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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辛勤努力，《北镇

县志》终于以全新的面目同大家见面了。这是北镇人民政治、文化

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

《北镇县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北镇县的过去和现在。是我县

历史发展的写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达部书从自然到社会，

从经济到政治都做了翔实的介绍。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全县发生的重大变化，做了重点记述。充分反映出北镇县

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公元前22世纪到现在，北镇县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世代居

住在北镇的各族人民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人民。各族人民在维护

民族尊严和保卫家园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了灿烂辉煌

的业绩，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壮丽篇章。

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北镇县志》，将为人们了解北镇、

认识北镇、建设北镇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资料依据，是对全县人

民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

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值此《北镇县志》与大家见面之际，

愿与全县各族人民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同心协力，兴刊除弊，沿着党

的十三大指引的道路，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北镇做出更大的贡献l

嚣警缵警学曩曹万金中共北镇县委书记
日川皿

1988q-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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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北镇地处辽宁省西．部，医巫间山屏障于西北，绕阳河萦绕于东
南。fl-f Jll钟秀，物产4-饶。4000年前虞舜时期，畲封闾山为出州镇

山；西汉时期，畲于境内遥无虑县。以后历代王朝均视北镇为膏肤

之地而建州设府、遥卫筑城，宿有“幽州重镇、冀北展疆"之誉，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
‘

北镇古有修志的优更传统，各类志书代有所成，元代有《广宁

志》(今无存)，明代《辽东志≯’《全辽志》二书几乎有半数文字

记述广宁。清代有《广宁县志》，清未两修《广宁县乡土志》，民

国17年有《北镇县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重视修志工作。1960年和1982年，

县委、县政府两次主修《北镇县志》，由于经济状况和修志人员健

康状况等原因，各自纂成40万字的资料长编后而中止。

1985年-1月，按上级指示精神，县政府再次抽调各方面人员成

立县志办公室，开始编纂《北镇县志》。修志人员诚感此举为全县

人民之重托，乃勤奋笔耕、栉风沐雨、历尽艰辛，经两度寒暑终成
80多万字的宏篇巨著。

综观达部志书，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指引下，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

法编纂而成。记载了全县山川地理之演变，政治、经济、文教、科技

之发展，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本着立足当代、

详今略古、总结经验、揭示规律之原则，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于一书，可谓内容丰富、工程浩繁。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

鼎力支持，有关部门的热心指导。对此，仅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

Z7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4 北镇县志一—————————————————————————————————一愿新编《北镇县志》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人们研究北镇、

认识北镇、建设北镇、振兴北镇，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拜做出有

益的贡献。

凳燃妻喜言妻篓王永才北镇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一”一3

198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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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着重记述建国36年来，特别是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工作中的失误也实事求是

的予以记述，以从中吸取教训。鉴于各项事业发展不平衡，本志上限未做统一规定，下

限至1985年。

二，为了便于阅读和利用，本志立为小编。设大事记，地理，民族人口，旅游、农

业、工业电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贸易、财税金融、经济管理，党政社团、司法，

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民政劳动人事、民情风俗，人物共20编，卷首有概

述，卷未有附录，计88万字。

三，本志采用志、记、传、图、表、录体裁，并灵活运用，力求图文并茂。在结构

上坚持以类系事，横排纵写，纵横结合，在章法上坚持叙而不论。

四、本志力求突出地方特色，除专设旅游编外，有关水果，食品、民族、军事、古

迹等方面的优势，均有详细的记述。

五、’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遵循“宜粗不宜细”， “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设

专章记述，而分散记入有关编章中。

六、本志人物编分为传记，简介，名录等。遵照“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均

系谢世者。对于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者为主，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

期活动在北镇并有重大影响的客籍人士。旧志中记载的历史人物，在本县颇有影响的以

简介的形式，记入本志。

七，本志所记数字，多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个别章节与统计局数字不同的已经过

反复核实，以实际数字为准。对于度量衡的书写，建国前用市制，建国后用公制。

八、本志资料来源，多取材予旧志，省、市、县档案馆，省、市、县图书馆，吉林

省档案馆，大连市图书馆及部门专业志j乡镇志，为节省篇幅，一律不记出处。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规范化的简体字，力求文字简明流畅。

十，对于年代，数字、称谓的写法，遵照国家语委等七个部门发出的通知精神，力

求做到规范化。

纪年：建国前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如涉及我党、政，军活动和建国后的事

件一律用公元纪年。 ‘

清朝以前历史纪年使用汉字，民国以后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

数字：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对于数字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或具有

修辞色彩的语句则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称谓：本志均系第三人称，对于军队，政权、地名，人名均按一般习惯称呼不加政

治性定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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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 二

凡例

目 录

～概 述

第一编大事记

第二编地 理

第一章行政建置

第一节位置面积⋯⋯⋯⋯⋯⋯⋯⋯⋯⋯⋯⋯⋯⋯⋯⋯⋯⋯⋯⋯⋯⋯⋯⋯⋯(46)

第二节⋯建置沿革⋯⋯⋯⋯⋯⋯⋯⋯⋯⋯⋯⋯⋯⋯⋯⋯⋯⋯⋯⋯⋯⋯⋯⋯⋯(46)

第三节疆域演变⋯⋯⋯⋯⋯⋯⋯⋯⋯．．．⋯⋯⋯⋯⋯⋯⋯⋯⋯⋯⋯⋯⋯⋯⋯(47)

第四节行政区划⋯⋯⋯⋯⋯⋯⋯⋯⋯⋯⋯⋯⋯⋯⋯⋯⋯⋯⋯⋯⋯⋯⋯⋯⋯(48)

第二章城乡概况，

第_节县 城m，wwwⅢ⋯w川w，川Ⅲ，?"ttt 7．et#P．．．⋯⋯⋯⋯⋯⋯⋯⋯(52)

第二节、乡 镇w圳⋯Ⅲw wⅢwⅢ，，一⋯w州刖⋯⋯⋯⋯⋯⋯⋯⋯⋯⋯“(52)

第三章地 名
．

第一节地名工作⋯⋯⋯⋯⋯⋯⋯⋯⋯⋯⋯⋯⋯⋯⋯⋯⋯⋯⋯⋯⋯⋯⋯⋯⋯(63)

第二节村屯名录⋯⋯⋯⋯⋯⋯⋯⋯⋯⋯⋯⋯⋯⋯⋯⋯⋯⋯⋯⋯⋯⋯⋯⋯⋯(65)

第四章地 质
’、1’‘

第_．节地 层⋯⋯⋯⋯⋯w⋯⋯⋯⋯⋯⋯．．．⋯⋯⋯⋯⋯⋯⋯⋯⋯⋯⋯⋯(76)

第二节断 裂⋯⋯⋯⋯⋯⋯⋯⋯⋯⋯⋯⋯⋯⋯⋯⋯w．．．⋯⋯0@O OSB⋯⋯⋯(77)

第五章‘地 貌

第'节。。概 、说w、．．，-u·m．．，”一一⋯⋯，一⋯··⋯，．．一，一．⋯⋯⋯⋯⋯⋯⋯··”(78)

笫二节·-山 t．璐一一⋯·w”，^”一⋯一·⋯⋯⋯··一们⋯．．．一一，．．一："．一⋯”(78)



2 北镇县志

第六章气 候

第一节四季特征⋯⋯⋯⋯⋯⋯⋯⋯⋯⋯⋯⋯⋯⋯⋯⋯⋯⋯⋯⋯⋯⋯⋯⋯⋯(82)

第二节气象要素⋯⋯⋯⋯⋯⋯⋯⋯⋯⋯⋯⋯⋯⋯⋯⋯⋯⋯⋯⋯⋯⋯⋯⋯⋯(82)

第三节气候区划⋯⋯⋯⋯⋯⋯⋯⋯⋯⋯⋯⋯⋯⋯⋯⋯⋯⋯O O·O m$⋯⋯⋯⋯⋯(83)

第七章水 系

第一节河 流⋯⋯⋯⋯⋯⋯⋯⋯⋯⋯⋯⋯⋯⋯⋯⋯⋯⋯⋯⋯⋯⋯⋯⋯⋯(87)

第二节泉 水⋯⋯⋯⋯⋯⋯⋯⋯⋯⋯⋯⋯⋯⋯⋯⋯⋯⋯⋯⋯⋯⋯⋯⋯⋯(88)

第三节泡 泽⋯⋯⋯⋯⋯⋯⋯⋯⋯⋯⋯⋯⋯⋯⋯⋯⋯⋯⋯⋯⋯⋯⋯⋯⋯(89)

第八章土 壤

第一节土壤种类⋯⋯⋯⋯⋯⋯⋯⋯⋯⋯⋯⋯⋯⋯⋯⋯⋯⋯⋯⋯⋯⋯⋯⋯⋯(90)

第二节土壤分布⋯⋯⋯⋯⋯⋯⋯⋯⋯⋯⋯⋯⋯⋯⋯⋯⋯⋯⋯⋯⋯⋯⋯⋯⋯(92)

第九章资 源

第一节植 物⋯⋯⋯⋯⋯⋯⋯⋯⋯⋯⋯⋯⋯⋯⋯⋯⋯⋯⋯OOOt O⋯⋯⋯⋯(94)

第二节动 物⋯⋯⋯⋯⋯⋯⋯⋯⋯⋯⋯⋯⋯⋯⋯⋯⋯⋯⋯⋯⋯⋯⋯⋯⋯(95)

第三节矿 物⋯⋯⋯⋯⋯⋯⋯⋯⋯⋯⋯⋯⋯⋯⋯⋯⋯⋯⋯⋯⋯⋯⋯⋯⋯(95)

第十章灾 害’ ，。，．

第一节干 旱⋯⋯⋯⋯⋯⋯⋯⋯⋯⋯⋯⋯⋯⋯⋯⋯⋯⋯⋯⋯⋯⋯⋯⋯⋯(97)

第二节洪 涝⋯⋯⋯⋯⋯⋯⋯⋯⋯⋯⋯⋯⋯⋯⋯⋯⋯⋯⋯⋯⋯⋯⋯⋯⋯(97)

第三节冰 雹⋯⋯⋯⋯⋯⋯⋯⋯⋯⋯⋯⋯⋯⋯⋯⋯⋯⋯⋯⋯⋯⋯⋯⋯⋯(98)

第四节其 ‘它⋯⋯⋯⋯⋯⋯⋯⋯⋯⋯⋯⋯⋯⋯⋯⋯⋯⋯⋯⋯⋯⋯⋯⋯⋯(98)

第三编民族·人口

第一章 民 族

第一节满 族⋯⋯⋯⋯⋯⋯⋯⋯⋯⋯⋯⋯⋯⋯⋯⋯⋯⋯⋯⋯⋯⋯⋯⋯(i02)

第二节汉 族⋯⋯⋯⋯⋯⋯⋯⋯⋯⋯⋯⋯⋯⋯⋯⋯⋯⋯⋯⋯⋯⋯⋯⋯(105)

第三节其它民族⋯⋯⋯⋯·⋯⋯⋯⋯⋯⋯⋯⋯⋯⋯⋯⋯⋯⋯⋯⋯⋯⋯⋯“(106)

第二章人 口·
’

第一节人口变化⋯⋯⋯⋯⋯⋯⋯⋯⋯⋯⋯⋯⋯⋯⋯⋯⋯⋯⋯⋯⋯⋯⋯⋯(108)

第二节人I：I构成⋯⋯⋯．．．⋯⋯⋯．．．．．．‘⋯．-．⋯一一⋯⋯⋯⋯⋯⋯⋯⋯⋯⋯“(108)



目 录

第三章计划生育

第一节措 施⋯⋯⋯⋯⋯⋯⋯⋯⋯⋯⋯⋯⋯⋯⋯⋯⋯⋯⋯⋯⋯tool ooD⋯(111)

第二节机 构⋯⋯⋯⋯⋯⋯⋯⋯⋯⋯⋯⋯⋯⋯⋯⋯⋯⋯⋯⋯⋯⋯⋯⋯(112)

第一章 间山风光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九节

第四编旅 游

观音阁景区⋯⋯⋯⋯⋯⋯⋯⋯⋯⋯⋯⋯⋯⋯⋯⋯⋯⋯⋯⋯⋯⋯⋯(儿6)

玉泉寺景区⋯⋯⋯⋯⋯⋯⋯⋯⋯⋯⋯⋯⋯⋯⋯⋯⋯⋯⋯⋯⋯⋯⋯(119)

大朝阳景区⋯⋯⋯⋯⋯⋯⋯⋯⋯⋯⋯⋯⋯⋯⋯⋯⋯⋯⋯⋯⋯⋯⋯(120)

望海寺景区⋯⋯⋯⋯⋯⋯⋯⋯⋯⋯⋯⋯⋯⋯⋯⋯⋯⋯⋯⋯⋯⋯⋯(120)

龙潭宫景区⋯⋯⋯⋯⋯⋯⋯⋯⋯⋯⋯⋯⋯⋯⋯⋯⋯⋯⋯⋯⋯⋯⋯(121)

接待寺景区⋯⋯⋯⋯⋯⋯⋯⋯⋯⋯⋯⋯⋯⋯⋯⋯⋯⋯⋯⋯⋯⋯⋯(121)

青岩寺景区⋯⋯⋯⋯⋯⋯⋯⋯⋯⋯⋯⋯⋯⋯⋯⋯⋯⋯⋯⋯⋯⋯⋯(122)

天仙观景区⋯⋯⋯⋯⋯⋯⋯⋯⋯⋯⋯⋯⋯⋯⋯⋯⋯⋯⋯⋯⋯⋯⋯(122)

万紫山景区⋯⋯⋯⋯⋯⋯⋯⋯⋯⋯⋯⋯⋯⋯⋯⋯⋯⋯⋯⋯⋯⋯⋯(124)

第二章旅游事业

第一节沿 革⋯⋯⋯⋯⋯⋯⋯⋯⋯⋯⋯⋯⋯⋯⋯⋯⋯⋯⋯⋯⋯⋯⋯⋯(124)

第二节设 施⋯⋯⋯⋯⋯⋯⋯⋯⋯⋯⋯⋯⋯⋯⋯⋯⋯⋯⋯⋯⋯⋯⋯⋯(125)

第一章种植业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五编农 业

农业区划⋯⋯⋯⋯⋯⋯⋯⋯⋯⋯⋯⋯⋯⋯⋯⋯⋯⋯⋯⋯⋯⋯⋯⋯(12s)

生产体制⋯⋯⋯⋯⋯⋯⋯⋯⋯⋯⋯⋯⋯⋯⋯⋯⋯⋯⋯⋯⋯⋯⋯⋯(129)

技术推广⋯⋯⋯⋯⋯⋯⋯⋯⋯⋯⋯⋯⋯⋯⋯⋯⋯⋯⋯⋯⋯⋯⋯⋯(132)

作物产量⋯⋯⋯⋯⋯⋯⋯⋯⋯⋯⋯⋯⋯⋯⋯⋯⋯⋯⋯⋯⋯⋯⋯⋯(137)

蔬菜瓜类⋯⋯⋯⋯⋯⋯⋯⋯⋯⋯⋯⋯⋯⋯⋯⋯⋯⋯⋯⋯⋯⋯⋯⋯(141)

高产典型⋯⋯⋯⋯⋯⋯⋯⋯⋯⋯⋯⋯⋯⋯⋯⋯⋯⋯⋯⋯⋯⋯⋯⋯(145)

农 事⋯⋯⋯⋯⋯⋯⋯⋯⋯⋯⋯⋯⋯⋯⋯⋯⋯⋯⋯⋯⋯⋯⋯⋯(147)

机 构⋯⋯⋯⋯⋯⋯⋯⋯⋯⋯⋯⋯⋯⋯⋯⋯⋯⋯⋯⋯⋯⋯⋯⋯(147)



北镇县志

第二章 林 业

第一节林业生产

第二节采种育苗

第三节林本管理

第四节机 构

第三章渔 业

第一节海水捕捞⋯⋯⋯⋯⋯⋯⋯⋯⋯⋯⋯⋯⋯⋯”：⋯⋯⋯⋯⋯⋯⋯⋯⋯(158)

第二节淡水养鱼⋯⋯⋯⋯⋯⋯⋯⋯⋯⋯⋯⋯⋯⋯⋯⋯⋯⋯⋯⋯⋯⋯⋯⋯(158)

第四章农机具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农 具⋯⋯⋯⋯⋯⋯⋯⋯⋯⋯⋯⋯⋯⋯⋯⋯⋯⋯⋯⋯⋯⋯⋯⋯(160)

农 机⋯⋯⋯⋯⋯⋯⋯⋯⋯⋯⋯⋯⋯⋯⋯⋯⋯⋯⋯⋯⋯⋯⋯⋯(161)

农机管理⋯⋯⋯⋯⋯⋯⋯⋯⋯⋯⋯⋯⋯⋯⋯⋯⋯⋯⋯⋯⋯⋯⋯⋯(162)
技术培训⋯⋯⋯⋯⋯⋯⋯⋯⋯⋯⋯⋯⋯⋯⋯⋯⋯⋯⋯⋯⋯⋯⋯⋯(163)

机 构⋯⋯⋯¨⋯⋯⋯⋯⋯⋯⋯⋯⋯⋯⋯⋯⋯⋯⋯⋯⋯⋯⋯⋯(164)

第五章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果树生产⋯⋯⋯⋯⋯⋯⋯⋯⋯⋯⋯⋯⋯⋯⋯⋯⋯⋯⋯⋯⋯⋯⋯⋯(164)

梨 果⋯⋯⋯⋯⋯⋯⋯⋯⋯⋯⋯⋯⋯⋯⋯⋯⋯⋯⋯⋯⋯⋯⋯⋯(165)

葡 萄⋯⋯⋯⋯⋯⋯⋯⋯⋯⋯⋯⋯⋯⋯⋯．．．⋯⋯⋯⋯⋯⋯⋯⋯(167)

其它果类⋯⋯⋯⋯⋯⋯⋯⋯¨⋯⋯⋯．⋯⋯⋯⋯⋯⋯⋯⋯⋯⋯⋯⋯(167)

灾害防治⋯⋯⋯⋯⋯⋯⋯⋯⋯⋯⋯⋯⋯⋯⋯⋯⋯⋯⋯⋯⋯⋯⋯⋯(168)

机 构⋯⋯⋯⋯⋯⋯⋯⋯⋯⋯⋯⋯⋯⋯⋯⋯⋯⋯⋯⋯⋯⋯⋯⋯(170)

第六章水 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水文地质⋯⋯⋯⋯⋯⋯⋯⋯⋯⋯⋯⋯⋯⋯⋯⋯⋯⋯⋯⋯⋯⋯⋯⋯

水利工程⋯⋯⋯⋯⋯⋯⋯⋯⋯⋯⋯⋯⋯⋯⋯⋯⋯⋯⋯⋯⋯⋯⋯⋯

水土保持⋯⋯⋯⋯⋯⋯⋯⋯⋯⋯⋯，⋯⋯⋯⋯⋯⋯⋯⋯⋯⋯⋯⋯

工程管理⋯⋯⋯⋯⋯⋯⋯⋯⋯⋯⋯⋯⋯⋯⋯⋯⋯⋯⋯⋯⋯⋯⋯．．．

机 构⋯⋯⋯⋯⋯⋯⋯⋯⋯⋯⋯⋯⋯⋯⋯⋯⋯⋯⋯⋯⋯⋯⋯⋯

(172)

(173)

(181)

(182)

(184)

第七章畜 牧

第一节繁殖改良⋯⋯⋯⋯⋯⋯⋯⋯⋯⋯⋯⋯⋯⋯⋯⋯⋯⋯⋯⋯⋯⋯⋯⋯(186)

第二节疫病防治⋯⋯⋯⋯⋯⋯⋯⋯⋯⋯⋯⋯⋯⋯⋯⋯⋯⋯⋯⋯⋯⋯⋯⋯(189)

第三节机 构⋯⋯⋯⋯⋯⋯⋯⋯⋯⋯⋯⋯⋯⋯⋯⋯⋯⋯⋯⋯⋯⋯⋯⋯(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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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工业·电业

第一章 工 业 ．

第一节工业综述⋯⋯⋯⋯⋯⋯⋯⋯⋯⋯⋯⋯⋯⋯⋯⋯⋯⋯⋯⋯⋯⋯⋯⋯(194)

第二节化学工业⋯⋯⋯⋯⋯⋯⋯⋯⋯⋯⋯⋯⋯⋯⋯⋯⋯⋯⋯⋯⋯⋯⋯⋯(203)

第三节机械工业⋯⋯⋯⋯⋯⋯⋯⋯⋯⋯⋯⋯⋯⋯⋯⋯⋯⋯⋯⋯⋯⋯⋯⋯(206)

第四节建材工业⋯⋯⋯⋯⋯⋯⋯⋯⋯⋯⋯⋯⋯⋯⋯⋯⋯⋯⋯⋯⋯⋯⋯⋯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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