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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均躅薇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人口 青龙满族自治县地处山

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地处东经118。337～

119。36，，北纬40。05’～40。377。东和东北与辽

宁省绥中、建昌、凌源县相连，西和西北与宽

城满族自治县接壤，南隔长城与抚宁、卢龙、

唐山市迁安、迁西县毗邻 。

1990年全县设9个区、6个镇、36个乡、

1个街道办事处、3个居 民委员会、419个村

民委员会。总人口516789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21418人，占总人口的4．9％。满族336071

人，占65％；汉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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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县 区 概 况

蒙古、藏、苗、壮、朝鲜、侗、瑶、白、土家等lo

个民族814人，占0．2％。总人口中具有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的1275人，占0．25％；具有高

中文化程度的29701人，占5．74％。全县农

村劳动力总数19．1万人，从事农林牧副渔生

产的占87．5％。

县境东西长88公里，南北宽58公里，总

面积3510平方公里。其中山场面积406．3万

亩，占77．2％；耕地面积52．9万亩，占10％。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人均耕地1．01

亩，人口密度为147人／平方公里。

建置沿革商代属孤竹国，西周时属孤

竹。春秋时为山戎国地。战国时属燕国。秦、

西汉属右北平郡，东汉为幽州辽西郡。三国、

魏、西晋为幽州右北平郡，东晋属幽州辽西

郡，南北朝时为平州辽西郡，北齐入肥如为北

平郡。隋开皇元年(586)，废肥如入新昌。隋

开皇十八年(598)，属平州。隋大业元年(605)复为北平郡，后又废北平郡为柳城郡。

唐肃宗元年(758)，改柳城郡为营州。五代十国属契丹势力范围。辽时，东为潭州龙山县，

西属平州安喜县。金代废潭州龙山县入利州。元代东部为大宁路龙山县，中西部属永平路。

明洪武中废龙山县遂分属永平府抚宁县和迁安县。清初(1670)，户部奉旨把冷口外土地划

给正蓝旗和镶白旗，此时青龙东属临榆、中属

抚宁、西属迁安。民国元年(1912)，仍属临、

抚、迁三县，为直隶省永平府管辖，后归直隶

省津海道。民国19年(1930)，析上述三县长

城北地区置都山设治局，驻地双山子。民国

22年(1933)，废都山设治局始建青龙县，驻

地大杖子，隶属伪满州国热河省。青龙县因境

内青龙河而得名。民国30年(1941)，中国共

产党创立抗日政权，建立迁青平联合县，属晋

察冀边区冀东区。民国32年(1943)，建立凌

青联合县属第三专区。民国35年(1946)1

月，正式建立青龙县，驻地双山子，隶属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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