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囱

99．y5乏_。夏．：，夏鬻§§主o． L· 一一 ?一⋯?⋯ 一一

一、～_一一_、一，，。’■一一一
：≮ 一／，．一

．：．。． ．’．^一、、。，口√一k、‘堪

一．’／

≤≯o一。。j_．1≮，驺甲飞适≤’．’’．‘警
轧．
c

一

}·、
I v

、 i
。0 7
7≤

公妻；窖孝友夏蓉嘉笺

荛一、瑟蕊．奢一
、¨

∥

、蠹一

一一
，，



公主岭市地名志
、、、G⑩NGZWLⅡNGS J【

7 DⅡ阳ⅡN G Z脚Ⅱ

。，二一 一 ．

公主岭市人民政府编

户占6一。勺



编辑说明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 社会的不断前进，地

名工作日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地名学作为一
门新兴学科得到了发展。 地名工作的政治性、政

。．策性、文学性、科学性都很强， 必须严肃对待，

认真做好。 特别是随着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发
展，地名工作更显得日益重要， 地名标准化工作

提到政府议事日程。

《公主岭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 中国地名

委员会、吉林省地名委员会的统一部署， 按照省

制定的编辑体例， 以地名普查成果资料为依据，

编纂而成。《公主岭市地名志》采用“志” “录”

结合的形式， 以“志”为主，辅之以“录”并附

有地名图、地名表、地名照片，使图、表、 文字

相辅相成。 本志以词条式作为主要编辑方法，并
以文献的性质， 公布公主岭市各类地名的标准名

称，以实现标准地名的社会化。 志中还注重考证

了地名的起源、名称的演变、 行政区划沿革等内
容，并列专篇， 收录了在市境内的各级事业、企
业单位名称，以求广泛传播地名及其经济信息。全

‘志书还配有40幅彩色、黑白照片， 50份表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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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地图。志中还附有名胜古迹、 纪念地以及地名
的传说，让人们多侧面的了解公主岭市。 该志必

将成为激发全市人民，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热爱伟

大祖国，热爱公主岭的热情， 从而为建设家乡贡

献自己聪明才智。
’

全志书约50万字， 志书的资料主要依据地名
普查资料及补查资料，各类地名均经市政府审定，
属于标准名称。 本志行政区划材料截止到1988年

底。 地图上的乡镇界线只供了解乡镇范围，不做
为划界的依据。 。

， ·

《公主岭市地名志》的出版， 标志着公主岭
市地名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对于全市各

部门掌握和使用标准地名名称， 了解全市地域开

发的进程，自然环境、人文地理、 经济状况和社

会发展，提供了准确的资料； 为分析和探索地名
成因规律， 了解民风民俗都起到很好作用。《公

主岭市地名志》是全市有史以来， 第一部地名学
专著，具有权威地名工具书的性质， 不仅对于推

进地名工作向深层次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于金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文化建设事业

都将发生积极影响。 、

《公主岭地名志》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市各级
领导的支持．，各部门的热情帮助在这里表示深深的
谢意。 并向参加过地名普查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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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编志是一项新工作， 加之史料征集困难，诸

说并存， 限于水平， 志书中存在着不尽人意之

处，恳请专家、广大读者指正。

《公主岭市地名志》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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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原称怀德县。 地处清朝柳条边之
外的扼要之地。清光绪三年(1877)建县。 清太

宗皇太极采取了“慑之以兵一 “怀之以德一，偏重

于。怀之以德一 的方针， 故日露怀德一。 一怀

德” 一词语出《诗经·大雅．．板》篇， 其意是
搿以德行感召人嚣。

’

公主岭市初名苇子沟，自1898年至1903午修筑
中东铁路时称三站， 后因距站北五公里处有清公

主陵墓一座，公主岭一度曾称舅公主陵”，又因公

主岭正处在松花江与辽河两个流域的分水岭上，遂

将_陵一谐成膏岭一，于是公主岭即由此而名．

公主岭市的建制， 曾几经变革。1942年3月1

日，吉林省公署将公主岭街改为省直辖市， 至

1 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 1 946年(民国三

十五年)5月公主岭又建县级市，1948年10月辽北

省委批准建公主岭市(县级市)。1949年3月公主

岭变为丙等市，同年5月划归怀德县，为县辖市．
195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公主岭建市， 归省辖。

1959年3月改为县辖镇．1 985年3月12日经国务院



批准， 撤销怀德县，设立公主岭(地级)市。将

原怀德县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公主岭区， 怀德区；

并将伊通县划归公主岭市管辖。1985年12月19日
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公主岭地级市建制， 变为

县级市(省计划单列)把伊通县又划归四平市管

辖；撤销公主岭区、·萨德区，+7将两区合并为现行
的公主岭市。

”
7’ ’ ‘。

n公主岭大地几经沧桑，城廓迭次兴废。这些
地貌地物的沉浮与隆替，也就是河山、 村庄等各

类地理实体的历史沿革和现状。‘正是《地名志》
所介绍的基本内容。它既是认识过去， 辨析地名

，演变的历史典籍，又是了解现在，促进社会交往
的现时志书。 《‘公主岭市地名志》将全市政区、
城镇j乡村，河山、古迹、桥涵等地理实体的标

准名称及其由来、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和现状囊括
于一册之中， 与人们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它不仅是政治、’经济、 外事、 国防、 民政、邮

电、交通、测绘、城乡建设、文教科研等项工作

的重要工具书， 也是感召人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

国的乡土教材；它不仅有利于生产、 工作、 生活

和交往，‘也可启迪后代，铭记过去，开拓未来．’

所以它的出版是全市人民盼望已久， 继往开来，

造福子孙后代的一件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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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地名志》的出版是我市精神文明
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 它包含各级各部门领导同

志热心培植的汗水，浸透着广大地名工作者艰苦

操劳的心血。它标志着市地名工作向标准化、法

制化迈出了新的步伐。我想它一定会得到金市各

界人士的珍爱和重视。限于学识，此书疵漏谬讹
之处在所难免，既已成书，不揣浅薄， 望专家和

读者批评指正。

市长李恒忠

一九八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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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街区图

公主岭市街区图(一九三五年)
‘

公主岭市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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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岭市土壤分布图
’～

5公主岭市雨量分布图 ；

公主岭市水系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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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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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公主岭市自然概况及沿革

公主岭市(原怀德县)位于吉林省中部，东经124。02_，至

125。18’，北纬43。儿740一至44。9 720∥之间，东与长春市区、伊通

县毗连，西与双辽县接壤．南与梨树县隔东辽河相望，北与农安

县、长岭县为邻。南北长11l公里，东西宽106公里，全市总面积为

4，162．3平方公里，总人口为91．8万人，主要是汉族。少数民族有朝

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13个民族。辖11个镇，21个乡，4lO个

村，2，330个屯。

一、公主岭市自然地理概况

公主岭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大黑山西麓，东有新开河，西有

东辽河，地势南北较高， 东北次之， 西北最低平均海拔高度在

130一200公尺之间，全市可分为丘陵台地区和平原区。。

丘陵区：丘陵台地区面积约1，998平方公里， 占全市总面积

的49．9％，北从莲花山乡的恒玉山起，经双城堡．育林、和气、怀

德、柳杨、黑林子、陶家屯，转西经刘房子镇田菜园子至公主岭

市区西南靠山屯、二十家子、放马沟乡为丘陵地带， 全长107公

里，海拔230公尺左右。较高的山峰有宝泉山、大青山、太平山、平

顶山、尖山子等。相对高度不超过50公尺。东南部山峰属大黑山向

北延续部份，北部则为长岭风积土台地并构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隆

起地带，成为松花江流域与辽河流域之间，鱼脊形分水岭。表层为

黑黄土覆盖。南部二十家子，放马沟地处大黑里南段，平均海拔在

250公尺以上，最高山峰，神仙洞山，海拔高374米，山间有轨靼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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