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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备d坚
翮 舌

净月潭位于长春市城区的东南部，因1934年在这里修

。建了长春市最初的水源地而得名。经过70年的建设，净月

潭已经成为驰名中外的城市中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

森林公园和旅游胜地。特别是森林公园内完整、稳定的城市

人工林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功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誉为北方绿色明珠o

《长春净月潭志》属于专志，主要围绕水源地的建设、

管理，水体的利用，人工林的营造、管理、利用及开展森林

旅游3条主线展开，时间跨度从1934年开始，到2004年年

底止，力求把3条主线的历史沿革和主要事件写清楚。净月

潭的林业发展历史以国有净月潭林场(即北方绿化中心)为

主体进行记述，净月潭周边全部森林资源，在第二篇第一章

第七节“森林资源调查”中以2000年调查的数据集中体现o

‘z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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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天下名城，往往傍水依林。正是水与林的深情哺育和无私滋

润，才使得这些城市光彩照人，生机勃勃。非常幸运，长春市区东南

部有一个美丽的净月潭，使这座城市也能与林与水交融在一起，造就

了中华大地上的一座名城——长春。

净月潭拥有430公顷的水面和近100平方公里的林地。净月的

水，明媚恬静，澄碧如玉，成就了长春的灵性。净月的林，繁茂葱

茏，万树竞发，装饰着长春的秀气。林水合一而成的生态体系，像

“肺叶"、“氧吧”一样，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新鲜的空气和负离子，使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及时地吐故纳新，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活力。净月

潭，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长春大地上，是长春人独自拥有的宝

贵财富。

多数城市拥有的水和林，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长春的净月

潭，则是长春人的美妙杰作。早在1934年，长春人就开始修建净月

潭水源地，进行人工蓄水；1935年成立了净月潭造林场，实施人工

造林，之后70多年开发建设接续不断。特别是1995年设立长春净月

潭旅游经济开发区以来，坚持保护第一、规划先行的原则，全面加强

了净月潭的保护、管理和建设。短短10年时间，这里的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林更绿，水更清，成为以森林景观和冰雪旅游为特

色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当我们用心感受净月潭如诗如画的美景

时，也要追思缅怀建设者拓荒创业的艰辛。净月潭浸透着几代人的心

血和汗水，应当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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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月潭的发展和变化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启示：为了人类的发

展，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未必不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

体。我们对自然既不能一味地索取破坏，胡乱作为，也不能一味地被

动敬畏，无所作为。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保护性的

开发建设，人与自然就可以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在发展中实现协调。

长春要可持续发展，必须永远地、不断地改造自然。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使长春开发建设的过程，成

为人与自然趋向高度和谐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后代，无

愧先人o
’

有关净月潭发展变化的历史，以前没有一部完整的史料。长春净

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历经数载编写

了这部《长春净月潭志》。这也是长春的首部专志。希望通过这部志

书，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净月潭，认识净月潭，建设净月潭。让净月潭

成为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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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净月潭位于长春市市区的东南部，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因形似弯

月，与台湾的日月潭相对应而得名。此名由“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二儿

子、时任“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的郑禹所起。净月潭是在1934年由人工修

建的第一座为长春市城区供水的水源地，在沦陷时期称“水源地"或“贮水池”o

现在，“水源地"和“贮水池’’之名已经不再使用，对净月潭水体统称为净月潭水

库。净月潭因拦坝蓄水而得名，又因其周围有经过70年坚持不懈的造林绿化

形成的近100平方公里森林，成为长春市的生态屏障和著名休闲旅游胜地。

1986年5月20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以吉政函[1986178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净

月潭风景区列为省级风景区o 1988年8月1日，净月潭风景区被国务院审定为

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发[1988151号)。文件中对净月潭景区的特点

概括为“净月潭位于市区东南，分为潭北山色、潭南林海、月潭水光和潭东村舍

四个景区，水景为主，山林衬托，植被丰富，有大片森林、山花、药用植物以及脊

椎动物82种，(其中)鸟类60多种。山村中有金代古墓两处"o

1989年11月27日，林业部批准净月潭为国家森林公园(林造字[19891362

号)，提出“以保护森林资源为主，合理利用山、林、水等自然资源，将林业建设、

科学研究与旅游事业融为一体的建设方针"o而今所称的净月潭，是对净月潭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或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简称o

为了加强净月潭的保护和加快净月潭的开发建设，1992年中共长春市委第

31次常委会决定，设立长春市净月潭森林旅游城，成立长春净月潭森林旅游城

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对净月潭风景区进行开发建设和管理o 1993年1月18

日长春净月潭森林旅游城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但是，由于管理体制没有

理顺，管理权限没有到位，工作进展不大。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1995年8月

24日，中共长春市委、长春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做出《关于建立长春净月潭旅游经

济开发区的决定》(长发[1995120号)，决定停止使用净月潭森林旅游城名称，设

立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成立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该管委会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享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对辖区内的森林、水

体、山体、土地等自然资源、经济和行政事务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决定指出：

“净月潭地区近百平方公里的森林和水域，是长春市的宝贵财富。随着长春市

区划变更，净月潭地区成为长春市市区的一部分，其价值有了质的跃升。区域

2 7



2 长春净月潭志

内大面积森林、水域，必将成为观光度假的胜地，投资兴业的热点，城市形象的

象征。加强净月潭地区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有利于我市扩大对外开放，有

利于改善我市的投资环境，有利于促进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全市人

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全市生态环境的改善o"同时，为有效地保护资源和适应开

发建设需要，并考虑到资源和行政区划的相对完整性，决定净月潭旅游经济开

发区的管辖区域包括农林乡、净月镇、三道镇的先锋村和丰产村，辖区总面积为

196平方公里。同时，将北方绿化中心、原长春市郊区林场(改称净月潭第二林

场)、净月潭水库一并划归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领导。沿长双公路马

家岭至奢岭镇公路两侧各一千米划为保护范围。

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成立之后，由开发区管委会委托上海同济大学

风景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市突出贡献专家服务中心于1997年6月编制完成了

《长春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总体规划》o以此规划为依据，同时分别完成了

《长春净月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和《吉林省净月潭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o由于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和净月

潭国家森林公园的基本性质相同，因此，在这次规划中，将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和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的面积统一调整为96．38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25

度21分，北纬43度52分。具体边界为北起石碑岭，南至南大顶子——马家

岭，西起甘大山——邰家屯水库——长双公路，东至石碑岭——前罗圈背——

双阳边界。在其范围内，包括净月潭实验林场、净月潭第二林场、净月潭水库的

全部。按行政区划，跨玉潭镇胜利村、农林村、黎明村、东升村、潭西村，净月街

道办事处丰产村、先锋村、净月潭村。

净月潭地区处于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山地向西部科尔沁草原的过渡地带，属

大黑山余脉，海拔高度在220--406．5米之间，有大小山头119座。基本地貌类

型为水流型，有高丘陵和低丘陵类侵蚀剥蚀地貌、丘岗和洪积台地类侵蚀堆积

地貌、河谷阶地和河漫滩类堆积地貌。区内最古老地层为二叠纪，分布在净月

潭水面一带，系层状蚀变凝灰岩、板岩。土壤主要为过渡型地貌形成的暗棕壤、

白浆化暗棕壤、白浆土和草甸土，土壤肥力不高，土层厚度一般为15～20厘米。

土壤PH值在6．2～7．2之间o

本区气候处于亚欧大陆中温带半干燥半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概述

4．7℃，10℃以上的年积温2 950*(2，平均最高气温为28．3℃，平均最低气温

一22．4'12，绝对最高气温38．8℃，绝对最低气温一34．9℃；平均相对湿度69％；

年降水量600毫米左右，雨季集中在6、7、8三个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三分之

二；年蒸发量为1 390毫米；初雪日多出现在10月中旬，终雪日在4月上中旬，

积雪深度约20厘米；早霜一般出现在9月末，终霜出现在4月下旬，无霜期145

天左右；历年最大冻土深169厘米；水面于11月20日前后结冰，4月中旬解冻，

结冰期约5个月。主要气候特点为春季气旋活动频繁，多西南风，冷暖天气交

替，气温回升快；夏季多阵性降雨，炎热天气日数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夜间较为

凉爽；秋季时间较短，可谓秋高气爽；冬季时间较长，多西北风，天气较为寒冷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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