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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惠县志

王振华

修史编志，明察历史，启示后人，良举伟业。《德惠县志》，三订纲目，七

易其稿，十载耕耘，在全市90万人民即将迎来新世纪曙光的期盼之年，终于

付梓问世了。这是一件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大事，可喜可贺!

德惠1910年置县，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据考，1930年县公署曾计

划修志，因“九·--A．”事变，计划夭折。1984年，中共德惠县委决定成立

专门修志机构，开始筹划第一部《德惠县志》。这次编修县志，详今略古，上

至清代，下限1988年。编修人员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广泛深

入细致地查阅档案资料和调查走访，搜集了大量资料，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

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鉴别，去芜存菁，去

伪存真，努力还其历史原貌j特别是对建国以后的史料，以中共中央《关于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客观地记述了建国40年来德惠取得

的成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借鉴历史，绘制德惠未来发展蓝图提供

了较为翔实的史料和参考依据。本志所载历史上德惠人民那种不畏强暴、反

抗外来侵略、誓死捍卫家园、反对腐朽势力、争取解放、勤劳质朴、艰苦创

业的精神，后人当永志不忘。 厂、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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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志书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客观认识德惠、了

解德惠的一部很好的教材。对培养家乡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热爱家乡、建

设家乡的高尚情操，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值此方志成书之际，我谨代表中共德惠市委、德惠市人民政府向为编纂

本志书付出心血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因志书纵贯古今，横涉

百科，历史跨度大，包括门类多，又无旧志借鉴，加之资料不全，编修人员

几经变动，难免有漏误之处，诚望读者指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启迪，是哲思，是憧憬。

199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德惠撤县设市，为德惠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

的条件。让我们在中共德惠市委的领导下，鉴古知今，继往开来，齐心协力，

为推进我市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步伐，开拓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工作，

在德惠这块物宝天华、英杰辈出的黑土地上，谱写出更加灿烂的新篇章!



德惠县志

例

一、《德惠县志》的编纂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贯彻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记述全县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与现状。

二、志书上限一般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德惠设治开始，下限到1988

年末。

三、全志由概述、各专志、人物、大事记、附录五部分组成。概述列志

书之首，综述县情；各专志不论其现行隶属关系如何，一律按事物性质，横

列门类，纵述史实，共设29篇140章475节。入志人物以本籍为主，本着

“生不立传"的原则，按革命烈士、革命干部(正县职)、名人及能工巧匠分

类作传。大事记，纵古贯今，记述境内有人类开垦以来的大事要事。附录列

志书之尾，收录不便纳入正文的重要史实，凡专志篇中已有附记，不再赘述。

四、本志采用记、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以文字记述为主，

表、图及照片分别附于志前或插人有关篇章。

五、资料力求翔实、准确。除概述和各篇无题文字有叙有议，叙议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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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余均采用记述体。不空发议论，用资料表述，寓观点于记

人志的资料，除各个部门提供外，大部分来自省、市、县或夕

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一部分取之于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口碑资料。

六、志中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朝代通称，年、

字，括注公元纪年。凡同二朝代、同一年号在一处连续出现时，

注公元纪年，余者不再加注。辛亥革命后，用公元纪年，年、月

拉伯数码。

志中所称解放前或解放后，系以1947年10月20日德惠县城

为限。

七、志中的县城，1936年4月前指大房身；1936年4月后即指今德惠镇。

凡今地名与原地名有异者均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以后出现则不再加注。德

惠镇内街、路、胡同名称多次易更，本志仍按原名称编写，为方便读者，把

1983年政府审定的名称和原名称对照表附于城建篇中。

八、数据来源，解放前以档案材料为据，解放后一般以县统计局数字为

准。统计局没有的，再用各有关单位的数字。计量单位(土地面积采用市制

地积计量单位亩)一律采用国家统一规定计量单位。对解放前资料中采用的

计量单位，不易换算的仍保留原资料计量单位。

九、志中数字和百分比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4位及4位以上的数字采

用了3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用空半格分节。5位以上的数字用万或亿作单

位。

十、志中凡未注明货币种类的，均已折成现在流通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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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间房灌区 ⋯⋯⋯⋯⋯⋯⋯⋯⋯⋯⋯

大岗灌区 ⋯⋯⋯⋯⋯⋯⋯⋯⋯⋯⋯⋯

张家屯灌区 ⋯⋯⋯⋯⋯⋯⋯⋯⋯⋯⋯

五家子灌区 ⋯⋯⋯⋯⋯⋯⋯⋯⋯⋯⋯

／J,型灌站 ⋯⋯⋯⋯⋯⋯⋯⋯⋯⋯⋯⋯

开发地-F水灌溉 ⋯⋯⋯⋯⋯⋯⋯⋯⋯

高城子水库⋯⋯⋯⋯⋯⋯⋯⋯⋯⋯⋯

跃进水库⋯⋯⋯⋯⋯⋯⋯⋯⋯⋯⋯⋯
红旗水库⋯⋯⋯⋯⋯⋯⋯⋯⋯⋯⋯⋯

“七·一”水库 ⋯⋯⋯⋯⋯⋯⋯⋯⋯

／J,(Ⅱ)型水库 ⋯⋯⋯⋯⋯⋯⋯⋯⋯

(179)

(18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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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德惠县志

第一节捕捞天然鱼 ⋯⋯⋯⋯⋯⋯⋯⋯⋯⋯⋯

第二节人工养鱼⋯⋯⋯⋯⋯⋯⋯⋯⋯⋯⋯⋯

第六章水利基础工作⋯⋯⋯⋯⋯⋯⋯⋯⋯⋯⋯

第一节 水文 ⋯⋯⋯⋯⋯⋯⋯⋯⋯⋯⋯⋯⋯⋯

第二节 勘测 ⋯⋯⋯⋯⋯⋯⋯⋯⋯⋯⋯⋯⋯⋯

第七章水利管理⋯⋯⋯⋯⋯⋯⋯⋯⋯⋯⋯⋯⋯

第一节 水利行政管理机构 ⋯⋯⋯⋯⋯⋯⋯⋯

第二节 局属事企业⋯⋯⋯⋯⋯⋯⋯⋯⋯⋯⋯

第三节乡镇水利管理机构⋯⋯⋯⋯⋯⋯⋯⋯

第七篇 畜 牧

第一章畜牧资源⋯⋯⋯⋯⋯⋯⋯⋯⋯⋯⋯⋯⋯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二章 养

大牲畜资源⋯⋯⋯⋯⋯⋯⋯⋯⋯⋯⋯

家畜资源 ⋯⋯⋯⋯⋯⋯⋯⋯⋯⋯⋯⋯

家禽资源⋯⋯⋯⋯⋯⋯⋯⋯⋯⋯⋯⋯

经济动物⋯⋯⋯⋯⋯⋯⋯⋯⋯⋯⋯⋯

草场饲料⋯⋯⋯⋯⋯⋯⋯⋯⋯⋯⋯⋯

第一节 饲 养

第二节 繁 育

第三节 使 役

第三章疫病防治⋯⋯⋯⋯⋯⋯⋯⋯⋯⋯⋯⋯⋯

第一节 防治队伍⋯⋯⋯⋯⋯⋯⋯⋯⋯⋯⋯⋯

第二节 防疫、治疗⋯⋯⋯⋯⋯⋯⋯⋯⋯⋯⋯

第四章畜牧单位⋯⋯⋯⋯⋯⋯⋯⋯⋯⋯⋯⋯⋯

第一节德惠种畜场⋯⋯⋯⋯⋯⋯⋯⋯⋯⋯⋯

第二节 畜牧兽医中心站 ⋯⋯⋯⋯⋯⋯⋯⋯⋯

第三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
第四节 专业户 ⋯⋯⋯⋯⋯⋯_⋯⋯⋯⋯⋯⋯

第八篇 乡镇企业

(210)

(212)

(213)

(213)

(214)

(214)

(214)

(214)

(216)

(219)

(219)

(221)

(222)

(224)

(224)

(225)

(225)

(226)

(227)

(227)

(227)

(228)

(229)

(229)

(230)

(230)

(230)

第一章 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232)

第二章企业门类⋯⋯⋯⋯⋯⋯⋯⋯⋯⋯⋯⋯⋯(234)



第

第

一节
二节

三节

四节

五节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农业企业 ⋯⋯

工业企业 ⋯⋯

建筑企业 ⋯⋯

运输企业 ⋯⋯

商业、服务企业

主要企业简介⋯
2E 厂 ⋯⋯⋯

建材、建筑企业

乡镇企业管理⋯
管理机构 ⋯⋯

企业内部管理

第九篇

第一章所有制形式⋯⋯

第一节 国营工业 ⋯⋯

第二节 集体工业 ⋯⋯

第三节 个体手7-业 ⋯

第二章工业门类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食品工业

机械工业
五金工具
月艮装鞋巾冒

工 业

●●●●●●●●●●●●●●●●●●●●●●●●●●●●●●

●●●●●●●●●●●●●●●●●●●●●●●●●●●●●●

●●●●●●●●●●●●●●●●●●●●●●●●●●●●●●

第五节化学工业⋯⋯⋯⋯⋯⋯⋯⋯⋯⋯⋯⋯
第六节 玻璃制品 ⋯⋯⋯⋯⋯⋯⋯⋯⋯⋯⋯⋯

第七节 冶金工业⋯⋯⋯⋯⋯⋯⋯⋯⋯⋯⋯⋯

第八节建材工业⋯⋯⋯⋯⋯⋯⋯⋯⋯⋯⋯⋯
第九节木材加工⋯⋯⋯⋯⋯⋯⋯⋯⋯⋯⋯⋯

第十节其它-1-业⋯⋯⋯⋯⋯⋯⋯⋯⋯⋯⋯⋯

第三章工厂和名优产品选介⋯⋯⋯⋯⋯⋯⋯⋯

第一节工r--选介⋯⋯⋯⋯⋯⋯⋯⋯⋯⋯⋯⋯

第二节 名优产品选介 ⋯⋯⋯⋯⋯⋯⋯⋯⋯⋯

第十篇 交通邮电

第一章交通线路⋯⋯⋯⋯⋯⋯⋯⋯⋯⋯⋯⋯⋯

(234)

(234)

(237)

(238)

(238)

(238)

(238)

(240)

(242)

(242)

(242)

(245)

(245)

(245)

(247)

(248)

(248)

(250)

(251)

(253)

(254)

(256)

(257)

(257)

(259)

(260)

(261)

(261)

(266)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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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公路
铁路
航道

公路桥梁

运 输压 辅

运输212
客 运

货 运

交通管理
交通监

路政管
运输管

邮 电

机构沿

由5 政

电 信
由5电管

；具 ····································

●●●●●●●●●●●●●●●●●●●●●●●●●●●●●●●●●●●●●●●

●●●●●●●●●●●●●●●●●●●●●●●●●●●●●●●●●●-●●●●

●●●●●●●●●●●●●●●●●●●●●●●●●●●●●●●●●●●●●●●

理及征费⋯⋯⋯⋯⋯⋯⋯⋯⋯
理 ⋯⋯⋯⋯⋯⋯⋯⋯⋯⋯⋯⋯

理⋯⋯⋯⋯⋯⋯⋯⋯⋯⋯⋯⋯

●●●●●●●●●●●●●●●●●●●●●●●●●●●●●●●●●●●-●●●●●●

革 ⋯⋯⋯⋯⋯⋯⋯⋯⋯⋯⋯⋯

●-●●●●●●●●●●●●●●●●●●●●●●●●●●●●●●●●●●●●●

●●●●●●●●●-●●●●●●●●●●●●●●●●●●●●●●●■●●●●●

jI里 ····································

第十一篇 电 力

第一章 发 电 ⋯

第一节 电灯厂

第二节 火力发电

第三节 水电站

第二章 电网供电

第一节 接引国家

第二节 输变电工
第三节 配电设备

第四节 低压线路

第三章 电力平衡与

第一节 计划用电
第二节 节约用电

第四章 农电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厂 ⋯⋯⋯⋯⋯⋯⋯⋯⋯⋯⋯

电网 ⋯⋯⋯⋯⋯⋯⋯⋯⋯⋯

程⋯⋯⋯⋯⋯⋯⋯⋯⋯⋯⋯

分配 ⋯⋯⋯⋯⋯⋯⋯⋯⋯⋯

(269)

(273)

(275)

(275)

(281)

(281)

(284)

(286)

(290)

(290)

(291)

(291)

(292)

(292)

(294)

(295)

(297)

(301)

(301)

(302)

(302)

(303)

(303)

(303)

(306)

(308)

(308)

(308)

(309)

(31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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