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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湾沟公社，位于吉林省浑江市的北部。清朝年间封禁长白山

区，这里到处是荒山老林，野兽出没，渺无人烟，属于未开发地区；伪一

满时期，人烟渐增形成村落，日本人叫它“昭康屯”，起名于“昭

和”和“康德”；光复后叫解放村，土改后又改为和平村。这三个

不同的名称，正是湾沟公社历史演变的真实记录，它是湾沟公社劳

动人民的血泪史、解放史、幸福史的真实写照。

湾沟从形成村落到现在虽然只有近五十个春秋，这在整个中华

民族的历史上只是十分短暂的一瞬。但是，五十年来，为了开发湾沟

地区，这里的劳动人民曾经流下了无数的汗水，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

动，为了湾沟的解放和新生，我们的先辈曾经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

争，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家乡的繁荣和昌盛，父老_乡亲

们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用心血和汗水描绘了今天的崭新的画图。

如果说，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曲威武雄壮的乐章，那么，湾沟

公社半个世纪的历史，便是这一乐章上跳动的音符；如果说，整个中

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那么湾沟公社半个世纪

的历史，便是这浩繁画卷中闪光的一页。

为了把湾沟公社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总

路过去，借鉴未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给开创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提供确实的依据，编写《湾沟公社志》实为当

务之急。但是，由于无史书记载，又加之十年动乱，原存的一些资料

大部散失，这就给编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上级机关和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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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的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社志编写小组全

体同志的共同努力，用八个多月的时间，编写了七编四十六章一百

二十八节，约十七万字的《湾沟公社志》现在脱稿付印了。

这部社志，由于编修人员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正确反映了湾沟公社的历史事实；记载了从湾沟设治到

一九八二年近五十五年的湾沟公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

会生活、宗教信仰及民俗等各方面的史料，所述内容基本上符合历

史真实，反映了湾沟公社的整个社会面貌；较好地总结了湾沟地区

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具有湾沟公社的基本特色。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所限等种种原因，

无论从篇章结构上、内容取含上、文字锤炼上都有许多不足之处。

特别是对某些章节，某些历史内容，还挖掘得不深，反映得不充

分，存在着一般介绍多，具体史实少的缺点，热切希望同志们，

特别是史志专家们提出宝贵意见，使之更趋于完善。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市志办公室的同志多次指导并帮助修氏，。

以及湾沟林业局、通化地质大队、浑江市市直有关部、委、室、局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对上述有关同志及有关部门表示诚挚

的谢意!对支持这部社志出版的有关单位和同志，对社志编修人员

的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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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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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巍巍长白山的余脉绵延不断，滚滚的林海波涛奔腾起伏。在吉

林省浑江市的北部，在风光秀逸的枫叶岭下，老岭山脉环抱着一座美

丽的山村，这就是座落在白山林海之中的边陲山庄一一湾沟公社。

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天伊始，万木复苏，乇山竞秀，

漫山遍野，一片翠绿，各种山花，装点出一幅北国之春的画图；夏季

到来，林海苍茫，群山滴翠，，到处郁郁葱葱，一派别致的林海风

光；秋天，风高气爽，景色宜人，各种颜色打扮成的“五花山”，

挂满了“珍珠翡翠”，这又是一个迷人的季节；严冬降临，茫茫林

海，银装素裹，苍松挺拔，凌霜傲雪，这时，如果把祖国的北疆喻

为银色的世界，那么，湾沟公社，就是镶嵌在这银色大地上的一块

绿色的宝石!

湾沟公社不仅风光秀丽，而且土地肥沃，森林茂密，自然资源

极为丰富。湾沟的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各地，湾沟的焦煤早已

誉满遐迩。春季，山蕨菜、猴腿菜等各种野菜破土而出，俯拾即得，营

养很高的哈什蟆欢叫声此起彼伏；夏季，那些被誉为“山珍”的木耳、

元蘑、榛蘑、松蘑等，砾尽量采拾；秋季，山葡萄、元枣子、山里红、

山丁子等各种野果收不胜收，同时，又是采掘人参、天麻、贝母、

细辛等名贵药材的黄金季节；冬季，林海雪原中的树鸡、雉、鼬、獾、

狐狸、狍子、野猪等，可使狩猎者满载而归。湾沟公社可渭“满山

皆宝、遍地是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在万恶的}日社会，却受尽了

帝国主义的蹂躏，他们烧、杀、抢、掠，曾使这里的山山水水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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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伤，满目疮痍；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当地地主老财野蛮剥削，

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追，含辛茹苦的悲惨生活。伟大的民族不可

侮，英雄的人民不可欺。这里的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湾沟人民面

对帝国主义者的屠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并没有屈服和退缩，通

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顽强不息的斗争。

共产党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解放以后，这里的人民翻身做

了新社会的主人，揭开了湾沟地区历史的新篇章。广大劳动人民在

党的指引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过上了欢乐、幸福的生活。

湾沟的大地以母亲般的温暖养育了这里的千万儿女，使他们在

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这里的儿女也没有辜负大地母亲的

恩情，El益把她打扮得更加美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

项农村政策贯彻落实，这里的面貌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化。经济发

展，五业兴旺，市场繁荣，人民生活富庶，精神振奋，正满怀信心地向

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湾沟更是今非昔比了!

回顾湾沟的昨天，看看湾沟的今天，我们深深感到，湾沟的历

史，既是湾沟广大劳动人民的血泪史，又是他们为反抗剥削和压迫

而英勇斗争的革命史；既是这里的千万儿女们勤勤恳恳、长期奋斗

的辛勤劳动史，又是他们翻身得解放的幸福史。

为了纪念那些为了祷沟的今天曾经英勇斗争而光荣牺牲的革命

先烈，为了怀念那些曾经开发和建设过湾沟的先辈父老，为了把湾沟

的历史记录下来，作为我们今天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加以汲

取和借鉴，以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更加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以百倍的努力去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编修了这部

《湾沟公社志》，以此，奉献予家乡的四化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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