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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县志

有耖九霞

．通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刘福德主编



序

通化县于光绪三年(1877年)设治，为东边第一大

县。地域广阔，山川锦秀，资源丰富，人杰地灵，是东边

政治、经济、军事、交通之重地。一百多年来，朝代更

迭，时空变换，异族入侵，兵匪为患，天灾人祸，历经沧

桑。为捍卫这方土地，在反侵略、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

中；为开拓这方土地，。在兴办教育、发展工业、繁荣商贸

的建设中， 曾涌现出无数爱国先烈、英雄楷模、仁人志

士、社会贤达，其业绩流芳千古，其经验可资借鉴。

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始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止，曾四次编修《通化县志》，在人文历史、自

然风貌、风俗民情等诸多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但由于

受时代、观点的局限，尚有轻重倒置、是非混淆、褒贬失

度之处。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编修新的《通化县志》是

通化县两个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o ，
．

1981年5月成立了县志编修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不

辞辛劳，翻阅档案，摘抄资料，广征博采，去伪存真，正

本清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用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历时一十五载，七易其

稿，一部138万字的新编《通化县志》付梓问世。这是通

化县人民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大成果，是通化县人民的

一件大喜事。
。

新编《通化县志》内容翔实，包罗万象，纵贯古今，

横跨百科。是通化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史，．7
． 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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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化县风土人情、地理自然的演变史，是一部全面、系

统、准确的通化县百科全书。它将为我们了解县情、研究

县情，制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为推

进改革开放，建设经济强县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全县人民

爱祖国、爱家乡的重要乡土教材，它将激励全县各族人民

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o

相信，在新的征途中，通化县25万人民，为建设经

济繁荣、文化发达、富裕幸福的通化县而拼搏奋斗，谱写

新的篇章。

中共通化县委书记 陈宝华

通化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咭贵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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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地方志办公室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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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新编《通化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

物、附录组成。概述，综述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

贯古今，记叙建县以来大事要事；专志横列门类，纵述史

实，设建置、自然环境、人口民族、政党群团、政权政

协、政事记略、司法、民政、、劳动人事、军事、农业、林

‘业，、水利、畜牧、土特产、工业、能源、交通邮电、城建

，环。保。o商业、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社会27篇165章460节；人物，设人物传
、人物传略及烈士英名录；附录收录建县、析县等重要资

料。

二、本志贯穿古今，详今略古。上限自公元1877年，

对某些需要溯源的事物，则适当上溯；下限至．1985年o
，6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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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

与现状。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记和有关专
__卜．

，心。

四、专志按事物性质设篇章节，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

统限制。相同事物，不论隶属何部门，‘均编入同一篇章。

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

’裁，以志为主体o
‘

六、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编年体
、。 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为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



作评述o ’

七、政区、地名及机关名称，均以当时称谓为准。必

要时加以夹注o

八、建国后的各类数字，以县统计局数字为准。

九、数字用法执行<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o

十、历史纪年：清末前朝代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华

民国时期公元纪年夹注民国纪年；东北沦陷后一律使用公

元纪年。

十一、数字书写：凡有统计意义者均用阿拉伯数字，
其余用汉字；朝代纪年一律用汉字，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

伯数字。 ．

十二、人物：以生不立传为准则。立传人物依据本县

籍为主，亦载入少数在本县有较大贡献的外籍人或客居本

县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央、省、市档案馆， 图书

馆，正史、旧志及有关报刊，有关人士回忆录等，经考证

鉴别后分别载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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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族构成⋯⋯⋯⋯⋯⋯⋯⋯⋯⋯⋯⋯⋯⋯⋯⋯。⋯⋯⋯⋯⋯⋯⋯⋯·(80)

第二节 民族分布⋯⋯⋯⋯⋯⋯⋯⋯⋯⋯⋯⋯⋯⋯⋯⋯⋯⋯⋯⋯⋯⋯⋯⋯⋯(80)

第三节 少数民族简介⋯⋯⋯⋯⋯⋯⋯⋯⋯⋯⋯⋯⋯⋯⋯⋯⋯⋯⋯⋯⋯⋯⋯(81)

第七章计划生育⋯⋯⋯⋯⋯⋯⋯⋯⋯⋯⋯⋯⋯⋯⋯⋯⋯⋯⋯⋯⋯⋯⋯⋯⋯⋯⋯(84)

第一节 生育政策⋯⋯⋯⋯⋯⋯⋯⋯⋯⋯⋯⋯⋯⋯⋯⋯⋯⋯⋯⋯⋯．．，．⋯⋯⋯(84)

第二节 节育措施⋯⋯⋯⋯⋯⋯⋯⋯⋯⋯⋯⋯⋯⋯⋯⋯⋯⋯⋯⋯⋯⋯⋯⋯⋯(84)

第三节 晚婚优生⋯⋯⋯⋯⋯⋯⋯⋯⋯⋯⋯⋯⋯⋯⋯⋯⋯⋯⋯⋯⋯⋯⋯⋯⋯(85)

第四篇政党群团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通化县地方组织⋯⋯⋯⋯⋯⋯⋯⋯⋯⋯⋯⋯⋯⋯⋯⋯⋯⋯⋯(89)

第一节 党的建立和发展⋯⋯⋯⋯⋯⋯⋯⋯⋯”“⋯⋯⋯⋯⋯⋯⋯⋯⋯⋯⋯··(89)

第二节．历次党代会⋯⋯⋯⋯⋯⋯⋯⋯⋯⋯⋯⋯⋯⋯⋯⋯⋯⋯⋯⋯⋯⋯⋯⋯(93)

第三节 组织建设⋯⋯⋯⋯⋯⋯⋯⋯⋯⋯⋯⋯⋯⋯⋯⋯⋯⋯⋯⋯⋯⋯⋯⋯⋯(96)

第四节 思想建设⋯⋯⋯⋯⋯⋯⋯⋯⋯⋯⋯⋯⋯⋯⋯⋯⋯⋯⋯⋯⋯⋯⋯⋯⋯(102)

第五节 作风建设⋯⋯⋯⋯⋯⋯⋯⋯．．．．⋯⋯⋯⋯⋯⋯⋯⋯⋯⋯⋯⋯⋯⋯⋯⋯(106)

第六节 统一战线⋯⋯⋯⋯⋯⋯_⋯⋯⋯⋯⋯⋯⋯⋯⋯⋯⋯⋯⋯⋯⋯⋯⋯⋯(108)

第七节 纪律检查⋯⋯⋯⋯⋯⋯⋯⋯⋯⋯⋯⋯⋯⋯⋯⋯⋯⋯⋯⋯⋯⋯⋯⋯⋯(110)

第八节信访⋯⋯⋯⋯⋯⋯⋯⋯⋯⋯⋯⋯⋯⋯⋯⋯⋯⋯⋯⋯⋯⋯⋯⋯⋯⋯⋯(111)

第二章中国国民党通化县党部⋯⋯⋯⋯⋯⋯⋯⋯⋯⋯⋯⋯⋯⋯⋯⋯⋯⋯⋯⋯⋯(116)

第一节 组织⋯⋯⋯⋯⋯⋯⋯⋯⋯⋯⋯⋯⋯⋯⋯⋯⋯⋯⋯⋯⋯⋯⋯⋯⋯⋯⋯(116)

第二节 活动⋯⋯⋯⋯⋯⋯⋯⋯⋯⋯⋯⋯⋯⋯⋯⋯⋯⋯⋯⋯⋯⋯⋯⋯⋯⋯⋯(117)

第三章群众团体⋯⋯⋯⋯⋯⋯⋯⋯⋯⋯⋯⋯⋯⋯⋯⋯⋯⋯⋯⋯⋯⋯⋯⋯⋯⋯⋯(118)

第一节 工人组织⋯⋯⋯⋯．．．⋯⋯⋯⋯⋯⋯⋯⋯⋯⋯⋯⋯⋯⋯⋯⋯⋯⋯⋯⋯(118)

第二节 青少年组织⋯⋯⋯⋯⋯⋯⋯⋯⋯⋯⋯⋯⋯⋯⋯⋯⋯⋯⋯⋯⋯⋯⋯⋯(120)

第三节 妇女组织⋯⋯⋯⋯⋯⋯⋯⋯⋯⋯⋯⋯⋯⋯：⋯⋯⋯⋯⋯⋯⋯⋯⋯⋯”(121)



4 通化县志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五篇政权政协

第一章权力机关⋯⋯⋯⋯⋯⋯⋯⋯⋯⋯⋯⋯L⋯⋯⋯⋯⋯⋯⋯⋯⋯⋯⋯⋯⋯⋯·

第一节参议会⋯⋯⋯⋯⋯⋯⋯⋯⋯⋯⋯⋯⋯⋯⋯⋯⋯⋯⋯⋯⋯⋯⋯⋯⋯⋯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三节 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章行政机关⋯⋯⋯⋯⋯⋯⋯⋯⋯⋯⋯⋯⋯⋯⋯⋯⋯⋯⋯⋯⋯⋯⋯⋯⋯⋯⋯

第一节 清末县衙⋯⋯⋯⋯⋯⋯⋯⋯⋯⋯⋯⋯⋯⋯．．⋯⋯⋯⋯⋯⋯⋯⋯⋯⋯·

第二节 民国县政府⋯⋯⋯⋯⋯⋯⋯⋯⋯⋯⋯⋯⋯⋯⋯⋯⋯⋯⋯⋯⋯⋯⋯⋯

第三节 伪县公署⋯⋯⋯⋯⋯⋯⋯⋯⋯⋯⋯⋯⋯⋯⋯⋯⋯⋯⋯⋯⋯⋯⋯⋯⋯

第四节 国民党县公署⋯⋯⋯⋯⋯⋯⋯⋯⋯⋯⋯⋯⋯⋯⋯⋯⋯⋯⋯⋯⋯⋯⋯

第五节 县人民政府⋯⋯⋯⋯⋯⋯⋯⋯⋯⋯⋯⋯⋯⋯⋯⋯⋯⋯⋯⋯⋯⋯⋯⋯

第六节 乡镇政府⋯⋯⋯⋯⋯⋯⋯⋯⋯⋯⋯⋯⋯⋯⋯⋯⋯⋯⋯⋯⋯⋯⋯⋯⋯

第三章人民政协⋯⋯⋯⋯⋯⋯⋯⋯⋯⋯⋯⋯⋯⋯⋯⋯⋯⋯⋯⋯⋯⋯⋯⋯⋯⋯⋯

第一节历届委员会⋯⋯⋯⋯⋯⋯⋯⋯⋯⋯⋯⋯⋯⋯⋯⋯⋯⋯⋯⋯⋯⋯⋯⋯

第二节机构设置⋯⋯⋯⋯⋯⋯⋯⋯⋯⋯⋯⋯⋯⋯⋯⋯⋯⋯⋯⋯⋯⋯⋯⋯⋯

第三节 主要活动⋯⋯⋯⋯⋯⋯⋯⋯⋯⋯⋯⋯⋯⋯⋯⋯⋯⋯⋯⋯⋯⋯⋯⋯⋯

·第六篇政事记略

第一章土地革命时期⋯⋯⋯⋯⋯⋯⋯⋯⋯⋯⋯⋯⋯⋯⋯⋯⋯⋯⋯⋯⋯⋯⋯⋯⋯

第一节抗俄斗争⋯⋯⋯⋯⋯⋯⋯⋯⋯⋯⋯⋯⋯⋯⋯⋯⋯⋯⋯⋯⋯⋯⋯⋯⋯

第二节 农民暴动⋯⋯⋯⋯⋯⋯⋯⋯⋯⋯⋯⋯⋯⋯⋯⋯⋯⋯⋯⋯⋯⋯⋯⋯⋯

第二章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节 辽宁省临时政府⋯⋯⋯⋯⋯⋯⋯⋯⋯⋯⋯⋯⋯⋯⋯⋯⋯⋯⋯⋯⋯⋯

第二节 通化县伪县长徐伟儒被击毙⋯⋯⋯⋯⋯⋯⋯⋯⋯⋯⋯⋯⋯⋯⋯⋯⋯

第三章解放战争时期⋯⋯⋯⋯⋯．．．⋯⋯⋯⋯一⋯⋯⋯⋯⋯⋯⋯⋯⋯⋯⋯⋯⋯⋯·

第一节 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四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第一节 镇压反革命⋯⋯⋯⋯⋯⋯⋯⋯⋯⋯⋯⋯⋯⋯⋯⋯⋯⋯⋯⋯⋯⋯⋯⋯

第二节 “三反”“五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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