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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区别地球表面及水下各种地物的称谓和记号。它不仅反映

着山川、风物、民俗的概貌，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侧影，在社会活动

中，是国内广大人民之间及国际交往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对

地名的整理和研究又成为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的内容。地名学巳成

为我国新兴的--f-]科学，它的政治性、政策性、文学性和科学性都很强。

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外都迫切要求各级

政府提供准确的、标准化的地名资料，以消除地名称呼的混乱状况。

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我县子l

980年10月成立了地名委员会，1981年3月各乡、镇先后成立了地名领

导小组，并于1981年2月至1982年lO月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地

名普查。全县共组织80余人(专职干部103,)参加这项工作，整理出

比较完整的地名普查成果资料，这些同志为实现全县地名标准化和规

范化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按照省、州地名委员会的布置，对地名普查的图、文、表、卡

等四项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核查、考证、补充，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龙

井县地名志》，业经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印行。

《龙井县地名志》对继承我县地名历史文化遗产，服务于社会主

义建设均有着重要意义。它反映了我县历史、民族、经济和文化状况，

标志着我县向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目标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是一

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工具书，是国家地名资料、档案的一部分。它将

鼓舞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的社会自然条件，掌握规律锐意探索，以

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龙井县地名志》的

出版既做到无愧于古人，又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相信《龙井县地名志》一定会得到全县各族人民的珍惜和重视。

龙井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九八五年六月

李泽钟



编 辑 说 明

《龙井县地名志》是遵照吉林省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在本县

地名普查成果资料的基础上，补充新资料编写而成。它是地名普查成果

的结晶，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地名书籍，是各行各业进

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地名工具书，也是一本爱国爱乡教育

的好教材，并可供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参考和收藏。

《龙井县地名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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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约30万字，以词条形式为主，配有29幅彩色地

图和46帧彩色和黑白照片，反映了全县各类地名的演变和现状。本志

收编全县各类地名2，075条，其中行政区划名称269条，自然屯名弥7l

7条，机关、企事业名称4l条，街、路、胡同名称268条，各类地理实体

名称251条(其中岛屿，沙洲53条)，人工建筑(桥梁、水库)、历史遗

迹和纪念地名称26条，编入地名诗2首，地名传说5篇。附有省州批复我

县有关命名、更名文件，新旧地名对照表、废村地名录、((吉林省地名

管理办法》、氍吉林省地名管理办法补充规定》以及地名索引和编后

记等等。

为了便于查阅和使用本志特作如下说明t

1、凡列入本志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化名称，具有法定性。各

方面使用龙井县地名时都应以此为准，今后如需要更改和补充地名，必

须按地名管理办法，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

2，各类地名的方位按8个方向叙述。距离是以1：5万地图上直

线距离为准，以公里计算。 ·

3、本志所截户数、人口数均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

据，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为县区划办公室1982年末统计数或实际调查

数(巳扣出烟集乡、长安镇的河龙与碧水两村的数字)。

4、各乡，镇均附有政区自然情况一览表。

5、自然屯名称凡来源于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并有其词条者，均在

原词条中叙述其名称来历和含义。



6、为使村级行政区划名称醒目，用黑体字加( ]表示

其名称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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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志各种地图的各级行政区划界限，均使用县区划办公室19

82年调绘界限，但不做为划界之法定依据。

9，志中各种数字的写法，除顺序数(如第一委，第二代等)用

汉字外，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

10，本志所用高程均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系。

11，各类地名编排顺序是(1)行政区划、自然屯名称以镇，乡

为单位编写， (2)省、州属企事业单位、县企事业单位按系统排

列，(3)自然地理实体名称按类以乡，镇为单位顺序集中编写。

一2一

龙井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1)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2)据《



龙井

注。第一句指光新

第二句指光开

·第三句指朝阳

第四句指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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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井 县

L6ngjln g Xian

龙井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驻地龙井镇，因驻地得名，距省会长

春市355公里，北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延吉市17．5公里。

地处北纬42。217至43。247，东经128。547至129。487，东西宽80．6公里，

南北长116．3公里，全县总土地面积3，783．7平方公里。东部和南部以

图们江为中、朝两国的天然边界，边境水界长达136公里，与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咸境北道的游仙、茂山，会宁、鹤浦里、三峰，钟城等

地隔江相望，东北部与图们市和汪清县相邻，西北部和敦化、安图两

县接壤’西南部与和龙县相接，中部环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所在地延吉市。 ．

龙井县地处长白山东麓，山区和半山区，山多平地少，海拔高度

为135-,．-1，331米，高低差大，构成中部盆地。地势南北高，中间低，除

南面有图们江外，三面环山，。中部为盆地，在山区和盆地之间穿插着

鸡爪型丘陵。北部有哈尔巴岭，从西往东走向，逐渐倾斜，西部有英额

岭，东南部有南岗山脉，其势为群山突起，坡度陡峭，大部分山脊海拔

在300米以上，东北部有吉青岭。 ，

全县地貌类型比较复杂，主要有中山、低山、丘陵，台地、河谷

平原、沟谷地和沼泽地等。山地按海拔高度可分为中山和低山，中山

集中分布在县南部和北部的智新、富裕、三合、白金，勇新、天宝山，

三道湾等乡，镇，面积为27，378亩，占县总面积的0．45％。低山主要

分布于桃源、铜佛、朝阳，八道、长安，石井、光开等乡、镇，、面积为

2，252，728亩，占总面积的37．26％。丘陵区主要分布于中部的桃源、细

鳞河、铜佛、朝阳、太阳，东盛涌、光新、光开等乡，面积为1，222，

739亩，占总面积的20．22％，是县旱田粮食作物的主要产区。台地面

积1，581，739亩，占县总面积的23．93％，其中高台地集中分布在白金、

长安、八道等乡，台地也是我县早田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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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谷平地分布于县中部河流沿岸，其面积为658，920亩，占总面积的1

O．89％。另有沼泽地，分布于三道湾、依兰，铜佛、长安等乡、镇境内，

其面积为30，111亩，占总面积的0．5％。全县还有242，364亩沟谷地，占

总面积的4．0％。

全县境内南部有昆石列、天佛指山、郭将峰等，北部有天宝山、啥

尔巴岭等，东部有兄弟山，中国师岭、大麦山等，共有二十多座大山，其

中昆石列山主峰海拔1，331米，是县内最高山峰。

自然植被主要是阔叶林，分布于山区和盆地周围低山，谷地为草

甸和沼泽植被，局部分布草甸草原植被。山区分布着针、阔混交林(针

叶树种有红松，落叶松、赤松、油松和杉等，阔叶树种有柞，杨、桦、

枫，椴，下木有杜鹃、胡枝子等)。盆地周围的低山多为残留次生林

和灌木林，乔木以柞为主，还有榆，杨、枫、椴、桦等。灌木以榛

柴、胡枝为主，下草有大叶章、大麦草，毛鹅观草，狗尾草、大油

芒和蕨类等。河谷平原大部分巳开垦为农田，残存的主要是湿生杂草，

如三棱草、小叶章、芦苇、水稗草和苔草等。

县境内主要河流有图们江、布尔哈通河、海兰江、朝阳河、细鳞

河、六道河、依兰河等，长达10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30条。图们江经

和龙县由白金乡入境，流经白金、富裕，三合、开山屯、光开等乡、镇

流入图们市境内。布尔啥通河经安图县流入境内，流经桃源、铜佛、朝

阳、长安等乡、镇，在图们市红光乡汇入嘎呀河，县内流长达95．3公

里。海兰江经和龙县流入境内，流经龙井、光新、东盛涌、石井、长

安等乡，镇汇入布尔哈通河，县内流长为57．1公里。

龙井县属于季风区的温带半海洋性气候。冬季比较寒冷，夏季比

较炎热湿润。全年平均温度5．2。C左右，年极温高度为36．5。C(197

3年)，低限为一34．8。C(1956年)，一般在11月初始结冰，3月间开

始解冻J无霜期125天至145天，平均降水量500一--600毫米，百分之七

十集中在6月份至8月份。

全县辖有7个镇，17个乡，210个村，13个街道办事处，20个居民委

员会(龙井镇)，790个居民小组，1，461个村民小组，71呵个自然屯。5个

镇有69条街、路(龙井和朝阳川镇各有5条街)，212条胡同。

全县总户数为70，541户，人E1300，612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21，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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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人，全

数民族，

农业：全县现有耕地面积949，259亩，其中水田217，708亩，占耕地

面积的22％，菜地15，664亩；林地面积3，886，558亩，其中森林3，2G6，152

亩，灌木林地502，9lO亩，造林地68，082亩，占总面积的68．1％；园地面

积89，312亩，其中果园63，834亩，占总面积的1．1％，柞园24，542亩；草地

455，568亩，占总面积的8．oK；其它340，290亩，占总面积的6．G％。大小水

库24座，沿江河筑堤165公里，拦河坝69处，塘坝10l座，电灌站12f处，机

电井39眼，水力发电站4座。由于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比1949

年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有所提高，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8，607万元，

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7．2％，粮豆总产量112，579吨。粮食生产主要有稻

子、玉米、谷子、高梁、豆类，次为薯类、大麦、小麦等。主要经济作物有

大豆、烤烟，晒烟、亚麻等，苹果梨具有抗寒、丰产等特征，还有柞丝，

鹿茸、人参，木耳、葡萄、粉条以及各种药材、山菜等土特产。主要农业

t基地分布在海拔300米以下的平原区。

工业。全县现有全民所有制企业40个(其中省、州属企业7个)，集

体所有制企业122个，巳初步形成了能源工业，机械工止和轻纺、化

H、电器等工业综合发展的布局。天宝山镑产银、铅、锌等多种矿，开

山屯镇的造纸弛名全国。电力，农业机械、化肥、化工、电器、建材、皮

革．棉纺、针织、搪瓷、五金、造纸，家俱、被服、食品等比解放初期有较

大的发展。主要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 32年全县工业(不

包括省州属)总产值为9，62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2．8％。

交通：极为方便。铁路有长图、图们～天津线，贯穿长安、赣阳、铜

佛、桃源、朝阳川、老头沟等乡，铰’有图和纱、朝和线、朝开线，通

往和龙县和东盛涌乡，德新乡、开山屯镇。公路以县城龙井为枢纽构

成公路网，四通八达，车辆往返如棱。县内有干线八条，通往各乡、镇；还

可通往延吉市、图们市、和龙县，仅通往延吉市的车次，每天往返二

十四次之多。另外，三合镇、开山屯镇各有一座国境桥，通往朝鲜会

宁和三峰。县内有二吨以上的大型汽车(客货车、油罐车、起重车)i，

052台，二吨以下的小型汽车150台，轮式拖拉机484台，履式拖拉机

214台。

一 9 一



商业，服务业：全县有商业服务网点2，009处，每千人居民拥有6．

4处，商业服务人员4，462人。

文教、卫生事业：全县现有小学156所，初高中34所，技校2所，县

内还有两所农业大学，各类学校的在校生共67，000多人。全县有文化

馆、文化站25个，电影院19处，其中国营的4处，厂矿办的9处，乡办

的6处，电影放映队87个。卫生机构共有107个，其中医院26所，疗养院

2所，门诊部74所，医务人员1，959人，共有床位1，525张。

历史遗迹、革命纪念地：县内有9处省、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城子山山城，龙井日本间

岛总领事馆等3处，州重点文物单位有汉王山山城(朝东山城)、船口

古山城、八道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劳动村烈士殉难地，三道湾抗日游

击根据地，子洞烟头峰抗日密营等6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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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县行政区划历史沿革

龙井县是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的边疆县，有

较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在德新乡

金谷原始文化遗址和石井乡龙泉原始文化遗址里，曾掘出磨制的石器，

骨器，陶器等。早在唐(尧)虞(舜)至周、秦时期为肃慎之地，西汉时

为乐浪郡东部之地，东汉及三国时属沃沮候所部，西晋及南北朝时期为

高勾丽之东境，北魏及隋时期属勿吉(鞣羯)自山部，唐及五代时期

为渤海中京显德府，北宋时期属辽率宾府之地，一南宋时期先为金海兰

路，后属东真国南京府之地，元朝为海兰路之地，明朝时期分别属布尔

哈图锡麟、吉朗吉海兰、爱丹等卫。清朝初期作为清朝发祥地之一，

列为禁山围场，被封禁二百余年之久。此地位于吉林东南部，故当时

称。南荒围场竹。十八世纪中叶起，朝鲜贫民越境私垦，他们或朝耕暮

归或春耕秋归。同治八一九年(1869,---1870年)朝鲜北部发生特大灾

害，。饿殍枕藉斗，饥民挈眷逃之过图们江进入我国开荒种地求生度日。

吉林弛禁以后，光绪四年(1878)吉林长顺将军派员勘察敦化一

带私垦情况，光绪七年奏准废除禁山围场，在珲春设招垦局，在南岗(延

吉)设分垦局一处，奏报已开垦生熟地一万八千多垧，安民六社：志仁，

尚义、崇礼、勇智，守信、明新等，属珲春副都统管辖。

光绪九年(1883)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协议缔结《吉林朝鲜商

民贸易地方章程》。同年将图们江以北长约七百余里，宽四、五十里

划为朝鲜族专垦区，设越垦局专管越境朝鲜族的垦务。

吉林将军长顺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丙辰(1902、9，30)委请在

珲春相近烟集岗地方，添设抚民同知，称“延吉厅圩，驻于局子街(今

延吉市)。
一

清光绪皇帝在设延吉厅时亲笔御赐“延吉”，寓吉林伸展延续大喜

吉祥之意。延吉又名烟集岗、延吉岗，南岗、南荒，因当地盛产黄烟，

秋获集市出售，故称烟集， “延吉骨是“烟集”的音传。又说名为湖叶

吉朗等卫地， “叶吉"音转为“延吉骨，演语懑生石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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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朝鲜，El本以朝鲜

为跳板，对我国延边地区频繁进行侵略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

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刀为名，派军侵占延吉厅辖镇

六道沟(今龙井镇)，设立。朝鲜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进行了间谍活

动。我国于八月二十四日提出抗议，八月二十六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

派新军督练处监督吴禄祯前往调查。事后写出《延吉边务报告))，绘制

《延吉边务专图》，科学地论证“间岛"是中国的领土，全面地批驳了

日本伪造的各种假证，El本不得不承认“间岛"是中国的领土。

于宣统元年七月丁卯(1909年9月4日)订立图们江中朝界务条

款，定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中国同意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

沟、百草沟等四处为商埠。日本在各埠设领事馆或分馆，同年十一月初

在六道i勾(龙井)设了日本间岛总领事馆。延吉地方的朝鲜人服从中

国法权，归中国地方营理，日本派出所撤除。事后中国为了加强对延边

地区的旨理，东三省总督锡良于宣统元年己亥(1909、4、9)委请设

。延吉府”，仍治局子街，四月癸己(6、2)旨准。

1913年将延吉府改为延吉县，驻局子街，为东南路兵备道管辖。县

内设六乡、六市镇、五十九屯。

1914年延吉县为延吉道管辖。1929年将延吉县公署改称延吉县政

府，先后属延吉交涉署，延吉市政筹备处管辖，将县内乡改为区，区

日本侵占时期，1932年至1933年延吉县属延吉行政专员临时办事

处管辖。1934年延吉市(街)成为伪间岛省省会，县内设六区、八市

二街、三十乡，四百一十九村。1936年将县内的行政重新划分，设三

将延吉市北部的两个村即双河，开化划归汪清县管辖，1940年将延吉

县管辖的海兰河上游东城、西城，矿城(龙水)、头道等四村划归和龙

县管辖。同年将和龙县管辖的智新、三合，德新，光开，月睛等五个

村划入延吉县管辖。1943年将延吉街改为间岛市，归间岛省管辖，延

吉县公署仍驻间岛市(今延吉市)。同年撤销庆和村，增福兴村(今安

图县管辖)，苇兰村改为春兴村，直到1945年8月15日光复。

解放后，1945铘月下旬设临时延吉县政府，行政区划沿用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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