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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区志》终于

问世了，在龙潭区续志编修办公室的指导

下，在管理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

与辛勤努力下，我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志

书编修工作任务。

在此书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尊重

历史、尊重科学，坚持实事求是、求真索

实的原则，将天太经济管理区成立三年以

来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

面的事实真实地记录在册。天太经济管理

区特殊的情况，决定了天太志的特别之处，

编委会并没有将天太经济管理区成立之前

的内容作以记述，只是将其成立之后各项

事业发展与建设写在其中。同时也着力突

出了管理区区域建设等方面具有时代特色

的工作。

天太管理区成立时间较短，正。处于各

项事业的发展与体制的转型阶段。 由村级



项事业的发展与体制的转型阶段。 由村级

制度到乡镇制度的转变使得天太经济管理

区的名字倍受瞩目。 因而，真实、详尽、

理性和现实地记录这个新兴的试点小城镇

自成立以来发生的一切变革和发展情况意

义重大，《天太经济管理区志》的编纂十分

必要也势在必行。

在各方关注与与配合下，经相关工作

人员细致全面编写与整理，基本实现了在

篇目设置上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志书内

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天太经济管理区的

情况， 以期实现“存古鉴今，惠及后人”

的目的。希望此志能给予读者一定的借鉴

与参考，有疏漏与差错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火邮弘眵明1年
?强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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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志》编纂的指导

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多种编纂体裁，力求

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志书记事年限上限为天太经济管理区成

立之初的1 9 99年9月1 3日，下限为2 0 02年1 2

月3 1日，部分延至2 0 0 3年。

三、记事空间是以1 9 9 9年龙潭区行政区划为

准。

四、志书采用记述文体∥运用述、记、志、
· 图、表等形式进行编纂。

五、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志设序言、凡例、

概述、大事记、建置、自然地理、基本国策、基

础设施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人

物和编纂始末等部分。正文采用章节体编纂，．志

共设9篇；4 0章，1 0 7节，文字总量逾5．4万字。



六、本志使用的主要数据，均由天太经济管

理区统计部门及相关部门提供，在此仅供参考。

七、使用的地名、机构名及各类专用名称写

全称或简称。志书引文忠于原文，对原文中的错

字予以矫正，使用简化字。

八、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志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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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吉林市龙潭区天太经济管理区成立于1 9 9 9年

9月1 3日，是吉林市人民政府1 9 99年5月1 0、日

批准成立的新兴小城镇试点单位之一。正科级建

制，隶属于龙潭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独立行

使乡(镇)级管理权限。管理区政府所在地为天

太龙山路北侧。

1 9 5 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天太原名荒山嘴

子村，辖区包括现在的龙潭乡大砬子村、北甸子

村和丰满区江南乡裕民村。1 9 5 8年后，划归龙潭

山人民公社(现龙潭乡)，改称天太大队(天太村)，

直至1 9 9 9年改称天太经济管理区。

天太经济管理区位于吉林市城区东部，地处

北纬4 3。5 2 7—4 3
o

5 5 7，东经1 2 6
o 3 7 7—1 2 6

。4 1 7之间。南与丰满区江南乡接壤j东与江密

峰镇唐坊村相邻，北与龙潭乡大砬子村一岭相隔，

西与龙东城区交叉分布，延伸到龙潭山脚下。有图

们至乌鲁木齐公路线(3 0 2国道)纵贯全境，境

内有吉林市交警支队设立的交通检查站、东出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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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是吉林市东部出口的交通要地。

天太经济管理区地处长白山余脉，境内山地

多，平地少，且无高大山峰，属丘陵地貌，山多

为东西走向。下辖1个行政村，8个社(包括一

个果树专业社)，总人口7 5 2 O人，t农业人口2 5 O O

人，总户数1 9 O 0户，区域面积7平方公里，耕

地面积1 1 7公顷，人均占有土地面积o．7市亩。

管理区成立之初共有行政编制人员1人，下

设有3个办公室，分别为综合、经济、财政办公

室。至2 0 0 3年初，管理区共有工作人员1 5人，

其中行政编制6人，领导职数5名，下设4个办

公室，为综合办、经济办、财政办和计生与社长

办公室。居民户口管理均在龙潭区榆树沟街道派

出所管理，土地由龙潭区土地局管理，房产管理

划归市房产局乡镇管理处江密峰房管所管理，农

电划归龙潭区城郊供电局龙潭供电所，婚姻登记

由龙潭区民政局管理，人员编制、工资等归口管

理，福利及日常工作归管理区政府。

天太经济管理区有着紧邻城区，毗邻化工城

的地缘优势，有着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的环境优

势。根据这种得天独厚的实际条件，在管理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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