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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镇地处辽宁、吉林、内蒙i省区交界处 全镇区域面积30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10．1万亩。辖15个村、3个居委会，7800p，30000人口，其中农业人口22449人。近几年

来。三江口镇把烤烟、蔬菜、果树作为：』、f_=导产业束抓，提出“南菜北烟，遍地果”的经济

发展战略。烤烟生产成为支桂产、Ip：】996年，烤煳栽培J面积10786卤，占耕地面积的lO％；

烟户发展到981户，占农户的17ek；烤烟总产艟实现l 3l玎公斤，总产值实现1162万元，

为镇财政创收90万元，村级集体增收98万元蔬菜开发效果显著：蔬菜栽培面积11588

亩，其中保护地5088亩，温室大棚、中／I、拱棚和地膜萦面积3500亩，裸地菜面积3000亩；

蔬菜总产量3724万公斤，总产值3loO，j元，纯收入1195万元。果树开发：坚持以优质葡萄

和苹果梨为主栽品种，大搞果菜、槊瓜、果树‘jj￡它矮科经济作物间作，实行以短养长，以

长促短，走立体高效农业之路；】996年有集体槊吲540个，果树面积12573亩，各种果树80

万株。水果总产量423万公斤，创产值584 4i元全镶1：农业总产值实现1．86亿元，财政收

入249．3万元．农民人均收入实现2160元被』二!_委授f党群共同致富活动标兵党委称号，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乡镇财源建设f‘佳乡镇和脱贫致富先进镇称号：

V三江口镇委、镇政府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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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三江口镇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系统地记载了三

江口地区的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o

二、本志书，上限起于1821年，下限断至1995年。彩色图片延

至出版前。

三、全志首列三江口镇行政区划图、凡例、序言，继设概述、大

事记、自然地理、建置、政党政权、军事司法、农业、工业、交通邮

电、村镇建设供电、财贸、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体育、社会、人

物，共16编、61章、138节、27万字。

四、本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编、

章、节、目为框架结构，以类系事、秉笔直书，并以后记收编。

五、本志书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编纂，以<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并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编纂入志。

六、记载年、月、日，解放前用历史年月的，用括号注明公元年

月；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记述(公元二字可省略)。

七、志书文体、志稿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文词精炼，语言

朴实流畅，通俗易懂，文约事丰。

八、志书资料来源，查阅县、镇档案、<昌图县志>和请知情人

座谈回忆，以及有关部门提供大量的资料编纂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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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共三江口镇委书记巩振龙

<三江口镇志>付梓问世，实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举。

三江VI镇建置于1821年。旧时历史长河，几多时代更迭，饱尝

辛酸血泪的三江口人，掘起了一代代勤劳淳朴、抗暴反帝的英雄儿

女。但在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盘剥压榨下，地不尽其利，物不尽其

用，人不尽其才。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肥乡沃土的三江口人，仍是贫

穷、饥饿和流离。

解放后的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突飞猛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奏响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特别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为全国各族人民揭开了新的历史幕序。三

江口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体制，振兴经济，出现了政通人

和，百业俱兴，市场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今日世界，已进入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今日中国，在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阔步前进；今日三江口人，在镇

委、镇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励精图治，辛勤耕耘，谱写着强国富民奔

小康的新篇章o“十年九涝”的三江口，彻底根除了辽河水患，人民

安居乐业奔小康。1995年，全镇粮豆总产量4000万公斤，比建国前

增长四倍多；镇村工业总产值2711万元，同旧时寥寥无几的手工作

坊，真是无法可比。农民人均年收入1631元，被县委、县政府列入

多
‘



全县脱贫乡镇之一。

当今盛世，亟待修志。中共三江口镇委、镇人民政府，顺天时，

承民意，组合精干的修志班子膺此重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述

古今之精要，扬故土之真美，表桑梓之人杰。修志人员不畏难、不言

苦，广征博采，分析考究，历时三载，四易其稿，辑成一方之全史。

旨在“以志为鉴"惠及子孙，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当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新机，全镇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

群众，要沿着十五大指引的正确方向，为三江口的繁荣兴旺献出聪明

才智，让“四化”绚丽的蓝图更加灿烂生辉!

借祝贺《镇志》出版之机，略以浅陋数语为序。

1997年12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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