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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和吉林省人民

政府关于开展全省地名普查工作的部署，在省、地地名办公室的具体指

导下，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海龙县地名委员会和办公

室，本着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实

事求是地展开了全县地名普查工作，完成了文、表，图、卡四项成果，

编辑成《海龙县地名志》．

地名是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和国际交往的一种工具，地名的称呼和书·

写是否正确和统一，地名问题的处理是否恰当，关系到国家主权和民族

团结，对军事，外交，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测绘、文教等各项工

作都有影响，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 《地名

志》是反映自然、经济概貌和各类地名的工具书。通过地名普查和编辑

出版《海龙县地名志》，扭转了我县地名长期处于不科学、不准确的状

况，今后我县地名都以本《地名志》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或补充

者，须按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报请人民政府批准。

本《地各志》收集列入的标准地名共I，660条．其中：行政区划单

位和自然屯名称l，293条；企事业单位名称183条； 自然地理实体84

条；人工建筑物86条；革命纪念地、名胜古迹14条．编入县．镇．社

概况等各类文字材料71份，绘制县、镇、社等地名图34张，穿插有关

照片4组，并有附件5份。所引的各类数据，除总面积按l 980年县区

划办普查数为依据(航测片)，人口数按1982年全国第三次入口普查数

为依据外，其余皆为1980年统计年报数字或实际调查数字．

《海龙县地名志》的出版，是一项新的工作，涉及古今，联系广

泛．由于材料不足，时间仓促，又兼我们业务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

所难免，敬希同志们批评指正．

海龙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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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龙 县
HAILONG XIAN



海龙县社(镇)地名联词
(二十八个社镇)

四野小杏梅李红，

双双黑牛大吉兴。

姜山康福进义曙，

一海河花水中城。

注：

l，四八石·野猪河．小杨，杏岭，梅河口镇、李炉、虹梅镇。

2、双泉，双兴、黑山头，牛心顶，大湾，吉乐、兴华．

3、姜家街、山城镇、康大营、湾龙(福安)，进化、叉氏、曙
光．

4、，一座营、海龙镇、河洼，花园、水道、中和、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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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县行政区翱统计表
＼贾

镇 街事 居委 生 生 自 户 人 总^ 耕＼目
●

面暑坌 蔷龟鎏叭 公
道 员 产 产 然

大

位章＼．＼ 社 办处 民会 队 队 屯 数 口 积V 积

总 计 28 22 92 315 181 1 833 118，705 519，234 2，174．6 991，556

梅河口镇 1 10 40 5 43 7 20．422 81，95l 29．4 14，937

山城镇 1 4 l 3 2 16 2 6，586 26．276 12．1 6，448

红梅镇 1 5 28 3 15 5 9．614 41，496 16．1 4．462

海龙镇 l 3 1 l 2 8 1 6，060 23，067 10．5 3，631

姜家街 l 5 27 14 1，247 5，526 68．7 12，168

小 杨 1 12 39 ll 2．383 10，428 75．1 26，103

吉 乐 1 1 1 42 1 7 2，240 9，919 96．9 21，539

大 湾 1 10 40 17 2，194 10，453 70．5 39，819

花 园 l 20 88 30 4，178 18，555 70．2 46，950_-——

水 道 1 10 49 22 2，193 10，165 84．5 26，719

中 和 1 1 1 60 28 3．351 14．858 65．2 33，083

四八石 1 12 68 23 2，822 12，810 74．9 30，060

黑山头 1 1 O 96 33 3，843 17，578 62 39，370

曙 光 1 18 79 42 4，005 17，606 89．5 41．917

李 炉 1 14 75 54 4，032 18，354 81．7 45，396

进。化 1 18 67 22 3。101 12，953 90．7 33，859

杏 岭 1 19 106 38 3，555 16．729 90 39，711

义 民 l 1 l 69 36 2，629 12，272 66．1 33，T35

河 洼 1 18 130 80 5，537 25．868 147．5 79，107

城 南 l 15 1 12 72 5，033 2 3，088 129．8 6T，143

湾 龙 1 12 119 63 5．18l 23．577 111．8 67，990

双 兴 1 l 3 102 59 3，436 15，826 1 15 58，363

牛心顶 1 8 59 30 2，684 12，698 71．9 36．239

野猪河 1 7 54 27 2．154 10．091 54 24，030

双 泉 l 7 35 14 l，554 6，995 61．6 21．295

一座营 l 13 66 29 2，84Z i3，05 7 77．4 42，817

康大营 ’1 17 63 24 3，084 13，782 102．4 44，246

兴 华 l 12 84 29f 2，745 13．265 1 14 45，161

水 库 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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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龙县概况

海龙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通化地区西北，南起北纬42。08 7至43。02 7，

西起东经125。15 7至126
6

03 7。南北长97公里，东西宽30公里。北与磐

石县以亮子河为界，东与辉南县以一统河为界，西部以大沙河和边壕为

界与东丰县相邻，东南部以新开岭、盘道岭．鸡冠砬子等山构成了与柳

河县的天然分界线，西南部白银河上游是辽宁省的清原县．

海龙县是通化地区各县中人口最密，面积最小的县。全县总面积约为

2，I 74．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9l，556亩，约占总面积30％，水域面积

约为300，000亩，约占总面积10％，山地和其它地约为2，050，244亩，

约占总面积60％，概括为六山一水三分田。 ．

全县总人口5I 9，234人，其中汉族458，056人，占88．22呖，朝鲜

族27，150人，占5．23％，蒙古族200人，占0．4呖，满族32，267人，

占6．21％，回族I，561人，占0．29％，其它如锡伯族，苗族．白族，

壮族，瑶族等占0．0I％。 ，

全县辖梅河口，山城、红梅、海龙4镇，吉乐、小杨，大湾，姜家

街j花园、水道，中和、黑山头．四八石，曙光，李炉，进化，杏岭．

义民．河洼，城南、湾龙、双兴、牛心顶、野猪河，双泉、兴华、一座

营、康大营24个农村人民公社，315个生产大队，I，811个生产小队，

833个自然屯。 ．

、 海龙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历史比较悠久。据《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说明》、《奉天通志》，《通化史略》及伪满时

期各种版本县志记载和我们近年考证：海龙远古属待定文化；商，西

周、春秋为肃慎；战国为秽发部；秦为辽东郡；西汉，东汉，三国，西

晋为玄菟郡；东晋为夫余；东晋、南北朝为高句丽；唐为渤海长岭府，

营州道；北宋，南宋曾为东京道回跋部和咸平府；元为辽阳行省开源

路斡盘千户所；明为奴儿干都司海西女真渚冬河卫；清统一中国后，于

康熙十六年，作为围场被封禁，?荒废200余年，直至公元1878年(光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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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四年)，盛京将军增岐奏请清政府，核准开放围场．1880年(光绪六

年)在海龙设厅，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升府，管辖东平(今东丰)．

西丰，西安(今辽源，东辽)和柳河四县，属奉天巡抚治下．1913年

(民国二年)改县，隶属东边道。1931年。9·18”事变后，伪满初期属

奉天省．1941年7月划归四平省。1945年。9·3”祖国光复，归辽宁

省。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国民党占领期，归四平省，1947年第二

次解放后，归辽北省，1949年4月辽北省建制撤销，归辽东省，1954年

秋东北划三省，划归吉林省至今．

由于疆域沿革复杂，所以，自设治以来，行政建制变化较大．据

1935年伪满县公署所编《海龙县政概况》及1937年编写的伪县志记

载：1880年初设治时，全县划分为36社，1909年(宣统元年)划东八社

归辉南厅管辖，余地划为22乡，未久，又并为2镇6乡。1923年(民国

十二年)奉省令改行区村制，将全境划为8个区。1926年(民国十五

年)又将七、八区之一隅划归清原县，将东丰县与海龙相连的东三区割

归本县，同时，柳河县官绅呈请，将县南境之一条让予该县。1927年

(民国十六年)，县长王佐才复将全县划为10区120村，i930年(民

国十九年)夏季又并为44村．1932年(伪满大同二年)兴隆村与杨树

河村呈请并为一村，全县成为10区43村．i934年(伪满康德二年)又

改为8区43村．1943年(康德十年)又将朝阳镇划归辉南县．

解放后于1948年，把行政区划为：城厢，梅河口，山城．杏岭，

太平，野猪河，中和，吉乐．兴农，一座营10个区235个街村(9街

226村)．1955年8月改为海龙．山城、梅河口3镇，兴农、一座营、

野猪河，太平、杏岭，六八石，中和．吉乐8个区．1956年春，为了适

应农村合作化发展的需要，撤区建乡，全县划为3镇48乡，1958年又

划为3镇25乡，秋天又合并为3镇8乡，一乡(镇)成立1个人民公

社。即：梅河口镇、海龙镇、山城镇，双兴，一座营、牛心顶、新合，

杏岭．曙光，中和．吉乐11个人民公社。1962年人民公社体制调整，

全县又划为3镇24个公社．1976年经上级批准，在梅河矿区建立红梅

镇，即成为现在的4镇24个人民公社．

海龙地名的由来，众说纷云，据查阅各种版本的县志．概况及《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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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等资料，说法主要有四种：

二。据杨同桂所著《沈故》一书记载： 。海龙之名于史志皆无考，

恭读纯庙御制诗集乃知为海兰之诵也。按海兰霍吞诗序云；海兰霍吞者

汉言榆城也，遵槎尔筏岭而西，旁见旧城之基焉，雉堞无存，土垒尚

在，昔年征战之时各筑堡以自守，遗老既尽，无能道其事者，以其生榆

树焉则谓之榆城而已，按诗集次序，先经辉发故城，即过海兰至花园入

英蛾门，今辉发在海龙东，花园在海龙西，是海兰即海龙已”．认为海

龙是海兰霍吞的转音(习称榆树说)．

二，海龙早期地势低洼，沼泽密布，水草丛生，盛产水獭，满语称

其为海龙(习称水獭说)，因此而得名．

三，相传因九龙口有一古墓，碑碣上书高句丽王李海龙之墓，海龙

因此而得名．

四．是哈达部转音． ，

经过多方考证：李海龙墓与哈达部之说均不能成立。唯有。榆树

说”与。水獭说”依据较大．哪种说法更可信，需进一步考评．

海龙自设治以来，政霄所在地均设于海龙镇．1 956年县政府迁至

梅河口。

海龙县地处松花江支流上游，属辉发河水系，河流纵’横，水源丰

富。有大柳河、一统河、大沙河3大主要水系．还有杨树河、横道

河、梅河、沙河，亮子河、碱水河等32条较小河流，沿河形成冲积平

原．

全县西南部地势较高，山岭连绵，其中以鸡冠砬子山为最高，海拔

969．1米。河洼公社的茂林大队地势最低，海拔不足300米。其余都是

海拔400米左右丘陵漫岗，起伏不大，形成全县丘陵与冲积平原相交错

的地形，地势比较平缓．

由于上述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全县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各地温

度，雨量、日照等差异不大。年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上4．6度，最低气温

为1月份，平均摄氏零下16．6度。最高气温是7月份，平均为摄氏零

上21．3度。近代曾出现过的历史上最低气温是1 956年1月21日，极

温达摄氏零下i38．4度．最高出现在1962年6月16日，达摄氏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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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度。全年无霜期为137天，有效积温为2，751．4度，降雨量为708毫

米，其中6，7、8三个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62％。解放后最大降雨年

份是1954年，达1，028毫米．最小降雨年份是1958年，仅485毫米．

海龙宜于发展农业，是通化地区产粮最多的县份，也是全省水稻重

点产区之一．

全县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主要有水稻、玉米，大豆、高梁、谷

子，薯类等，水稻是主要作物。1980年粮食播种面积为953，954亩，总

产达441，321，000斤，单产为463斤。其中水稻面积为303，100亩，总

产达206，1 16，000斤，单产为680斤。水稻播种面积占农田的三分之

一，产量近粮食总产的二分之一，在全省仅次于舒兰、永吉，居第三

位。因产稻较多，又有淡水养鱼，海龙素有。渔米乡’之称．

建国以来，全县兴修水利达l，000余项，包括各种类型的水库，塘

坝959座，拦河坝228处，电灌站374处，机灌站32处，电机井400ltt，

水轮泵站2处，防洪堤183公里．可灌溉的农田有32万亩，约占耕地

面积的35％．

全县共有大、中、小型拖拉机1，697台，总动力为39，629马力。

海龙在围场开禁前，有大面积森林覆盖，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但

由于战争和日伪的掠夺性采伐，出现了树木稀疏、荒山秃岭的凄凉景

象。解放后，开展了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活动，已使大部分天然林受到

抚育，荒山重新披上绿装。据1980年统计，巳有森林面积1，240，726亩，

苗圃6，704亩，为今后林业建设打下了有利基础．

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l 980年大牲畜已发展到39．801头，生猪存

栏1 14，066头，羊2，558只。

经济作物、果树和渔业生产也受到重视．1 980年烟叶．青麻、线

麻，甜菜，芝麻，蓖麻等的种植面积已达到12，473亩，果树如海棠j

苹果，苹果梨，葡萄等达到6，522亩．以海龙，碱水等水库为主的养鱼

业已普遍发展起来。‘有鲢、草，鲤，鲫等品种，养殖面积达52，150亩，

每年可产鲜鱼274吨。人参、鹿茸、柞蚕丝、蜂蜜、山梨，山葡萄、山

里红、元枣、五味子、党参等也都有出产． r

： 境内主要矿藏有煤，铁，石墨、金、’矽士等．其中煤的埋藏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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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辽源矿务局梅河煤矿已在长胜至山城镇一带设矿开采，现已有5对

井口，年产原煤i 30万吨．社队企业部门已在河洼建立新胜煤矿，有少

量开采．。 l’
’

海龙县原有工业基础薄弱，建国初期的1949年，工业总产值只有

6，325，000元。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业发展比较迅速．到

1980年已有造纸、砂轮，化肥，化工，电石、水泥、棉织，酿酒，玻

璃，印刷、钟表、机械、氧气、半导体等工业企业414个，其中国营46

个，集体222个，个体146个。工业总产值为12，023万元，比1949年增

长20倍。工业主要集中在4个城镇，其中60％集中在县城梅河口镇。

海龙县交通发达，以铁路为主。梅河口是吉林省南部铁路运输的枢

纽，也是通化地区的门户．由梅河口乘车可直达长春、吉林，北京、通

化等地。全县境内有火车站9处，公路干线多与铁路平行。以梅河口、

山城镇、海龙镇为中心，支线山(城)柳(河)、东(丰)山(城)及

梅海南路为主，辅以其它乡道构成公路网，可通达各公社。1 980年公路

货运总量857，000吨，客运量I，235，000多人次。

全县商业较繁荣，商业网点密集．商业系统的百货、食品、烟酒，

五金、医药、石油，饮食服务7家公司和县社系统的土产果品、日用杂

货、生产资料、废旧物资公司、基层供销社，还有集体，个体经营的商

业店铺。共有商业点696个。其中国营209个，集体经营I 62个，代购代

销店112个，个体213个。1 980年国营企业商品零售总额为95，174，000

元，比1949年国营商业零售总额215万元增长了44倍多。

文教，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县有师范学校1所，在校学生574

人；技工校1所，在校学生200人；普通中学47所，在校学生40，090

人；小学296所，在校学生7l，135人。另有聋哑学校1所，教师进修

学校l所，幼儿园4所，集体办幼儿园209所，业余技校58所．

文化企业、事业有文化馆3处，新华书店3处，影剧院I座，评剧

团、地方戏团各1个。电影公司下属电影院3座，电影放映队12个．

医疗卫生方面，有县医院、通化地区精神病医院、结核病专科防治

所，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药品检查站，公社卫生院，个体门诊所

等医疗单位57处。达到了城镇，农村公社都有医院。全县有病床I．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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