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石镇（Houshi Zhen）   
简介: 
猴石镇位于东丰县城西部，“解放初是东丰八大区之一”。“猴石”，因镇区西面的石山山

腰突出一石像酷似猴形而得名。  
地理位置  
东连拉拉河镇，东南界南屯基镇(原红石乡)，南接小四平镇(原一面山乡)西界杨木林镇，

北邻东辽县凌云镇与拉拉河镇。镇政府驻猴石街，距县城 21 公里，东丰－西丰省际公路贯

穿境内，通往县城的小客每 15 分钟一辆。北距辽源 45 公里，有公路通往辽源。  
行政区划: 
12 个行政村，有 89 个组，总户数 5031 户，总人口 17795 人，其中镇区总户数 566 户，

人口 2809 人。农业人口 14986 人，有劳动力 8910 人。幅员面积 12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594 公顷，林地 6741 公顷，镇内有三座水库，蓄水 850 万立方米。 镇内有小学 12 所，

有教师 132 人，在校学生 1116 人。有中学 1 所，教师 59 人，在校学生 936 人。镇内有幼儿

园 3 个。有中心卫生院 1 个，医生 20 人。有村卫生所 11 个，村医 13 人。有敬老院 1 座，

收养 60 人。镇内淀粉厂、橡胶厂、砖厂等企业 13 家。有个体户 132 户主要有餐饮服务业、

商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制造、加工业、农林牧渔业等。  
经济发展: 
小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十五”期间，完成小城镇商业街开发建设面积 22000 平方米；

村村通水泥路建设快速发展，2006 年末全镇水泥路总里程达到 45 公里，全镇 11 个村通上

水泥路；邮电通讯发展迅速，全镇程控电话达到 1500 户、移动电话达到 3200 部，计算机上

网用户达到 95 户；镇内日供水能力达到 500 立方米，基本满足镇内生产生活用水需要。人

均居住面积达到 23 平方米。  
公共事业发展: 
九年制义务教育情况。小学升学率 100%，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达 98%以上，升高中段

入学率达 40%以上。镇中学于 2003 年 12 月正式成为“东北师大农村实验中学”；医疗卫生事

业健康发展，全镇 90%以上农民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镇卫生院建设改造全面完成，

2005 年 6 月被东丰县公安局指定为东丰县西片的“创伤定点医院”。2003 年猴石镇被省政府

命名为“省级卫生乡镇”称号。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6‰以内；劳

动和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加强，全镇劳动力转移达到 4100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 50%以上；体

育设施不断完善，群众性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广播电视、文化娱乐等各项社会事业都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全镇有线电视入户达到 1100 户。 
杨木林镇:（Yangmulin Zhen）   
面积 135.27 平方千米。人口 14050 人。镇政府驻杨木林。辖 13 个村。  
此地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杨树林子，光绪年间开荒。1947 年土改时，此地是双兴区驻

地，后改名叫杨木林村。1956 年合作化时改名为杨木林乡。1961 年将……  
小四平镇:（Xiaosiping Zhen）   
简介  
属于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   
小四平镇面积 214.3 平方千米。人口 22993 人。镇政府驻小四平屯。辖 16 个村。  
清朝为禁垦围场，光绪二十年后开发，1895 年猎户赵允吉在此地建房，形成屯落。民

国时期成立四平警察所，日伪时期成立四平警察署归东丰县辖。1947 年成立四平区，后改

称农民会，归东丰。  
发展战略  
吉林省小四平镇，古为阿木巴拉洪阔御用中心围场。梅河两岸群峰对峙，中间是一条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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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谷地，物产丰富。这里的人们以养殖梅花鹿为副业形成相当的规模。鹿茸、鹿胎、鹿鞭、

鹿筋等补药在这里出产。这里的山泉小溪，野花缤纷，野果飘香，山清水秀。现在被国家列

为“野生梅花鹿自然保护区”，“123”水果是这里的特产水果。小四平镇位于吉林省东丰县和

辽宁省西丰县交界处，全镇境域面积 214 平方公里，辖 16 个行政村，2 万余人口。  
小四平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借助于皇家围场人文底蕴和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镇党委、政府带领全镇人民，坚定不移地实施“农业稳镇、科教兴镇、工

业强镇、商贸活镇”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多年来，小四平镇已形成制酒，油炸杆，木材加工，等优势行业。  
经济资源: 
小四平镇地形多样，土壤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为特色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加

工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几年来，镇党委、政府围绕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这一目标，积极实施市场牵动、科技推动、龙头带动三大战略，以工业的理念经营农业，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加快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步伐，做好特色农业、

加工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四篇文章，使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提高。目前已形

成玉米、“123”苹果、畜牧、水稻等四大主导产业。去年，以玉米为主的粮食基地达到 2 万

亩，生产加工农产品 11.3 万吨，完成产值 1960 万元；“123”苹果总面积近万亩，总产量达

2215 万公斤，亩产值近万元。全镇现有 10 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能力达到 1.6
万吨，年创产值 1960 万元；已注册农产品商标 3 个，有国家级绿色食品 1 个，吉林省绿色

农产品品牌 1 个。 
黄泥河镇:（Huangnihe Zhen）   
黄泥河镇面积 204.77 平方千米。人口 23903 人。  
镇政府驻黄泥河街。辖 12 个村？（21 个村？）。  
原为阿兰阿力本围，约在光绪 13 年开荒。东丰县设县后，为北二乡。民国时期为太河

村，归八区辖。1947 年解放后为太河区，原名为黄泥河乡，后改为黄河镇 
拉拉河镇:（Lalahe Zhen）   
拉拉河镇属于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面积 103.21 平方千米。人口 15842 人。镇政府驻

拉拉河小街。辖 10 个村。 
简介: 
拉拉河镇位于东丰县城西 10 公里处，东西线公路横贯全镇，幅员面积 103 平方公里，

其中耕地面积 4075 公顷，林地面积 3592 公顷，水域面积 110 公顷，下辖 10 个村 88 个生产

小组，1 所中学，10 所小学，全镇农业户数 3836 户，农村人口 12911 人，是个五山半水四

分田的农业乡镇。  
历史沿革: 
解放前在此地西部 70 多米处有一条河，由于此河弯弯曲曲，河叉又比较多，很不规整，

故此人们起叫拉拉河。解放前称平安村，归东丰县警察署辖。1949 年称第一区，归东丰县

人民政府管辖，1956 年改称拉拉河乡政。  
经济建设: 
几年来我镇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全镇共有工业企业 10 户，个

体工商户 136 户，旅游度假村 3 处，牧业园区 3 个。2006 年财政收入 156 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 3667 元，城镇居民收入 4211 元。各村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外债数额不大。  
镇区建设进行了统一规划，布局合理，上下水齐全，居民和农民房屋改造达到 85%以

上，人均住房面积 20 平方米。镇区自来水普及率达 90%，全镇固定电话装机 2210 部，移

动电话 3860 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普及率达 90%以上，生活燃气普及率达 57%，有线电视

入户率 70%，村村通水泥路面铺装达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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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共 5 人，整体团结，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有较强的责任心

和事业感，能够主动承担相应的建设责任和义务。群众民风优良，明礼诚信，社会治安良好，

有较强的新村建设要求。 
沙河镇:（Shahe Zhen）   
面积 165.74 平方千米。人口 15476 人。镇政府驻。辖 12 个村。  
光绪年间为禁垦围场，1908 年前后开发。1916 年至 1930 年为东丰辖第五区。1931 年

至于 1945 年为东丰辖第九区，设区公所。  
南屯基镇:（Nantunji Zhen）   
面积 66.358 平方千米。人口人。镇政府驻福胜北。辖南屯基村、北屯基、腰卜村、北

福兴村、南福兴村、团林村、榆林村、万兴村、永兴 9 个村，1 个果园。  
清代为禁垦围场，光绪未年开发，当时此屯叫福胜北。日伪统治时期，南屯基为五道岗

忠村所辖。1947 年五道岗成立第五区人民政府，1962 年成立南屯基人民公社。  
大兴镇:（Daxing Zhen）   
面积 102.28 平方千米。人口 14082 人。镇政府驻镇中屯。辖 12 个村。  
清朝为东围场，于光绪元年有人来此开荒种田，民国二十年，1937 年此地设村公所为

三十五里村，1944 年为大兴村，1947 年为东丰县第一区政府。  
二龙山乡:（Erlongshan Xiang）   
大兴镇位于长岭县西部，与内蒙保康镇毗邻，仅相距 10 公里，长保公路贯穿全镇。幅

员面积 22665 公顷，其中耕地 8300 公顷，林地 6095 公顷，草原 6858 公顷，水域面积 1412
公顷。全镇有 8 个行政村，37 个自然屯，50 个社，总人口 20003 人，其中农业人口 19842
人，总户数 4919 户，劳动力 8017 人。  

三合朝鲜族满族乡 :（Shanhe Chaoxianzu Manzu Xiang）   
面积 193.14 平方千米。人口 29573 人。乡政府驻三合。辖 19 个村。  
在清朝时期为禁垦地，是皇家围场，光绪二十年开发，逐步形成屯落，建国初期，靠

山村、庆合村、中安村为共创……1961 年以前该乡隶属五道岗辖区。1961 年始建乡，因当

时乡政府办公处就设在“三合校”的东屋而得名。  
资源物产: 
森林资源: 
东丰县林业生产在全国享有盛名，境内森林繁茂，面积达 11.38 万公顷，其中万亩以上

人工林 15 处，森林覆盖率 42.07%，活立木蓄积量 466 万立方米，年均采伐量 1.6 万立方

米，是全国百万亩人工林先进县，全国绿化先进县。  
粮食资源: 
东丰县处在亚洲黄金玉米带的腹地，发展农业的自然和资源条件得天独厚。耕地面积

110 万亩，粮食常年产量 55 万吨,是国家重点商品粮基地县，形成了以特种高产玉米、绿色

水稻、高油大豆为主的特色精品种植业，素有山区“小粮仓”之称。  
野生资源: 
东丰县野生资源丰富，盛产山菜野果，野生药用植物有 101 科 431 种，总储量为 500

万公斤以上。人工种植中药材面积达 500 公顷，主要品种有：人参、西洋参、桔梗、黄芪、

贝母、细辛、月苋草、柴胡、龙胆草等。目前，已被省列为无公害中药材示范基地。  
畜牧资源: 
东丰县畜牧业发展较快，饲养量、交易量都位居全省前列，是吉林省畜牧业先进县之一。

那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是东北非牧区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年交易量已达到 10 万头，目前，

全县黄牛达 47 万头。以年 5000 万只屠宰加工能力的鹏翔牧业有限公司为龙头，带动全县肉

鸡业发展达到 1000 万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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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 
东丰县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生态旅游资源丰富。西断梁山遗址、龙头山山城遗址以

及瓦房顶子山石棺墓群、邱家沟石棺群等 5 处文物古迹，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期、西周至春

秋前后、汉代、辽金时期的器饰等文物，极具历史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具有东丰特色的农

民画与上海金山县、陕西户县齐名，多次成功举办画展，享誉国内外。全县共有吉林省江

城森林植物园、龙头水库旅游区、南照山公园旅游区、野生梅花鹿保护旅游区、农家山庄、

度假村等多处旅游景点，是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矿产资源: 
东丰矿产资源丰富，分布较广，已探明的矿产主要有铁、锰、铝、铜、煤、沙金、石灰

石、泥炭土、白粘土、花岗石等 20 余种。其中石灰石、花岗石、泥炭土储量都在数十亿吨

以上，开发价值极高。已探明 5 处矿泉水资源，均为低矿化、低钠、偏硅酸型，含锶、锌等

21 种微量元素的优质矿泉水，年流量达 50 万吨。  
水资源: 
东丰县属辉发河和饮马河水系，有大小河溪 1049 条，其中长 5—10 公里 15 条，10 公

里以上 12 条，主要河流 5 条：伊通河、大沙河、沙河、梅河、大横道河。  
沙河，位于县境中部，发源于杨木林镇老爷岭，是本县境内最大河流。主河道长 77.5

公里，境内长 70.1 公里，河道比降 1.6%，流域面积 937.3 平方公里，占全县流域总面积

41.48%。河身自西向东流水。有拉拉河、绕盈河、小柳河、秀水河等 15 条较大支流汇入，

流经贯穿杨木林、猴石、拉拉河、大兴、东丰镇、秀水、二龙山、仁合、南屯基、三合、五

道岗、影壁山、大阳等乡镇部分村屯，在梅河口市莲河村汇入大柳河。由于受季风和地形影

响，年降水差显著，变率大，冬季不均，夏季雨量集中，冬季雪量稀少。1959—1985 年 27
年间，年均降水量 668.4 毫米，平均径流深 158 毫米，水资源总量 39839 万立方米，其中地

表水 34958 万立方米，地下水总供给量 4881 万立方米。降水和径流，年际变化较大，丰水

年均径流量 3.56 立方米/秒，枯水年年均径流量 0.89 立方米/秒，相差近 4 倍。降水和径流

年内分布不均，夏季约占全年降水和径流量 64%，春季约占 15%，秋季占 18%，冬季 3%，

全县降水量 68.5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地域时间分布不平衡，上游缺水，下游水多，春季用

水时少雨，夏季雨量集中，易造成洪涝灾害。  
社会事业: 
东丰县教育事业保持稳定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巩固提高“两基”成果。全县小学在

校学生 27741 人，适令儿童入学率 100%；初中在校生 16931 人，高中在校生 4754 人。职

业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教育和民办教育都有新的发展。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肥沃的黑土地

孕育了关东人淳朴、豪放的性格和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名播海内外的“东丰农民画”在北

京举办的 2005 年第三届中国农民书画大展暨“千兆”杯书画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1 幅，二等

奖 2 幅，三等奖 3 幅，优秀奖 22 幅，县文化馆和农民画培训学校分别获得特别组织奖。卫

生工作进一步加强。全县有卫生机构 31 个，卫生技术人员 1439 人，床位 1056 张。疾病防

治、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社区卫生服务等工作得到加强，卫生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宽

敞、明亮设备齐全的县医院和疾控中心办公大楼投入使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2005 年“东
丰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有 11 人次打破 4 项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最高记录；“在吉林

省青少年田径运动会”上取得 3 金 2 银 6 铜的好成绩；在“吉林省第四届农民运动会”上获 2
金 3 银和团体第五名的佳绩。  

东丰县工业发展迅速，门类齐全，已经形成医药、机械、冶金、建材、化工、食品、饲

料等众多行业。环保锅炉、PVC 防声胶、前列回春胶囊、绿色优质大米等产品畅销国内外。  
中国鹿乡：  
东丰县素以“梅花鹿之乡”著称于世，公元 1619 年为盛京围场，光绪初年被御封为“皇

http://baike.baidu.com/view/21058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5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53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8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70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95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68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15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114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5584.htm


 

之乡”，墨宝赠给家乡父老，并附一张亲笔签名的近照托人带回东丰，表达了少帅对祖国、

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美好祝愿。2000 年，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云坤到

东丰县视察梅花鹿产业发展情况时欣然挥笔：“东丰——中国梅花鹿之乡 ”。  
1996 年，东丰县举办盛大庆典活动，隆重纪念东丰县人工养鹿 200 周年，宋德敏（原

全国政协常委、秘书长）、郭布罗润麒（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内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章帆（解方将军夫人）、张仲群（张学良将军之侄、张学思将军

之子）、解海南（解方将军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全国知名人士前来参加了庆典活动。

2004 年，全国春季鹿业研讨暨第三届中韩科技交流会在东丰县隆重召开。会上，中国农学

会特色经济专业委员会正式授予东丰县“中国梅花鹿之乡”称号。 
民族人口： 
全县有 18 个民族。除汉族外，在 17 个少数民族中，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为

世居民族。全县有 1 个少数民族乡（三合满族朝鲜族乡）。4 个朝鲜族聚居村（横道河镇鲜

光村、黄河镇鲜农村、拉拉河镇鲜丰村、三合满族朝鲜族乡鲜光村），7 个聚居组。除以上

聚居情况外，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处于混居状态。到 2000年末，全县有少数民族人口 44312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 10.84%。  

到 2000 年底，东丰县的总人口为 40.8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211620 人，占人口比例

的 51.78%；女性人口 197059 人，占人口比例的 48.22%。非农业人口 116275 人，占人口总

数的 28.45%，农业人口 292404 人，占人口总数的 71.55%。少数民族人口 45304 人，占总

人口 11.1%。全县青年人口 179848 人，占总人口 44%。全县受小学以上教育的 369982 人，

受教育面占总人口的 90.5%。全县有知识人口和科技人口 54142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3.2%。 
特色文化 
农民画创作：  
东丰县农民画创作活动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87 年东丰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现

代民间绘画画乡”称号。多年来，广大农民画作者以关东民俗为养份，以自身生活为源泉，

创作了形象质朴、色彩明快、构图新颖、粗犷豪放、凝重和谐的佳作，形成了独具东北地域

特色的农民画艺术风格，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和收藏价值。 东丰县农民画多次在国内

外参展，有 97 件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115 件荣获国家各种奖励，1000 余件被国际友人

收藏。目前，东丰县农民画远销东南亚、欧洲、美洲等世界各地。 

第十三章：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政策；组织起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方面规范性文件；落实相关政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规划和人力资源流动政策，建立全市统一

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 
（三）负责促进就业工作。拟订统筹城乡的就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组织落实就业援助制度；组织落实职业资格制度相关政策，统筹建立面向城乡劳动者的

职业培训制度；牵头组织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高技能人才、农村实

用人才培养和激励政策。 
（四）统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组织实施城乡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险政策和

标准；组织落实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社会保险及其补充保

险基金管理和监督办法；编制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草案；参与制定全市社会保障基金投

资政策。（五）负责就业、失业、社会保险基金预测预警和信息引导；拟订应对预案，实施

预防、调节和控制，保持就业形势稳定和社会保险基金总体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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