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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水曲柳镇志》在中共水曲柳镇委员会和镇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共舒兰县委史志办

韵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在各个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经过三次修改、五次增删，现已

形成初稿。

水曲柳镇虽然是一个普通的镇却是组成伟大祖国的一个细胞。勤劳、勇敢的各族

人民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了一百多年，创造了这一地区的文明。然而一个多世纪的往事，

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无数的惨痛灾难，无数的历史教训，怎能使后人知晓，引以

为鉴。则应有人记述，有史传留。达到即不愧于前人，又有益于后人。为此我们以“忠

于史实，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原则，根据胡乔木同志提出的“三新”的观点，

r即：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编写了这本《水曲柳镇志》。

这本志书记述了200平方公里土地上，上下一百多年，前后几个时期的政治、经济

文化、自然、地理、风土、人情、名人轶事各个方面的史实。它以一个普通小镇百多年

饱经沧桑的史实，虽然不尽翔实，但她却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

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

这本镇志由于编纂人员经验不足，纰漏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知情人和各有识之士

大力斧正，使其更臻完美，真正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中共水曲柳镇委员会书记林树和

水曲 柳镇镇长冷永全

1988年5月



凡 例

·、本志所记史实，均随区域及政权之变更而记述。『村分娄编年叙史的方法，采用

“横排竖写”的体例。

二、本志断限时间：上起中华民国初年，下至198S年。至于大事记，建制的沿革，

军事等则从1985年向上做必要的追溯。

三、本志编写的原则是： ‘j忠于史实，详今略古”。重点记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

容。

四、本志分概述大事记、自然地理、友好往来、文教卫生、政治、经济、社会风情

人物，杂记等部分。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以记叙为主。图、表、录随文附载，力求相得益彰，以便查

阅。

六、本志依据“不给生人立传”的原则，不为生人立传。但表到了各方面的人物

录：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社会知名人士、英雄模范等。

七、本志材料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一)市、县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

(二)镇政府及镇属各单位的存档材料。

(三)经各方面考核成立的口碑材料。

(四)实物。

(五)有识之士提供的资料等。

以上材料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注明出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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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曲柳镇政府办县楼



概

水曲柳镇位于舒兰县的东：|匕部，距县城12．5公里。地处舒郊乡东，．’F安镇西，南临

开原乡，：比接榆树县的光明乡，东西宽16公里，南北长20公里，总面积近200平方公里。

(199．16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78，363亩，其中水田30，407亩。8，878户，总人口38063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624人。

水曲柳镇在海拔208米——448米之间，镇政府所在地225米。北有银宫山， 南有小

黑顶子山(448米)，细鳞河由西向东横穿水蓝柳大地，沿河两岸为冲积平原， 土地肥

沃；南北部山区林木茂盛。很早以前人们就在这里休养生息，繁衍后代。

全镇22个村(其中4个朝鲜族村)，144个社分布在69个自然屯。 镇政府设在水曲

栩1的中部，同家村fi勺西侧。这里是水曲柳镇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水曲柳在清朝末期始设治，为舒兰县四区。中华民国时期仍称水曲柳岗四区。东北

沦陷时期为水曲柳村(保)。解放以后，1946年归平安区管辖，曾划归山河县。1948年

初划回舒兰县，成立水曲柳区公所。建国以后为舒兰县水曲柳十二区人民政府，乡人民

政府，水曲柳人民公社。1984年设水曲柳乡人民政府，同年11)j改为水曲柳镇人民政

府。

在水曲柳镇辖区内驻有吉林省水曲柳粘土矿、舒兰矿务局东升井、吉林市水曲柳耐

火材料厂、舒兰街矿以及县属建筑陶瓷厂、水曲柳铁木农具社、县林业局天德林场等单

位。
，

水曲柳镇交通发达。拉滨铁路东西通过水曲柳大地，舒榆公路、舒五公路，以埂舒

兰通往开原、青松乡的公路都经过本镇。乡村公路更是四通八达。

水曲柳镇居住的人口中以汉民族为多，在总人口中汉族35685人，占93．8％，在少数

民族中朝鲜族居多，有2284A，占6％，满族86，回族6人。

水曲柳地区早在清朝的乾隆年问就有从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来的农民在此开荒拓

地，以后逐渐增多，形成一些小的村落。诸如林家油坊，兰家屯、周家屯等，欠部分由

同姓家族组成。这些先辈们甩～把镐头两只手，目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漫长的岁

月、几代人的艰辛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开发建设了水曲柳这块美丽富饶的肥田沃土。然

而，在旧中国由于军阀混战，兵连祸匪，特别是在东北沦陷时期，水曲柳人民身受三座

大山压迫，过着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饥寒交迫的生活，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1946

年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劳苦大众进行了土地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

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都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极大

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解放了的劳苦大众，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从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落实生产责任制。人民群众用本地

的优势，用勤劳智慧的双手，不断地在改变着水曲柳镇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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