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平市 

第一章 城市名片 

国家级卫生城市    

国家级园林城市    

连续八届获得国家双拥模范城称号    

东北三大粮仓    

中国换热器之城 

“东方马德里” 

“英雄城” 

第二章 市情简介 

中文名称： 四平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吉林省  

政府驻地： 铁西区  

电话区号： 0434  

 邮政区码： 136000  

面积： 1.4 万平方千米  

人口： 330 万人（2005 年）  

车牌代码： 吉 C  

行政代码： 220300  

四平市位于松辽平原中部，吉林省西南部，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堪称松辽平

原的一颗明珠。辖公主岭市、双辽市、梨树县、伊通满族自治县、铁东区、铁西区、辽河农

垦管理区，总面积 1.4 万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 741 平方千米，总人口 330 万人（2005

年），市区人口 62.4 万人。 

自然环境 

四平市地处松辽平原与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地带之间，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和南部多为

低山丘陵；中部多为平原；西部大部分为沙丘岗地，也有少许平原和洼地。全市海拔高度一

般在 120-440 米之间。最高峰伊通青天顶子山为 661.14 米；最低处为双辽市王奔镇三江村

海拔 107 米。 

四平市地处吉林西部，西南与辽宁相接，一年四时特点鲜明，气候寒冷湿润，无霜期长，

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在 5℃左右，属典型的中温带季风气候。春季的四平，春回大地，多

大风天气，降雨较少；夏季的四平，炎炎夏日，潮湿多雨，一年的降雨多集中在此时；秋季

的四平，短暂凉爽，气候宜人；冬季的四平，漫漫寒冬，寒冷难耐，降水较少。 

四平市河流分属辽河、黑龙江两大水系。辽河水系有东辽河、西辽河、招苏台河和叶赫

河等河流，黑龙江水系有伊通河、辉发河等河流。全市多年河川径流量为 12.56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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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吉林省  

政府驻地： 铁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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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1.4 万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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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位于松辽平原中部，吉林省西南部，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堪称松辽平

原的一颗明珠。辖公主岭市、双辽市、梨树县、伊通满族自治县、铁东区、铁西区、辽河农

垦管理区，总面积 1.4 万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 741 平方千米，总人口 330 万人（2005

年），市区人口 62.4 万人。 

自然环境 

四平市地处松辽平原与长白山余脉低山丘陵地带之间，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和南部多为

低山丘陵；中部多为平原；西部大部分为沙丘岗地，也有少许平原和洼地。全市海拔高度一

般在 120-440 米之间。最高峰伊通青天顶子山为 661.14 米；最低处为双辽市王奔镇三江村

海拔 107 米。 

四平市地处吉林西部，西南与辽宁相接，一年四时特点鲜明，气候寒冷湿润，无霜期长，

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在 5℃左右，属典型的中温带季风气候。春季的四平，春回大地，多

大风天气，降雨较少；夏季的四平，炎炎夏日，潮湿多雨，一年的降雨多集中在此时；秋季

的四平，短暂凉爽，气候宜人；冬季的四平，漫漫寒冬，寒冷难耐，降水较少。 

四平市河流分属辽河、黑龙江两大水系。辽河水系有东辽河、西辽河、招苏台河和叶赫

河等河流，黑龙江水系有伊通河、辉发河等河流。全市多年河川径流量为 12.56 亿立方米，



水资源总量为 23.99 亿立方米。 

四平市东部分布着大面积森林，中西部以农田防护林为主，有小面积片林。东部低山丘

陵生长着茂密的天然林。主要树种有蒙古柞、山杨、春榆、白桦、水曲柳等。 

四平市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的半山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草木茂盛，动植物资源丰

富。野生动物兽类有黄羊、狐狸、狼等。鸟类有野鸡、啄木鸟等 178 种。鱼类有链、锂、鲫、

鲶、草根鱼等 27 种。两栖类有黑斑蛙、大蟾蜍、东北雨蛙等 3 种。野生植物种类繁多。食

用野生植物有蕨菜、蘑菇、山里红等 50 多种。药用植物有人参、甘草、五味子、枸杞子、

黄麻等 293 种。 

四平市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主要有铝、煤、锌、硅灰石、石灰石、陶石、钠基膨润土等。 

发展概况 

四平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远在殷、周时代就有先人在这里生存繁衍，距市

区 50 公里的二龙湖畔燕国古城遗址，是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见证。历史上的夫余、高句

丽、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朝鲜族都在这里生活过，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

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加之钟灵毓秀的山川地貌，更为这块黑土地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四平物华天宝，地灵人杰。距市区 30 公里的叶赫满族镇，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

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文有翰林，武有将军。清末著名爱国将领依克唐阿将军、打响

中华民族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女

士都出生于这块土地。四平是东北的军事重镇，解放战争期间，“四战四平”名遐中外，被

史学家誉为“东方马德里”。    

四平区位优越，交通便捷，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齐全。四平工业基础雄

厚、体系完备。四平农业发达，素有东北三大粮仓之一的美誉，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和畜

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四平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环境优美。初春杨柳吐绿、仲夏百花盛开，深秋层林尽染、

寒冬银装素裹。四平市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和省级园林城市。    

许多欧、亚等国家和地区都与四平进行了各种友好往来，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也纷纷

来四平旅游观光、投资办厂。四平市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联系，并与俄罗斯白山市、

日本须坂市、美国沃索市建立了友好城市。    

 

第三章 历史沿革 

四平地方古代汉魏至两晋十六国时期（公元 206 年至 420 年）属扶余地，南北朝至唐初

为高句丽境地，唐中叶以后属渤海王国扶余府的扶州，辽代属东京道通州，金归咸平路韩州，

元属开元路，明属辽东都司北境，清属内蒙古哲里木盟，后划归昌图厅。    

1821 年（清道光元年），昌图厅于买卖街（今梨树镇）设分防照磨属，辖四平境地。   

1878 年（清光绪四年）始设奉化县，县下设九社。其中，新恩社辖今四平市区的大部村社。

新恩社治所设在四平街（今昌图县老四平）。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沙俄修建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时，从长春向南每隔 30 公里

设置一站地，经范家屯、公主陵（岭）、郭家店到今四平为第五站，故俗称四平为“五站”。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7 月，南满支线全线通车，沙俄将“五站”定名为“四平街站”。



并在站前开始修筑南北向的一、二、三马路，铁路租借地区域略见雏形。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9 月，日俄战争结束，沙俄战败。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

接管南满支线，并将沙俄时代“铁路租借地”改为“满铁附属地”（即今四平市区东起道东

一马路，西至道里儿童公园西侧，南至南河，北至北河的大部分地区），并由日本人掌管“附

属地”内一切行政、经济、街政建设、土地、房屋建筑、文教卫生、税收等事务的管理权。

四平至此实行一地两治。    

四平街东部（梨树县所辖区的一面城、黄家屯等几个自然村屯），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

的经济操纵，与“附属地”进行经济抗争。经奉天省批准，梨树县知事尹寿松于 1921 年（民

国 10 年）5 月 13 日发布告，开辟新市场。商民争先恐后领地号、建房屋，先后有八家粮栈

和数十家杂货商号开业，梨树县在此设“四平街新市场办事处”兼管此地行政。1922 年此

地设立四平街村（隶属梨树二区）。1924 年民族电气事业四平街电灯公司向域内送电。   

与此同时，1916 年 3 月，交通部东北交通委员会四郑铁路局在四平街设置“北站”，直接管

理北站地方的户籍、民事、建筑、公安事宜，不受“附属地”及梨树县辖治。1922 年以后，

四洮铁路通车，四平街的交通愈益方便，老四平、梨树县、八面城等地商贾纷至沓来，大量

建筑接踵而起。四平呈“三足（附属地、梨树县、四洮铁路）鼎立”之势。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后，“北站”地立行政权被“满铁四平街地方事务所”取而代之。 

   1937 年 12 月 1 日，根据日本和伪满洲国缔结的《关于撤销在满州国治外法权和转让南

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四平街道东、道里行政权合一，信满州国国务院指令设立“四

平街市”，日本人古馆尚也首任四平街市市长。四平街从此与梨树县脱离隶属关系，直接隶

属奉天省。    

    1941 年 7 月 1 日，伪满洲国（1940 年 6 月 24 日令）肢解东北为 19 省。其中奉天省部

分县肢解出来，建置伪四平省。伪四平省公署设在原四洮铁路局办公楼（今四平市爱龄奇医

院内）。伪四平省领四平市、公主岭市、通阳县、梨树县、双辽县、东丰县、怀德县、长岭

县。伪四平省首任省长徐家桓（1944 年任伪吉林省省长，1943 年曲秉善接任至伪四平省解

体）。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伪四平省撤销。  

  1945 年 11 月 5 日在四平组成了辽北省自治政府。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栗又文。

辽北省政府下辖辽源（辽源、双辽、长岭等县）、西安、怀德（怀德、梨树等县）3 个专署、

四平市及 13 个县政府。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在四平成立，省主席刘翰东。辽北省下辖四平市、

通辽、双辽、梨树、早图、开原、西丰、东丰、北丰、海龙、长岭、科尔沁左翼前、中、后

旗、科尔沁右翼前、中、后旗、库伦旗、扎鲁特旗 1 市 10 县 8 旗。四平市曾为中共、国民

党两个辽北省府驻地。   

   1948 年 3 月 13 日中共解放四平，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垮台。1949 年 5 月中共辽北省撤

销，四平隶属辽西省。1954 年 7 月 7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撤销辽西省，8 月，四平市划归吉

林省管辖。1958 年 10 月起，吉林省设四平专（地）区，四平市归四平地区管辖。    

    1983 年 8 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四平地区，组建新的四平市（地级市），实行市领导县的

新体制。四平市设铁西区、铁东区、市区人口为 347931 人、93167 户。四平市辖怀德县、

梨树县、伊通县、双辽县。1985 年 3 月撤销怀德县，设立公主岭市（省直辖地级），伊通县

划归公主岭市管辖。四平市辖梨树、双辽 2 县。    

1986 年 1 月，公主岭市改设为县级市，由四平市代管，伊通县划归四平市管辖。1996

年 5 月，双辽县撤销设双辽市。2000 年 6 月，经省政府批准增设辽河农垦管理区。   



点评 

四平保卫战持续月余，民主联军以损失 8000 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此战

是党中央从全国的战略出发，为配合谈判斗争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在这次

作战中，解放军推迟了敌人的北进计划，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指出：

“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

有历史意义的”。后又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国民党军 4 月 2 日占领四平街的原计划被迫推迟 47 天。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的《绥

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关于“进攻四平街作战检讨”中说：“虽获得四平最后决战之胜利，

然已迁延两月以上之时间，使敌得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彻底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

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第四章 民俗风物 

满族风俗 

四平市是满族的发祥地和集居地之一，其中以伊通满族自治县居住的满族人口最多，占

总人口的 37.5%。在伊通县，满族仍较多地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伊通满族男子仍普遍

穿坎肩，姑娘娴于刺绣，在衣边、门帘、幔帐上绣制优美的图案和“喜庆话”字中元节样。

过年剪窗花的习俗仍很盛行。老年妇女绾发盘髻，姑娘蓄发为辫，带耳环的随处可见。满族

人家还较多地保存着古建筑的遗风，许多建筑带有满清特色。生活习俗也带有浓郁的民族色

彩。尤其以萨满教（满族原始宗教）的仪式和婚礼最具代表性。隆重的萨满教仪式以祭祖为

大宗，惯于龙虎年或蛇年春秋两季操理，分家祭和族祭。家祭时要选择本家取妻生子、就职

荣升、修宅迁居、寿老病故或儿女久病初愈等红白喜事的时候。全族团结、喜庆丰收可操办

族祭。无论是那种祭祀都得请全族老幼参加。在整个祭祀活动中，可分祭神树、杀猪祭神杆、

领姓、摆件子、蒸糯米、打打糕等一整套习俗。满族的婚礼也很别致。结婚时，举行送亲车

与迎亲车在中途相遇换车仪式。“拜天地”后在南炕“坐福”，晚间在地上放一张桌，新郎新

娘绕桌三圈后饮酒。桌上一对蜡烛，通宵不熄。婚后三天“回门”。 

水淹偏脸城的传说 

有这么一天，梨树县偏脸城从外地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手里

端着个破碗，走一家要一家饭。开始，有的人在他的碗里放块饽饽，再不就给碗稀饭，老头

儿每天三顿饭全都是要着吃。 

天长日久，人们就有点烦了，家越富的就越不愿意给了，觉得天天这样要就给要就给的，

这穷老头儿也不走，谁供得起呀。后来老头儿要东西就更难了，有的人家看老头儿来了，急

忙关门关窗，有的还放狗咬他。连着好几天，老头儿啥也没吃到，没办法，就来到了城外的

一个破庙里。 

刚好有对小两口正在吃饭，听到老头儿说得挺可怜，就热情地招待老头儿一起吃饭，饭

后，男的对老头儿说：“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又无依无靠，总这么要饭吃也不是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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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内外的人们就把美丽其格叫做响铃公主。王爷特意找来汉族妇女——张妈当奶娘，善良

的张妈抚育公主特别耐心，这使王爷非常高兴。于是，破例允许张妈的儿子张龙进府。年幼

的公主很喜欢张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真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响铃公主 14 岁那年，张龙的父亲不幸死去。不久，张妈被赶出王府，孤儿寡母，艰难

度日。不到两年，张妈积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孤苦伶仃的张龙顽强的活下去，他苦练骑

射，在一年一度的蒙古族传统的那达慕大会上，他成为射箭，赛马、摔跤的佼佼者。公主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但是，传统的等级观念，残酷的府规王法使他们如隔万重高山。在一次

狩猎中，响铃公主遇上猛虎，不慎坠马，眼看即成虎食，突然一枝飞箭射来，正中猛虎咽喉，

公主得救了。张龙与公主又重逢了，两人亲切地交谈，久久不肯离去。这时，王爷带着管家

找上山来，听完公主叙说被搭救的经过，也十分感动，并把张龙留在王府喂马、赶车。    

转眼间，公主 17 岁了，长得眉清目秀，她谢绝了达官显宦的求婚，私下同张龙定了终

身，准备逃出王府。王爷知道此事便设下了圈套，要张龙上山打虎立功，然后答应他与公主

成亲。临行前王爷赠送给张龙一把宝刀，谁知鞘中灌注了铅。上山后张龙与猛虎相遇时， 刀

已不拔出鞘，可是，久经猎场的张龙竟用带鞘的刀把虎打死了。然而，却被管家的暗箭射中

了，当公主赶到时，张龙已倒在血泊中，悲愤至极，用扎在张龙身上的箭刺死管家，自己也

割颈身亡。    

公主死后，达尔罕王爷夫妇非常悲痛，用厚礼将女儿就地安葬。每年旧历三月初三清明

节、十月初一，从郑家屯那边来几辆小车子，拉着纸钱、金银纸锞子以及猪、羊等祭品给公

主祭灵扫墓。来的蒙古人就在这里住下吃喝几天，给守陵人一些钱物后才回去。 

 

第五章 特产美食 

李连贵熏肉大饼  

    李连贵熏肉大饼是吉林省四平市著名传统风味之一，1908 年由河北滦县柳庄人李广忠

（乳名连贵）在梨树县始创。熏肉用 10 余种中药煮肉，大饼用煮肉的汤油加面粉、加调料

调成软酥，抹在饼内起层，便于夹肉而食。特点是：熏肉色泽棕红，皮肉剔透，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熏香沁脾，余味悠长；大饼色泽金黄，层次分明，外焦里软，焦而不硬，软而不

黏。如以饼夹肉回锅再烙，则肉香侵入饼内，饼味肉香珠联璧合，芳香四溢，再配以葱丝、

面酱、大米绿豆粥、枣水同食，更是别有风味。 

伊通烧鸽子 

伊通烧鸽子原为满族食品，是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个特色美食，已有 400 余年历史。据载， 

约 400 年前，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

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 30 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建立满族共同体。其沿袭女真部

落游牧生活习性，饮食以火烧制各类飞禽走兽为主。当时，原鸽（现俗称鸽子）因其繁殖快、

存活率高、存量大而非珍奇稀有，只为民间百姓所饲所食，帝王将相不屑以用。万历四十四

年一日，正红旗御厨肇虞曦率众师傅在给太祖的御膳中不慎将供自己吃的烧鸽投入其中，太

祖吃完问：“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御厨大惊，调查方知，太祖食



高，属于 A 级绿色食品的农业环境质量。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绿优稻米生产，具有独特的

区域优势。 

由于公主岭市工业集中在城区，水稻产区不存在工业“三废”污染，农业生产环境质量

属于 A 级绿色食品的环境质量。再加上实施绿优米工程，制定了《绿优米生产操作规程》，

按照 A 级绿色食品的质量要求严格限制农药化肥的使用品种和使用量，推荐使用农家肥、

有机肥。因此产品中一些有害物质如磷化物（以 PH3 计）、氰化物（以 HCN 计）、氯化苦、

二硫化碳（以 CS2 计），重金属及有毒物质如砷、铅、汞、镉等均无检出。其他农药等限量

指标均符合 NY/T419-2007《绿色食品 大米》的规定。 

畅销东北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多个大中城市。 

伊通山菜  

伊通县的山野菜资源丰富，品种多，质量高。山野菜生长在山野林中，没有化肥的污染。

她营养丰富，具有浓郁特有鲜味。山野菜不仅受国人的偏爱，在国外也极为畅销。伊通山野

菜主要有：刺嫩芽（学名龙芽槐木）、薇菜（俗名牛毛广）、蕨菜、猴子腿、大叶芹、猫爪子、

燕尾菜、黄瓜香、枪头菜、龙须菜、黄花菜等。其中产量最多、销量最大的是蕨菜。   山

野菜是纯天然绿色食品，因其是天然、无害、营养等特点深受各界人民的喜爱。过去，人们

采集山野菜仅为自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观念有了较大转变，普遍把山菜当成了商品。 

第六章 旅游观光 

四平英雄广场  

英雄广场位于英雄大街和迎宾街交汇处，是四平的一道美丽景线。原为四平市儿童公园，

2003 年改建为英雄广场。    

该广场为开放式广场。原四平市市长栗振国题字。英雄广场包括：抗联烈士碑、贤母亭、

体育休闲场、门球场、长廊、四平战役纪念馆、奋进雕像、烈士纪念碑、广场时钟、太阳广

场和月亮广场。 

四平战役纪念馆 

四平战役纪念馆是红色之旅的圣地，是青少年教育基地。位于吉林省四平市英雄大街

60 号，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正门上方镶嵌着“四平战役纪念馆”七个镏金大字，为彭真

同志亲笔题写。 

历史由来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中部，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贯穿四平，使四平成为沟连四方的

交通枢纽，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 1946 年至 1948 年的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为

争夺四平，先后四次倾兵大战四平。四平在撼天动地的炮火，血光飞溅的厮杀中几易其手，



木繁茂，有梅花鹿出没的草场，野猪聚居的沟谷，飞禽栖息的苇塘，还有穿行山林的紫貂、

黑熊、山狍、狐狸和东北虎。这座天然动物园就是著名的盛京围场之一的阿木巴克围场。 

阿木巴克为满语，汉译为苇子沟，围场地处长白山余脉，东接那丹伯，东南至阿兰朱卜

启围场（今东丰县沙河镇、沙洲岗子一带），南俯阿兰巴克钦围场（今拉拉河子），西南至归

勒赫哈达围场（今东辽县甲山、足民、建安一带），西衔伏加哈色钦围场（今四平市东南郊），

北抵西苇乡营房后沟，高家大院及东丰县小胡米沟一线。南北约 35 公里，东西约 20 公里，

呈猪腰子形。围场划定后，制定了严格的封禁政策。设“荒营”，置总理一员，下设行走章

京、领催外郎、向导兵员等。为了标示围场范围，保证“长养牲畜以备狩猎”，围场四周有

边墙，自西向东，穿山越岭蜿蜒数百里以为边界。墙上设有烽火台，用作烽火联络。阿木巴

克的卡伦（哨所）设在那丹伯。道光十四年起实行巡卡“木筹制”。每卡伦驻兵 5 员，循环

递木筹，犹如今天的体育接力赛，往返巡逻。 

围场中有兵丁食宿的营房，俗称“老营房”。每座营房驻守捕牲丁 10～15 人，整个围场

有老营房四所，共有兵丁 60 余人。他们既看守围场不准百姓入内，又捕射猎物，采集山果，

向朝廷进贡。 

据史料记载，“八旗子弟讲艺习射”，清康熙、乾隆及以后几代皇帝沿松花江流域巡边时，

都曾在东北大御路南侧的阿木巴克围场狩猎。恰如康熙诗中说：“吉林围，盛京围，天府秋

高兽正肥。本是昔年驰狩处，山清水态记依稀。”为严禁百姓人围，清廷制定了《盛京围场

窃例》，对私自入围打牲、砍树、打柴、割兀了草者按数量多寡处以杖刑、枷号、徒刑、充

军，发遣乌鲁木齐为奴等刑罚。无论初犯或再犯均面刺“盗围场”三字。直至光绪初年，围

场管理才见松弛。甲午战争后，阿木巴克围场始开禁，乃允许百姓入围开荒行猎。  

第七章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地貌类型多样，地域性差异明显。山地约占总面积的 6%，丘陵占

总面积的 15%，平原约占总面积的 79%。全市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647312 公顷，其中水田

37962 公顷。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生长多种农作物。公主岭市、梨树县、伊通满族自

治县、双辽市均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市）。在农作物中，以玉米、大豆、水稻最为著称，

其次为高粱、谷子、小麦等。在经济作物中，葵花籽和甜菜产量较多，其次是花生、蓖麻、

烤烟、瓜果等。    

森林资源 

四平市森林总面积为 30.65 万公顷。其中人工林占一半以上。四平市东部分布着大面积

森林，中西部以农田防护林为主，有小面积片林。东部低山丘陵生长着茂密的天然林。主要

树种有蒙古柞、山杨、春榆、白桦、水曲柳等。2001 年造林面积 12139.2 公顷，封山育林

面积 10400 公顷。   

草地资源 

四平市草地资源总面积 14.4 万公顷，其中放牧场 8.92 万公顷。采草场 3.7 万公顷。双

辽市和公主岭市北部的部分乡镇因位于松嫩平原的南缘而具有大面积的草原，伊通满族自治

县和梨树县南部有较大的荒山草坡。    

野生动植物资源 

四平市的东部、南部和西部的半山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草木茂盛，动植物资源丰

富。野生动物兽类有黄羊、狐狸、狼等。鸟类有野鸡、啄木鸟等 178 种；鱼类有链、鲤、鲫、

鲶、草鱼等 27 种。两栖类有黑斑蛙、大蟾蜍、东北雨蛙等 3 种；野生植物种类繁多。食用



野生植物有蕨菜、蘑菇、山里红等 50 多种。药用植物有人参、甘草、五味子、枸杞子、黄

麻等 293 种。    

矿产资源 

四平市东部和南部山区、半山区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含矿现象普遍，有 10 余处贵

金属产地，其中 50%有开发利用价值，银储备量据亚洲第一。能源矿产有刘房子煤矿、伊通

煤矿、梨树县五家户天然气等 11 处。在金属矿产中，发现金铝等矿产 10 多个。放马沟矿山

贩锌储量可达 40 万吨左右。在非金属矿产中，大顶山硅灰石矿、哈福陶石矿、梨树县石灰

石矿产量较大、质量优、经济价值高。钠基膨润土、石英砂和陶石是外贸中的畅销品。    

水资源 

四平市水资源总量为 23.99 亿立方米。其中全市多年河川径流量为 12.56 亿立方米，地

下水资源为 11.43 亿立方米。 

第八章 名校风采 

吉林师范大学  

中文名：吉林师范大学 

外文名：Jilin University 

创办时间：1958 年 

类别：公立大学 

学校类型：师范 

主管部门：吉林省教育厅 

所属地区：中国吉林省四平市 

硕士点：40 个 

    吉林师范大学是吉林省重点大学，坐落在吉林省四平市。学校建于 1958 年。吉林师范

大学是吉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吉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设在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

学肩负着全省所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培训任务。多年来，通过举办

助教进修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专题研讨班、岗前培训等形式，培训各类教师 22000 多人。 

吉林师范大学占地 92 万平方米（1385 亩），建筑面积 46 万平方米。校园环境优雅，基

础设施先进，功能配套齐全。现有 22 吉林师范大学个学院，2 个教学部，7 个教学中心；22

个研究所，87 个实验室。全校拥有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12820 万元，固定资产总值 6 亿多元。

图书馆藏书 156 万册。 

吉林师范大学是吉林省高中骨干教师培养中心。建校近 50 年来，共为国家培养各类人

才 58000 余人。毕业生以能力强、素质好、潜力大而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吉林师范大学是

吉林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自 1989 年国家设立教学成果奖以来，学校连续五届获国家教学

成果奖共 5 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共 31 项。 

   吉林师范大学科研事业发展迅速。2005 年以来，共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 450

余项，公开出版学术专著、编著、教育部指定教材等 150 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00 余

篇，其中 SCI、EI 收录 260 余篇，获省、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300 余项。现有 1 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1 个吉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1 个吉林省高等学校工程研究中

心，1 个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1 个吉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 个

吉林省重点学科。 



个人爱好：音乐、电脑    

运动项目：举重    

亚运会报名项目：75 以上公斤级    

注册单位：吉林    

 

运动经历 

1997 年吉林省四平市业余体校、教练王岩； 

1998 年吉林省体校、教练张玉海；    

2002 年吉林省体工队、教练张玉海；    

2004 年国家举重队、教练马文辉。 

 

主要战绩 

2004 年冠军赛冠军；    

2005 年全运会预赛冠军；  

2005 年全国锦标赛 75 公斤以上级冠军，世界锦标赛 75 公斤以上级抓举冠军、总成绩

挺举第二名；    

2006 年世界锦标赛女子 75 公斤以上级抓举冠军、总成绩挺举第二名。    

2006 年多哈亚运会女子 75 公斤级以上冠军。    

2007 年 泰国世锦赛上以抓举 145kg 挺举 183kg 总成绩 328kg 破了三项世界纪录。 

第十章 辖区简介 

铁西区 

铁西区位于四平市区的西部，与辽宁省昌图县接壤，是四平市政府所在地，是四平市和

驻区部队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是四平市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商业、科技教育中心。

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商业繁华、气候宜人。全区面积 169 平方千米。区人民政府驻海

丰大路 2118 号。人口 26，8 万人（2005 年末）   

邮编：136000  代码：220302  区号：0434   

历史沿革 

铁西区是 1983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县级行政单位（12 月 22 日经吉林省人民政

府批准设立）。以长沈铁路和市内天桥为界限，位于四平市西侧，故此称为铁西（通称道里）。   

2000 年，铁西区辖 5 个街道、1 个乡。2005 年，调整四平市部分行政区划（四政发[2005]19

号），其中：将梨树县十家堡镇的九间房村、西八大村、东八大村、孤榆树村，大房身乡的

海青村、条子河村划归铁西区平西乡管辖。调整后，铁西区面积由 101 平方千米增加到 169

平方千米，人口由 25 万人增加到 27 万人。    

截至 2006 年 1 月，铁西区辖 6 个乡镇街，其中 1 个乡、5 个街道：仁兴街道、英雄街

道、地直街道、站前街道、北沟街道、平西乡。共有 38 个社区（全部是城镇社区）、19 个

行政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