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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珠乡志》是按龙潭区地志办统一部署编写的，是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

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继承与

创新相结合的方法，力求全面准确的反映金珠乡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体现本乡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坚持做到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本续志主要采用述、记、表、图四种体裁，记述了金珠乡

党委、政府沿革简介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委、政府在政治文明、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经验。

本乡志资料来源于乡档案室及相关部门供稿的整理。

相信此书真实地记述了金珠乡1986年至2002年的全方位

状况，可以作为较完整的历史资料，为后人所用。

书中定有不到之处，恭请指正。

孙志刚

2003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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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时间，上限自1986年1月1日开始，下限至

2002年末。

二、本志编写体例以篇、章、节为序。本志除序言、概述、

大事记以外，设有续志3篇、13章、34节，全志约5万字。

三、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采用公元记年。

五、本志内容可为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供借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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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珠乡位于吉林市正北方，距龙潭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十三

公里。东经1 2 5。9 8，--1 2 0。1 27，北纬4 3。7 6 7—4 3。387。金

珠东临江密峰镇，北于乌拉街满族镇的亚复村牛家村接壤，西

以第二松花江为界，与九站高新开发区隔江相望，南靠龙潭区

江北乡北山村。新建成的202国道和原有的吉哈铁路平行从金

珠乡中部南北方向穿过。

金珠乡境内幅员面积139平方公里。地形特点是东高西氐，

山形多低缓，最高峰的石场山海拔高度341．9米，其余山地平

均高度为2 00一2 5 O米之间，南北走向的吉哈铁路将全乡平原与

山地分开，即路东为山地，路西为冲击平原。

第二松花江从南向北流经金珠乡的安达、南兰、岗子三个

村。自古松花江是东北水路交通要道，大小商船及小渔船往来

吉林、哈尔滨之间。建国后曾有小轮船通航。1965年停止航行。

近年来在吉林市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划和严格治理下，第二

松花江的水质大有改善，江水清澈，鱼、虾种群数量逐年在增

多。

金珠乡的内陆河有三条：金珠河、夏大汉河、兴隆河。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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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河近年来因气1_原因加之水土保持不好．植被遭到严重破

坏，已基本断流。

金珠乡共有小二二型水库六个，其中蓄水量较大的是松树水

库，到2 0 02年底全乡有水库的蓄水量已不足十万立方米。

金珠乡地处吉林省中部，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分明。对金

珠乡农业生产危害较大的天灾是雹灾。经多年观察，冰雹多在

安达、九座、前崴子、大官屯、农林、松树及敬老院一带降下。

最大的冰雹同核桃大小差不多，最小的像黄豆粒。自1985年以

来上级人民政府给金珠乡配备了防雹炮，在人工防雹炮的作用

下，雹灾危害已得到控制，冰雹基本无法成灾。

金珠乡土地酸碱适宜，土质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平原

地带黑粘土质，种植水稻用水量小且产量较高，煮熟的米饭飘

香可口，是本地区的重要水稻产区。山区土地多为黄粘土，腐

植层平均厚度2O厘米，适宜种植玉米、大豆、谷子等。

金珠乡所辖九座、安达、南兰、岗子、荒地、金刚、金珠、

四间、石砬子、黑顶子(黑顶子村是在2000年6月区划后，由

江密峰镇划归金珠乡)、东风、松树、农林13个村，48个自然

屯，农业人口1 8，729人，耕地面积2，9 8 9．2 4公顷。金珠乡是

多民族居住区，民风淳朴，民间传统艺术源远流长。有满、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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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中以满族人口为数最多，

次是朝鲜族，朝鲜族人主要居住金珠乡的金刚村和九座村的

社。

金珠乡虽然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由于金珠乡党委、乡

府注重抓了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

的企业和个人来金珠洽谈办企业。

截止到2 002年底末，金珠已有民营企业5户，实现年产值

4，5 00万元，2 002年乡财政收入已达1，7 7 0，000．00元，农村人

均收入2，9 49．O 0元。 移

新世纪，我国全面加入世贸组织，给金珠乡也带来了发展

的机遇和挑战。金珠乡人民欢迎有识之士来我乡投资经商，大

展宏图。金珠乡人民将热忱竭诚为您服务，共创金珠乡美好的

明天。

▲1}■



1 992年主要工作任务：

发挥我乡农业生产上的优势，紧抓农业生产不放，开展科

学种田走新路，实行科技扶贫，强化企业内力，向管理要效力，

突出养殖业。发展蛋鸡，稳定养猪业，加强对政府各项工作的

领导，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1 993年主要工作任务：
爹，．i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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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使农民真正增产增收，切实有效做好扶贫工作。

1 997年主要工作任务：

积极推广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全乡经济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依治乡工作开展，不断完善

民主法制建设。

1 998年主要工作任务：

下大力气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完善环境建设，彻底转

变政府机关工作态度，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进行转变。本年的工

业总产值要达到23，660万元，年增长11．1％，农业总产值5，060

万元，年增长5％，乡镇企业总产值18，600万元，年增长20％，

全乡农民人均收入2，5 0 0元，比上年增长1 2．5％。

1 999年主要工作任务： ；。

引导农民搞好种植业调整，大力开展蔬菜种植，增产提效，

稳定养猪业，发展养羊业。

2000年主要工作任务：

继续做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抓好西部蔬菜大棚扩建工作，推广优良品种，发展特产业。

2001年主要工作任务：

提高机关人员的自身素质，增强为民服务意识，动员全体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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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广开渠道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结合本乡实际、大力

开展各种养殖业。

2002年主要工作任务：

在做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要全力做好企业的调整、

处理工作，最大限度的增加税收，增加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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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8年

1月，金珠乡造纸厂试车成功，并投入生产。

8月1 9日晚9点30分，兴华砖厂在乡中心校演出二人转时

正值停电，明月当空，有人发现正北略偏西天空中，有一白色

象月亮大小的天体，其圆面积逐渐扩大到北半边天，白色越来

越淡，中间尚有一小亮点，穿过象薄雾状看出其背后天空中的

星光，最后消散，这是自古遇到的奇特景观。

1989年

6月，政府自筹资金2万元辅设两楼的地面砖，改善了办公

环境。

7月，自筹资金2．5万元安装了自来水彻底解决了职工用水

难的问题。

1990年

5月9日下午3点4 o分，松树村郑忠远家失火，烧毁人工

森林0．5公顷以及樟子松等幼树8 0 0余株。区公安局、郊区林

保科、金珠派出所、乡机关干部、各校领导、江北林场、各村

干部近350人到松树村召开现场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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