行编排。重要企事业单位、主要人

工建筑物、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编排顺序，也是从上至下进行

编排的。为区分乡 (镇)．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然屯及

其它类别的地名，采用了不同字体排印。。

四、为便于了解各乡(镇)、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

然屯及其它类别地名含义，除能顾名思义者(含以姓氏、地理

位置、职业、人名命名的)外，均作了概况说明。

五、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

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六、本书中使用的各种数字，是19 82年底的统计数 (个

别注明年限者除外)。乡 (镇)、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然

屯人口，用19 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数字表示。乡 (镇)、

村 (街道居民委员会)．．自然屯总面积，指乡 (镇)、村 (街

道居民委员会)实管面积。

七、本书中县地名图和城镇街路图排在县概况文字材料之

前，县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已实测，作为划界依据。

八、本书地名中有民族语言文字、即朝语王莎琶盗马沟)，

在概况里，将含义作了释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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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

概 况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位于鸭绿江上游，长白山南麓、吉林省

驻地长春的东南部。西．与浑江市接壤，北与抚松县毗邻．东南

两面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隔江相望。

县辖有3个镇、8个乡，6个居民委、92个村、2l 7个村

民小组(生产队)、12 9个自然屯。全县总人口76．0 48人1 9 82年

人口普查数字)，其中汉族62．4 77人，朝鲜族13．1 44人，满族

30 5人，回族88人，蒙族29人。全县总面积2．48 7平方公里，

东西长82．9公里，南北宽30公里。

县人民政府驻地长白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长白县，，是在长白山主峰西南麓而得名。清光绪三十四

年设治之初称为“长白，，，沿续至今仍称“长白’’。

长白是满族始祖努尔哈赤肇兴地。周秦时，属于肃慎；两

汉时，属于乐浪郡；唐时，属渤海国；金时，属上京会宁府，

元时，为开元路，明时，属建州卫；清初，属兴京府。自顺治

元年(16 44年)入关后，在康熙十六年(16 77年)时，将正个

长白山区定为“发样地’’，长白被划为“封禁区”。但并未能

禁绝移民前来定居开垦。远从公元18 62年同治年代，山东省的

部分劳动人民，因生活所迫，陆续迁来从事伐木、采参，打猎

等活动。同时有些朝鲜人，越江前来，朝往暮归，春来冬去，

开垦田地。公元18 78年(光绪四年)，由于人口逐年增多，清

政府为开发边疆保卫边防，撒消了封禁令，光绪初年设抚民局

在我县境内鼓励移民。公元18 77年，设通化县，长白归其所辖。

公元19 03年，又增设临江县，长白改归临江县管辖。公元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划临江县庆生、长生二保设府治，府

治属长白山西南和以北地方，因而命名长白府，驻地塔甸。长

白名字沿续至今。辖抚松、安图两县。庆生，长生二保以丰乐

园‘即千沟子)为界，丰乐以东至二十三道沟为长生保，以西



至葫芦套为庆生保。设治委员张凤台，将府内两保屯落统一命

名为：甲华社为九道沟，乙农社为十道沟，丙望社为十一道沟，

丁春社为十二道沟，戊雨社为十三道沟，已恭社为十四道沟，

庚顺社为十五道沟，辛裕社为十六道沟，壬皇社为十七道沟，

癸恩社为十八道沟，温厚社为十九道沟，良善社为二十道沟，

恭顺社为二十一道沟，俭德社为二十二道沟，让美社为二十三

道沟，金华镇为半截沟，景和乡为冷沟子，丰乐原为千沟子。

但这些地名未能i：日I用下来，4仍以旧名相称。公元一九一O年有

一些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生活极端贫困的朝鲜人纷纷

越境而来，同在长白安家落户的汉族人民开发边疆。公元一九

一三年(民国二年)，改长白府为长白县，归奉天省东边道所

属。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改划4个区、属村59个。

公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帝

国主义占领了长白，成立了长白县公署，先归安东省后归通化

省管辖。公元一九三五年，长白汉、朝两族人民，在杨靖宇将

军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斗争，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

殊死战斗。
’

‘

●

公元一九三七年，日伪实行集团部落，把全县居民强行并

成69个村屯，这些村屯归属于一街五村(长白街、顺天村、安

民村、遵化村、协和村、亲睦村)管理。一了L四五年解放后’，

一九四六年春，长白县成立人民政府，归安东省管辖(直属通

化专员公署)，县内分三个区(一区为长白镇、二区为十三道

沟、三区为八道沟．)。一九四九年二月改归辽东省管辖(仍属

通化专员公署)，县内先后曾改为4个区(一区为长白镇，二

区为十八道沟，三区为十四道沟、四区为八道沟)或5个区(城

关区为长白镇．十八道沟朝鲜族自治区为十八道沟，一区为马

鹿沟：二区为十四道沟、三区为八道沟)。二九五四年秋，由

辽东省划归吉林省管辖(仍归通化专员公署)至今。一九五五

年夏，撤区建乡将全．县五个区改为2个镇 (长白镇、八道沟

镇)’11个乡(马鹿沟，十八道沟、龙泉镇，半截沟、十四道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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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道沟、十二道沟、十一道沟、撩荒地、老保甲，新房子)’

仍保留原第三区公所的建制。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根据宪

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成

立了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同年九月末，将全县57个高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并成了4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长白镇、十四道

沟，十二道沟，八道沟)。一九六一年经过调正，改为九个人

民公社(长白镇、龙岗、半截沟，十四道沟、十三道沟、十二

道沟、十一道沟、八道沟、新房子)。一九六四年增设1个公

社(从长白镇分出马鹿沟公社)。一九七一年又增1个公社(从

十二道沟公社分出宝泉山公社)。一九八O年九月长白镇公社

改称镇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八月全县10个公社改称为10个乡

(马鹿沟、龙岗， 金华，十四道沟，十三道沟、十二道沟、

十一道沟、宝泉山、新房子、八道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道

沟乡、十四道沟乡改为八道沟镇、十四道沟镇。

县境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地势南缘谷地自东向西倾斜。县

内最高点是北倚长白山脉的老岭，海拔高度为2．45 7．4米。南

临鸭绿江，有27条河注入鸭绿江。各河沿岸由于流水切割与风

化作用形成沟壑纵横，群山起伏连绵的地形。主要山峰有望天

鹅山、四栋房山、红头山、小白山，二道岗北山、龙岗山、中

朝边境的三号界桩点等。最高山为中朝边境的三号界桩点

2，45 7．4米。主要河流有八道沟河，发源于长白山脉四栋房，

流域有新房子乡和八道沟镇，全长78．7公里。十五道沟河发源

于长白山望天鹅南侧由东西两岔汇合而成，全长33．6公里。十

九道沟洞，发源于红头山，全长5l公里。森林面积占全县总面

积的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多为针阔混交的次生林，在海拔高度

l千米以上的高地，多为稠密的针叶和针阔混交林，原始森林

多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草地多在林带边缘的平岗上，占总

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分布于龙岗和宝泉山乡境内。县境内沿

鸭绿江沟岗相接，从西南向东北成梯状形逐步升高。土壤特征，

沿江沿河冲积土和黑黄土，岗上黄粘土和腐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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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地处中纬度，气候具有明显的亚寒带大陆性气候的特点，

冬长、夏短。年平均气温零上二度，一月平均气温零下17．8度，

七月平均气温零上17．7度。年降水量70 0至l，00 0毫米，降雨

的分布特点与温度不同，西部多，东部少，北部多，南部少，

八道沟是全县的暴雨中心，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7 8毫米左右j

最多可达1，00 0毫米左右q一月间最大雨量11 5毫米。马鹿沟

乡横山和八道沟降雨量相接近，十三道沟乡以上至龙岗乡龙泉

镇，年降水量80 0毫米左右，全县长白镇降雨量最少，年降水

量60 3．4毫米。无霜期为90天至12 5天之间。年日照为艺．40 0

小时左右。每年10度以上的积温1．92 4度左右，每年零度以上

的积温2．32 4度左右。全县因受亚寒带大陆性气候影响，常有

寒潮侵入，经常出现冰雹，低温冷害，暴雨等灾害性天气。

全县地处高寒山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近几

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

因地制宜，实行“以林为主，农、牧、付业并重的建设方针，，，

使全县的林、农，工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有较快的发展，长白

面貌日益改观。 ．

．

一林、参方面：全县林地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四，

可供造林的荒山荒地占百分之五，村庄、道路、河流占百分之

四点二，耕地占百分之三点九，草地占百分之一点一。全县林

地面积3．19 3．15 5亩。木材蓄积量2．40 3万立方米，其中成令

林占百分之四十一，中令林占百分之五十，年采伐量lo万立方

米。主要有落叶松、云松、，冷松、白桦、山杨等，此外还有红

松，黄菠萝、水曲柳等·些珍贵树种。

全县野生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可入药的有人参、细辛、贝

母、黄芪、党参等。19 82年全县人参栽培面积24 5．19 0丈，总

产40 3．50 0斤。县办地方国营参场l处，儿个乡镇和多数村屯

已办了参场。其次有天麻、细辛、五味子，龙胆草，熊胆，鹿

茸，麝香等各种名贵药材。制酒的植物也很多，常用的是山葡

萄、山梨、蓝腚果忍冬(狗奶子)、越桔、野草梅等。其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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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蘑菇、木耳、蕨菜，薇菜等，很多是富有营养价值的出口

食品植物。野生动物有虎、紫貂、水獭、黑熊，野猪、梅花鹿、

。马鹿、山羊、獐子、狍子、狐狸等。本县养鹿业也有发展，有

地方国营鹿场1处，鹿存栏数87 9头，鹿茸产量4．35 0两。

农、牧、水利方面：农业生产，．全县耕地面积14万亩，大

部分土地分布于沿江和沿河地区，种植作物以玉米、大豆、水

稻为主，其次，谷子，土豆，蔬菜等。沿岗气候寒冷，主要种

植大、小麦、土豆等早熟作物。19 82年全县粮豆播种面积为

13 8．08 6亩，其中水田8．95 6亩。总产量5．07 4万斤，向国家

提供商品粮74 8万余斤。19 82年全县农付业总收入16．7 57．0 00

元，人均收入26 4元。
‘

畜牧业多为农家副业，以养猪、牛、羊，家禽为主。

全县水利资源丰富，水利蕴藏量约为30万千瓦，利用七道

沟、八道沟、十三道沟、十五道沟、十九道沟河，建电站14处，

总装机容量为16．2 42千瓦、年发电量为4．21 1万度，除供本县

用电外，向国家电网输送2．40 0万度，全县各乡，村都用上了

电。渔业生产，有渔场l处，-养殖的鱼类主要有鲤，草鲢鱼

等，年产鱼2万斤。建鸭绿江堤19处，总长24．6 20延长米。建

电灌站17处，灌溉水田面积2．57 8亩。

工业方面：解放前，县．的工业十分落后，只有一所私营印

刷厂，三处私营薄铁社。解放后，利用山区的自然资源，发展

了地方工业，主要为本县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如农机修造厂、

汽车修配厂、煤矿、粮油加工厂，印刷厂，农具厂。重要企业

有发电厂、电站，酒厂，制药厂、木材加工厂、胶合板厂，矽

土矿、叶腊石矿等。这些厂矿大部分建在长白镇。

文教卫生方面：县的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现有中

学16所、小学10 3所，在校学生17，824人。

文化馆，图书馆、民族歌舞团，电影院、电视转播台，无

线电转播台、有线广播站、气象站各l处。各乡镇都有文化站，

广播站，有线广播已普及全县。全县有lO个乡(镇)、14个村、



个场站，．共有27个电影放映队，已有3个乡镇建电影院。

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有县医院，地方病防治站、妇幼保-

站。县医院设有14 0张病床。职工91人。各乡都有卫生院，

中八道沟，十四道沟两处是镇中心卫生院。各村都办起了合’

医疗站。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卫生条件落后和克山病、大骨节

地方病，现基本消除。
‘

交通运输方面：长’自。地处国境线一的边缘地区，全县交通运

以公路运输为主。解放前交通闭塞，只有一条简易的长临公

，多年失修j群众用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棉布等，主要

马车运输。出县办事，都徒步走到临江。解放后，交通运输

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浑长公路全长29 l公里，经过维修加宽

到晴雨能通车，畅通无阻。19 81年修通的由原有林业运材道7

修和新开路段的长松公路，，是通往内地抚松县松江河火车站

第二条公路，这条公路宽7．5米，全程13 7公里，每天有班

往返，已成为全县与内地联系的另一条交通干线。县内公路

长白二=道岗线，有班车往返。长白——=十三道沟的国
路，长白一一长白山天池路，八道沟一一新房子路，长白一一

二道沟路，八道沟一一十三道沟的沿江公路等线。形成比较

便利的交通网。 ’

‘

’

．’

． 史书上记载长白已有÷百，十七年，设治以来也只有七十

多年历史，古时是一片原始森林j但长白绝不是亘古就是荒

芜之地。据。九五八年前后出土文物调查，曾发现过一部分石

器、铁器，陶器等文物。在半截沟等地还发现过古墓葬。在长

白镇后山顶上，矗立着一座五层古塔，名日“灵光塔刀。是祖
国中原文化在东北边疆的遗物。据考为唐渤海时期所建。

祖国的长白，同全国一样，在革命的道路上记下了光辉的

史篇。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活动的根据地之

一，在解放战争中，是支援前线的后方基地，在伟大的抗美援

朝斗争中，这里又是抗美援朝的前哨。
’

．． ．



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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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镇办公横

长自镇地处长白县东南部，东与马鹿淘乡马鹿淘村接壤．

西与马鹿淘乡十八道沟村相连．南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阿江道惠山市隔江相望．北与马鹿沟乡梨树沟村为邻二

长白镇随县命名．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据0长白汇徽录"等史料记载．长白镇在围场开禁后的清

朝末年就有汉和朝鲜两个民族移民来到这里落户建屯。当时城镇

户数为25户，入口55人。光绪三十四年设长自精，所在地塔

甸．即现今镇区。因县城后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古堵，塔山脚下

西南侧有一片涝甸．当时人们称此地为塔匈。

中华民国五年．改划第一区塔甸村。街内分八街(镇ii，

中亨，北顺、兴陲、兴利、遵化，西市、大小马鹿沟)c I’36

年伪满时明改称长白街公所．街内分九个区、街(新市、西市、

遵化、北顺、中亨、*陲、镇江．兴利，包括官后村、浩巴集、

马鹿海各屯)，当时城镇户数为93 5户，人口4．25 2人。19 43

年长白街分八个区 (东安、西安、南阳、北顺、中亨，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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