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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蛟河县民族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方针、路线、政策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述蚊河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为章节体，由概述、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经济、人物、附录组成，辅

以图、表和照片。

三、本志上限定为清宣统元年(1909年)，有些需要溯源的事物，可适当上溯，下限断

至1988年。

四、本志按事物性质分类设章，详近略远，详独略同，力求反映事务的基本面貌。

五、纪年：沦陷时期以前，均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记述中所称“解放前”、“解放

后"系指1945年8月15日蛟河县解放之前后，所称“建国前”、 “建国后”系指1949年10月

1日之前后。

六、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中华民国简称“民国，，，地名。均用当时地名。建国后一律

用现行标准地名，记述内容均以当时县所辖范围为限，划出以后，本志一般不涉及。

七，计量t建国前均采用当时计量单位，如垧、石、斗、斤等，建国后一律采用现行计

量单位，如米、平方米、公里、公斤，吨等。

八、数据：以统计局数字为准，如缺，按民委统计掌握的数字为准。所记述的社会总产

值，工业，农业产值，国民收入均为不变价数字。

九、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

语言中的数字一律用汉字，百分比、百分之几均用阿拉伯字，小数点后至多保留两位。

十、文体t本志采用语体文，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人物志按“生不立

传"的原则，以传、录、表按卒年排列。

十一、本志资料来自档案、旧志、专著、刊物、家谱以及有关人员的回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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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蛟河市民族志编纂组，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关怀下，在市史志办公室的协助下，付出三年

多的艰辛，今天使这部《蛟河县少数民族志》问世了。这是蛟河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可庆可贺的喜事! ·

蛟河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蚊河境内少数民族迄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往事越

千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并没有绐蛟河人民带来多少福音，留下的却是一片惨淡破败景象。近代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蛟河各族人民更被推到水深火热之中。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推动下，蛟河早在1922年，朝鲜族等革命者即创建俭成中学，传播马列

主义。1930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蛟河地方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

斗争，并组织和领导了震动全省的“八一”蛟敦农民暴动，沉重打击了反动军阀政府。1935

年至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在本县开展游击战时，各族人民输送了大量的物资，不少各族青

年随军抗日，转战东北各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蛟河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此期间，蛟河朝鲜族战士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就有400多名烈士。 ’‘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九年中，蛟河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

苦奋斗，使蛟河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全国、全省·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历

成功和曲折，取得了旧社会不可比拟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

策绐蛟河各族人民注入了勃勃生机，带来了无限的活力。蛟河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迅速崛

起，城乡经济繁荣，各族人民丰衣足食，迈出了开拓进取的坚实步伐。 ．’

今日蚊河的巨大变化，唤起了当代人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的激情。编志人员运用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略古详今，广采博收，编纂出．史料翔实，体例合

理，具有新观点、新特色的我县历史上第一部民族志书。在编志过程中，承蒙有关学者、专

家及上级业务部门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我谨代表蛟河市人民政府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编志在于资治。蛟河少数民族志是一部具有时代特色的科学文献，它记载了全县自然地

理、民族历史沿革、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风俗、民族人物等史实，使人们

能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它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蛟河市情，加快改革步伐，推动四化建

设，将发挥资政、育人、存史的积极作用。愿全市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励精

图治，用更新更大的成就，谱写蛟河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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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蛟河县是多民族杂居县份。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山区，地处由松辽平原向长白山区过渡地

带。东以张广才岭为屏与敦化市相邻，南以威虎岭为障与桦甸市接壤，西以松花湖之隔与永

吉县、吉林市郊区相望，北以庆岭、呼兰岭为界与舒兰、五常县毗连。地理座标为东经126。

457～127。56 7，北纬43。12 7～44。09 7。县境东西宽约90公里，南北长约105公里。全县总面

积6429．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面积5645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87．8％，耕地面积739平

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1．5％。县辖7个镇、11个乡(含1个朝鲜族乡)、259个村(其中以朝鲜族

为主体的村31个、以回汉族杂居的村1个)、961个自然屯。总人口469772人。县境内居住的

少数民族有满、朝鲜、回、蒙古、壮、锡伯、土家、苗、维吾尔、白、彝、京、侗等13个民

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39946人，占全县人口的8．5％。

蛟河县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形复杂，大部分为中低山丘陵地带，有少量的河谷平原

地，海拔高度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8座，最低处海拔215米，高低相差1069米，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地理环境。境内大小河流80余条，主要有蚊河、拉法河、忙牛河、团山子河、小蛟河和

威虎河。气候春少雨多风，夏温热多雨，秋凉爽多晴，冬寒冷漫长，平均气温3．6。C，年最

低气温一43。C，年最高气温36。C，年平均降水量710毫米，无霜期110N130天。

此地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隋唐属棘辐地，后为辽国辖地，金属上京、海兰路辖

地，明为奴儿千都司伊瑚、推屯河、赫什赫河卫地I清为吉林将军辖地。宣统元年(1909

年)置县，称额穆县。1939年更名为蛟河县。几千年来，朝代更迭，世事沧桑，勤劳朴实的

蛟河各族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束缚，几千年来，蛟河各族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

在死亡线上。进入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封建官府欺压少数民族百姓，豪强

劣绅横行乡里，兵乱匪祸日盛一日。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这里，掠夺资

财，烧杀奸淫，挑拨民族关系，更是把蛟河各族人民推向灾难深渊。还有天灾1 1909年的洪

水灾害，冲毁一半以上的村庄，夺走了全县上千人的生命。据文献记载，从1909年至1945年

的35年间，境内发生较大水灾13次，成批灾民流离失所。过去的蛟河是多灾多难贫困的地方

之一。

蛟河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灾荒饥饿之下，蛟河各族人民一次次举起抗暴的

旗帜，拿起武器，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夺取生存的自由和权利。清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八月，俄国侵略军侵犯额穆索罗站时，额穆佐领文魁率领官兵和旗民抗击侵略

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光荣诞生，党的组织不断向全国各地发展。1930年春夏，境内

朝鲜族进步青年李声澈、权泰山、韩一光等一批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

命思想，进行建党活动，是年6月，蛟河地区相继建立了中共新站、大荒地、七间房等3个地

下党支部。从此，党的阳光照耀蛟河大地。同年8月1日，党领导举行了“敦额农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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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一，有上千名朝鲜族青壮年和少年参加了暴动，袭击军咎驻所，抢夺枪支，烧毁铁路桥

梁，破坏铁路交通，打击了反动军警和军阀政府。1932年初，额穆地区各族人民，积极支援

抗日救国军攻打县城，捣毁日伪县公署，．成立临时抗la县政府。驻蛟河伪警备旅九团三营营

长田林率部举行起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组织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抗击日本侵略军

时，县内各族人民，热情支援和资助，一些青壮年加入抗日救国军。1935年至1940年，在各

族人民的支援下，抗日联军多次袭击日伪军，击毙日军数百人。青背、大荒地、退抟、额穆

等地一些朝鲜族爱国青年纷纷加入抗日武装，同时还筹集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送给抗

日联军，打击日本侵略军。

1945年8月15日解放。蛟河各族人民结求了灾难深重的悲惨生活，迎来了翻身解放当家

作主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各族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地方人民武装，肃

清土匪，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全县少数民

族中就有1300多名青壮年参军参政，1000余名民工随军参战，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积极贡

献。抗美援朝战争时，各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参战，有1360余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赴朝参战。其中有朝鲜族青年400多人，有250余名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献身。全县少数

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长达数千年之久

的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县各族人民获得了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翻身解放的少数民族，

纷纷组织起互助组、合作社，走上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从50

年代初开始，兴建拦河坝、塘坝、水库、水渠等灌溉工程，扩大水田面积，筑防洪工程，提高

抗洪能力。至1988年，全县共建中型水库3座，小一型水库1l壅，小二型水库97座，自流灌

溉工程226处，筑堤350公里，扩大水田面积10054公顷，修出方条田4800公顷，为改变蛟河

的农业生产条件做出了积极贡献。

少数民族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积极增加水利设施、化肥农药、能源电力、农业机械等，

使生产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也有很大改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广大少数民族农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

下，冲破“左力的思想禁锢，克服管理上的过分集中，劳动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

均主义的弊病，实行了有统有分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单一经营粮食生产状

况，兴办多种经营事业，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局面，并以较快的

速度向前发展。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78577吨(平均垧产1389公斤)，到1988年达到181215

吨(平均垧产3818公斤)，比1949年增加102638吨，增长130。6％。

蛟河县在建国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逐步兴建和发展了煤炭、电力、锯材、化

工、建材、造纸、食品、制药、纺织、印刷、粮油加工等1022个工业企业(包括乡镇村办企

业)。从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算起，本县工业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仍

然有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1979年以后，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

方针，立足本地资源、本地市场和现有工业基础，确定工业发展方向，发扬优势，扬长避

短，集中财力，发展工业，现已形成了以煤炭、锯材、化工、建材、食品工业为主的工业体

系。198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22661万元，比1952年工业总产值增力1122072万元，增长37．5

倍。实现了产值、税利、财政收入同步增长。交通运输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多数乡村

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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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的发展，贸易不断扩大，市场繁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计划指导

下，进一步发挥了市场调节作用，多种经营方式进入市场，新组织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户如

雨后春笋，遍及城乡。市场商品可供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翻新，各种商品销售量普遍增

加，少数民族购买力也有很大提高。1988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8209万元，比1978年增

加296．4％，人均813元，比1978年增加23．6倍。

少数民族教育和卫生事业也发展很快。1949年全县朝鲜族小学18所，在校学生1886人，

没有单独设立的中学。1988年县内有朝鲜族中学2所，在校学生1248人，小学23所，在校学

生2994人，比1949年增长58．7％。少数民族乡、村、社农科网也初具规模，少数民族科技

工作者在1969年至1988年共完成科研和技术推广成果48项。文化、体育事业得到发展，对于

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起到了积极作用。民

族乡、民族村都建立了卫生院、卫生所，在开展卫生宣传、防疫灭病、医疗诊治、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等方面，傲了大量工作。 ，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出现了一些辛勤劳动，治穷致富的

万元户。1988年农村农民每人平均收入542元，比1979年增加434元。农村中有56％的户建筑

砖瓦结构的新住宅。有一半以上的城乡居民购置了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有的用上了电

冰箱和摩托车。1988年城乡人民平均储蓄达141元，比1979年增长2．5倍。

解放40多年来，蛟河各族人民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矽的基础上，积极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自己的双手改造家园、建设家园、治穷致富，使蛟河的面貌发生了日新

月异的变化。其间，经历许多曲折和困难，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为今后的更大发

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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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概况

第一节 自 然条件

蛟河县位于吉林省中部偏东，东部与敦化市交界，西部与永吉县和吉林市郊为邻，南部

与桦甸市接壤，北部与舒兰县和五常县毗连。绝对地理位置为：东经126。457至127。567，北

纬43。127至44。097。全县幅员面积6427．3平方公里。
‘

。

蛟河县地处内陆山区，由松辽平原向长白山区过渡地带。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平均海

拔275．5米，兼有山地、丘陵、平原三种地貌。山地丘陵面积5645乎方公里，占87．8％。主

要山岭，东有张广才岭，西有老爷岭，南有威虎岭，海拔高度千米以上的山峰有：老爷岭主

蜂、太平顶子、康大砬子、南土顶子、东土顶子、西土山、东土山、鸡爪顶子、天桥岗、二

秃顶子、东大坡、新开岭、东塔子、生菜顶子、杨木顶子、牛心顶子、秃老婆顶子。此外还

有海拔600米至900米的中、低山57座。

县境内大大小小河流纵横交错，多达80余条，贯穿400多个村屯。其中较大河流除松花江

外，有蛟河、拉法河、漂河、牛亡牛河、小蛟河、团山河、威虎河等，总流域面积4561．6平方

公里，在沿河两岸多形成宽窄不一的河谷平原。

蛟河县气候属亚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地势较高，比同一种纬度的海拔较低的其他

地区的气候偏低，年平均气温3．6。C，平均最高气温4．7。C，平均最低气温1．9。C，最冷的1月

份，平均气温一19．3。C，最热的7月平均气温21．4。C。全年太阳辐射能量为110．8千卡CIi"11，

年平均日照2406A'时，无霜期110至130天。常年结冰日期平均为188．7天，长达半年之久。

风向随季节而变化，夏季多为南风或西南风，冬季多为西风或北风，春秋之时多为西北风和

西南风，年平均风力为二级，年平均降雨量710毫米。

境内广阔的山地，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有松、杨、桦、榆、柞、椴、色、楸等树种。‘在

江河中有各种鱼类，其中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鲫、鲢、草、鳊鱼等。土特产品有人参、鹿

茸、田鸡、磨菇、木耳、山葡萄、核桃、贝母和各种动物皮张。还盛产漂河烟和自瓜籽。此

外，境内还有丰富的地下矿藏，如：煤、铁、铜、镍、金、银、钨、水晶石、硅藻土、长石

及泥炭等。

蛟河县交通便和，境内有长图，拉滨两条铁路，长图线横贯东西，有火车站18处，是本

县交通大动脉。公路交通四通八达，全长1174．1公里。此外，还有松花湖水路通航，全长

71．5公里。

第二节建置沿革

蛟河，满语发音，是狍子河的意思。

本县远在两三千年以前就有东北古老的民族肃慎和}岁貊族居住在这里繁衍生息。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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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青铜时期遗址几十处，主要分布于池水、松江、新站、天北等10余个乡镇，汉代时期

遗址有池水新街、松江福来东、蛟河东小荒地等处，高句丽时代遗址有拉法小砬子、新站六

家子山城等，渤海时代遗址有新站六家子、天岗七道河等寺庙I辽代遗址有新站界壕、前进

古城、三合屯古城、乌林春光古城、上参营古城等；金代以后的遗迹遍布于全县各地。

从西汉起，．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到十六国时期(公元前206年至420年)，举县境属于

扶余国的东南境。但在东晋、十六国(公元317年至420年)后期，到南北朝时代(公元420

至589年)，这里又为高旬丽国的北境和勿吉——粟末棘辐部的西南境。

隋(公元581至618年)、唐(公元618至907年)时代为渤海王国长岭府和中京显德府之地。

北宋(公元960至1127年)时代，本县先后属于契丹和辽国的版图，辽代(公元907至

1125年)属东京道长岭府的北境和洙州的东境。

南宋(公元1127至1279年)时代，先为金的上京路会宁府辖地，后为咸平路玉山县

之地。

元代(公元1217至1368年)，本县在疆域上属于开原路咸平府和海兰路西境之地，在官

制上属地方官中的海西辽东道宣慰使司管辖。

明代(公元1368至1644年)，本县境属于奴儿千都司所辖的4个卫，即：永乐四年三月

设立的兀也吾卫、与兀也吾卫设立年代相近的兀也吾右卫(两卫治所在今拉法及其附近)，

永乐五年四月设立的赫什赫河卫(治所在今额穆黑石屯附近)、永乐六年一月设立的推屯河

卫(治所在今前进乡)。万历年间后，统属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之乌拉部。

清代(公元1644至1911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设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本县为其

辖境。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十五年(公元1676年)

将军移驻吉林乌拉，斯时先后属于镇守宁古塔和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管辖。雍正四年(公元

1726年)为奉天府永吉州和宁古塔副都统辖地。乾隆三年(公元1736年)，吉林副都统在额

穆索罗站设佐领衙门，管理当地站台丁。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张广才岭西先后为吉林

厅和吉林尉所辖，张广才岭东为敦化县所管辖。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设额穆县，隶属吉

林省东南路道(1914年改东南路道为延吉道)。

1933年11月15日，额穆县公署从额穆索迁至蛟河街。1939年lo月，额穆县改称蛟河县。

1945年8月15日，蛟河解放。同年11月，组建中国共产党蛟河县临时委员会和蛟河县民

主政府，隶属永吉专区，1946年2月隶属吉东专区，1943年5月隶属吉林省辖。1958年9月隶

属于吉林市，1966年2月隶属永吉专区，1969年6月市地合并后，隶属吉林市至今。．

’

第三节 行政 区 划

中华民国4年(1915q)，额穆全县划分3个区。第一区为额穆索罗区，辖46个乡，第

二区为蛟河区，辖1个镇、54个乡I第三区为拉法新站区，辖31个乡。

1933年6月，全县划为额穆索罗、官地、退抟、新站、蛟河、八家子6个管区。1935年

4,N，实行保甲制，全县划分为额穆索、官地、黑石、塔拉、蛟河，乌林、退抟、下参营、

杉松、八家子、新站等11个保。
．

1938年6月，实行街村制。撤销11个保，划定蛟河、新站2街和乌林、关门砬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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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王家岗、代露河、池水、拉法、六家子，小姑家子、龙凤，义气岗子、退抟、额穆索、

官地、黑石、河西等16个村。

1941年11月15日，将张广才岭东的额穆索、官地、黑石、河西4个村划归为敦化县管

辖。此时，县辖2个街、12个村。

1945年8月15日解放时，县辖有蛟河、新站2街和乌林、．退抟、龙风、拉法、池水、王

家岗、青背、巴虎等8个村。 ．

1945年11月，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县辖行政区划调整为：城关、乌林、退抟、奶子山、

拉法、新站、龙凤、池水、王家岗、青背、巴虎、黄松甸12个区，区下设114个村。

1947年12月，将永吉县江密峰、烧锅、天岗i天北、天南5个区戈lj归蛟河县管辖；1948年

7月，将江密峰、烧锅两区划回永吉县管辖。1949年8月，将桦甸县横道子区划入本县版图。

此时，县辖16个区、150个村。

1954年9月，进行县辖行政区划调整，实行撤区划村，全县划定40个村(乌林、南岗

子、乌林沟、新民、自石山、．黄松甸、柳树河、小蛟河、新农，兴农‘先进、青背．’横道

子、桦皮甸子、新发、松江、代露河、爱林、团结、碾子沟、富强、和平、中兴、新华、天

岗、红星、永丰、劳动、光荣、庆丰、拉法、，进步，北安、大吉、民主、双顶子、龙风、保

安、退抟、前进)、2个镇(蚊河、新站)、1个矿区(奶予山)。1956年1月，村改

称乡。

1957年6月，经吉林省人民委员会批准乌林乡改建为乌林朝鲜族乡。

1958年9月，将全县43个乡、2个镇、1个矿区合并调整为3个镇(蛟河、奶子山、新

站)，15个乡(乌林、南岗子、拉法、前进、龙风，天岗、天北、天南、池水、松江、新

农、青背、横道子、白石山、黄松甸)。

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化后，全县18个乡镇改为18个人民公社，下辖201个生产大队(其

中朝鲜族生产大队31个)，912个生产队(其中朝鲜族生产队134个，回族生产队1个)。1979

年3月，蚊河、新站两镇划出郊区，增设蛟河、新站两个郊区人民公社。

1983年12月，实行政社分开，人民公社改称乡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撤销的乌林朝鲜族乡恢复为朝鲜族乡。1984年，将蛟河、新站两个郊区乡分另lj并入该两

镇，是年底县辖3个镇、15个乡(含1个民旅乡)、270个村、10个街。

，1985年12月，将天岗、白石山、横道子·(漂河)3个乡改建为镇，1987年3月，黄松甸

乡改建为镇。至1988年底，县辖蛟河、奶子山、新站、天岗、白石山、漂河、黄松甸7个

镇，拉法、龙风、南岗子、前进、天北、天南、松江、池水、新农、青背、鸟林朝鲜族乡等11

个乡。下设259个村(其中朝鲜族村31个)、21个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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