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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986年以来，乘改革东风，江密峰镇人民齐心合力，开拓进取，
?

在建设家园、致富奔小康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兴的绿色

农业园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开发区，日新月异的小城镇建设，无不令

人感慨和赞叹。为慰籍前人，鼓励今人，按区史志办的部署，江密峰

党委成立了镇志编纂委员会，并抽调了人员进行了续志工作。

本着真实记录，系统概括，客观再现的原则，镇志编委会成员及

具体工作人员，利用四个月时间，夜以继日，深入细致地对全镇各行

各业，方方面面的材料进行了缜密的核实记录，力争做到文以符实，

事同文述。惟恐出现遗漏和误差，有负于全镇干部群众的嘱望。

这部镇志，采用我国传统志书体例，以志为主，详略兼有， 力求

达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集中展现了在党的

富民政策感召下，江密峰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勤劳致富、共建J-、康

社会所取得的伟大业绩，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镇政治、经济、文化、

卫生、教育、科技、开发区建设、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上编撰水平有限、修志经验欠缺，难免

会出现纰漏，敬请广大读者谅解，并恳请提出宝贵意见，以资待修。

江密峰镇镇志编纂委员会

二0 O三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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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续编《江密峰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搪导，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实

事求是地记述本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设建置、自然环境、农业、工业、交通、农电、邮电、

人口、民族、卫生、计划生育、党派、社会团体、人大、政府、政法、

民政、地方武装、教育、乡村建设、财政、税务、金融、保险、商业、

粮食、文化、体育、科技等1 4篇和概述、大事记、附录。

三、本志上限从1 986年1月起，下限截止到2003年8月ro

四、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以篇、章、节为序，采用记、志、图、

表、录等体裁，并以志为主。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六、本志所用计量单位、进率按现行公制单位计算。

七、本志数字表述均用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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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江密峰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东部，距区政府所在地20公里，南北长35

公里，东西宽18公里，幅员面积313．36平方公里，东与蛟河市天北、天

岗、庆岭三镇接壤，南与丰满区江南乡相接，西与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

江北乡、金珠乡为界，北与龙潭区杨木乡毗邻。地形南北高，’中间低。。中

部是昝亡牛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南部最高，南沙村代王砬子山海拔849米，

中部平原海拔212米。

， 江密峰早在清朝中叶开始建村。原隶属永吉县，2000年区划后，划属

?吉林市龙潭区。全镇管辖：29个行政村，1个蚕场，1个街道，1个经济开

发区，208个社，总人口39961人。农村人口32444人，城镇人口7517人，

总人口中汉族占84．8％，朝鲜族占12％，满族3％，回族占0．1％，蒙古

族占O．1％。

全镇有耕地面积5231公顷(其中水田1714公顷，旱田面积3517公顷)

林地面积17589．3公顷，水域面积680．4公顷，园田用地面积：395．7

公顷，交通用地面积424．7公顷。

江密峰镇村屯分布在辱亡牛河两岸，南北沟川之中。土地肥沃，水量充

沛，忙牛河自东向西，南北汇流。六公里以上河流6条，小河流10条。

境内有十座大山脉，分别是：小猴子山、马尾山、桃山、碾盘山、西

大央山、东大旺山、马鞍山、影背山、宝贝砬子、代王砬子。

建筑用花岗岩是镇内主要矿藏资源之一，大多分布在牛亡牛河北岸及东

南部林区，总贮藏量约1．2亿立米。此外还有矽石、硅石、黄砂等资源。

江密峰交通十分便利，长图铁路、302国道横贯境内，长珲高速公路在

茶棚村设有出口，公路九条，均达到晴雨通车标准，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
_

网络。

毋 江密峰镇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本松岛开拓团

进入江密峰开始引种水稻。譬亡牛河两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良好，

阳光充足，适于水稻生长，因此江密峰大米久负盛名。1982年江密峰村率

先引进日本工厂化育苗技术，为全镇水稻种植带来质的飞跃。全镇水稻生

产先后经历了水稻直播，湿润育苗、塑料水床育苗、塑料旱床育苗、大棚



早育苗，到1998年全部实行了简塑盘大棚早育苗，使水稻育苗技术提高到

一个新的阶段。全镇水稻平均单产突破1500斤／亩。

2001年2月，吉林市大成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落户江密峰，该

公司立足于江密峰，．辐射周边乡镇j是以生产绿色大米、有机大米等绿色

系列食品为主的环保型企业。该公司的投产为全镇农业产业化发展带来契

机，为有“贡米"之称的江密峰大米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

江密峰地处半山区，林业资源非常丰富，主要以天然次生林为主。林

地总面积17589．3公顷，其中国有林地面积7185．7公顷，集体林地面积 -

10403．6公顷。天然林5360公顷，人工林1452公顷。木材蓄积量为48万 一

立米，其中人工林71250立方米，天然林409431立方米，森林覆盖率56．4％，√

年采伐量2000立方米。

1 986--2002年共植树造林549公顷。

江密峰镇乡镇企业在1986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1992年，

镇办集体企业由1985年的8户发展到16户，数量翻一番。产值由1985年

的125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889万元，增长3．5倍。1984年吉林省松源

洗衣机厂落户江密峰后，带活了一批镇办企业。1994年江密峰镇被省政府

批准为省级乡镇工业小区。镇党委在积极抓好招商引资的同时，对原有集

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民(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2002年，

全镇民(私)营企业31户，-r-_』k总产值达到24300万元，增加值实现7300

万元，上缴税金1 59万元。

江密峰镇是农业大镇，1979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耕

者有其田"。中央提出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三十年不变，让农民吃了定心丸。

由于农村政策的稳定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普及与应用，我镇粮食产量逐

年上升。1985年粮食总产1．3万吨，2002年粮食总产达到3．1万吨，粮

食产量翻了一番多。
’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我镇进行。税费改革后，全镇农民整。

体负担下降40％。

多种经营生产在我镇有着良好的传统。几年来，养牛、养猪、养禽、

养蚕、食用茵、果树、木材、养鹿等多种经营生产，得到快速发展。在吉

林市永利庇业公司带动下，成鹿年存栏逾千头。石咀子村小唐坊，茶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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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等果树专业屯已形成规模。以蚕场为中心的柞蚕生产，已成为我镇的

优势产业。全镇2002年多种经营收入达到3900万元。

改革开放以来电力通讯事业得到快速发展。1986年售电量500万千瓦／

时，到2002年的年售电量800千瓦／时。1986年用电户7000户，2000年

达到10500户，供电可靠率达98．4％，全镇共有变压器244台，总容量为

13875千伏安。lO千伏配电线路总长148．48公里，低压线路总长602公里。

农村电网改造于2002年开始，现已在全镇铺开。

1995年电话程控设备开始装机，到2002年程控电话遍布全镇27个村，

1个街道，电话装机户3960户。2002年中国铁通公司在江密峰开设程控电

· 话通讯业务，现已装机800门。

移动通讯始于1996年，现有中国电信塔台两处，中国联通塔台两处。

全镇各村除南沙、中沙、新道等村以外移动电话均有网络。

小城镇建设发展迅速，中心集镇的作用和优势日渐突出。到2002年街

内有楼房51栋，建筑面积2．48万平方米。1995年开始镇政府综合楼、商

贸楼、农贸市场等相继改造完成，江密峰街内的面貌焕然一新。

以农贸综合市场为中心的商业店铺，遍布主街两侧。到2002年有集体

商业42户，个体商业199户，个体服务业44户，个体餐饮业13户。

1985年江密峰农贸市场年商品成交额为36万元，到2002年商品成交

，额达到1096万元，17年增加20倍。

全镇教育事业在改革中稳步发展，1986年初，江密峰有中学6所，小

学29所，学前班6所，中、小学、‘幼儿园教师400余人。从1998年开始

．调整学校布局，合班并校，通过四次布局调整，到2002年末，全镇设中学

2所，小学19所，幼儿园1所。中小学校舍全部砖瓦化，3所学校建有电

教室，7所学校建有微机室，各校均设有综合室。中小学在编教师263人，

^在校中小学生3607人，入园幼儿213人。

。 1989年9月在中心校开设珠脑速算班。1993年开始在全镇普及，到2002

年已有5千多名学生参加珠脑速算学习。

1989年以来，参加珠脑心算国际国内比赛46次，多次囊括团体总分第

一名，多次获得单项冠军，选手获国际奖励4人次，国家级奖励29人次，

省、市、县奖励25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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