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C，＼：。一 ￡．∑、

f、、
夕， ?
己>

、∥

一℃芎．_蔓_窖。卺
／j、j二：三o／＼=℃．7、?：‘彳一

r=—]
『015942 I
L；|j-_．．．J

／∑；、



双够鹱雠忌

／。

双阳县人民政府编
年十月

l■t_

‘o

^

}尊≯．童，J，●

nB∥。

．‘器，k口毋df
，

0I●，＼

；，4+，§日*-吼≈__

，～j，，、‘、L娃Ft墨Ⅳtt-二■，。

一
、



*

4
∞

{

目

3。

4

4 《

：、
d

。

≮
{ ：

： j

4 喜

一

前
士
日

在地名普查，完成文图表卡四项成果的基础上，·又经一年多的编

辑和补调工作， <双阳县地名志'和大家见面了。

在前阶段的普查中，我们对全县2，0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616条

地名逐个进行了核调，并按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国务院

发布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对县内部分地名

进行了更改。基本上做到了地名含意健康，读音正确，拼写规范，在

规定范围内不重名。可以说， ‘双阳县地名志'的成书，是我县地名

普查成果的集中体现。

《双阳县地名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县地名工作向标准化、规范

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志内翔实地反映了我县地理和经济状况。不

仅涉及的数据准确，而且对各自然实体，聚落的历史沿革及名称来源

都做了扼要说明。有些重要史料是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口述中所录，在

某种程度上是对史料的鼻抢救修。所涉猎的内容利于测绘、规划、公安、

户籍、邮电、交通、军事等各方面参考，并为进一步分析、探索我县

地名的形成规律奠定了基础。是一本直接为四化建设，人民生活服务

的工具书，也是补益子后的宝贵乡土资料。

‘双阳县地名志>．是我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法定性的地名专

著。共收入地图21幅，照片28帧，各类地名1，616条。其中村镇聚落

1，444条，人工建筑及自然实体107条，文物古迹18条，街路广场28条，

起地名作用的机关单位，场站等19条。全书共22万字。

凡本志涉及到的人口数，均以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为

据，全县及乡镇的综合数字皆引自县统计局1983年年报。＼
本志列入的地名，均为现行标准名称。有关满语地名，是经黑龙



江省满语研究所穆烨骏教授考证和翻译的。今后各行各业使用地名

称谓皆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改动某个地名，要按管理权限上

报地名管理机关批准，不得任意更改。 ．

本志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未进行实测，不作为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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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阳县概况

双阳县人民政府驻双阳镇，位于吉林省中部，省会长春市东南

45公里处。东濒饮马河与永吉县相望，南接磐石，西与伊通县及长春

郊区交界，北和九台接壤。跨东经125。26 7 30∥——126。007 45∥，北

纬43。16 7 26矿一43。56t 20∥，总面积为2，028平方公里。耕地124．7万

亩，其中水田66，553亩。主要农作物为大豆，高梁、玉米，谷子，水

稻。

全县有1镇15乡，160个村，1，268个自然屯，两个街道办事处，

18个居民委，共88，440户，383，269入，其中满族19，305人，朝鲜族

7，484人，回族4，593入，蒙古族94入，锡伯族1入。总人口中有非农

业人口48，157人。

双阳地处吉林准褶皱带西，东北部山地与东北平原过渡带上，境

内多为东西走向山脉。北部多花岗岩断残丘，山势低缓，海拔在300至

400米之间，南部以石灰岩侵蚀低山为主，山高坡陡，海拔在300至700

米。最高峰老道洞海拔711米。大小河流20余条，较长的两条，一是

与永吉县分界的饮马河，流经境内6个乡，85公里J二是双阳河斜穿

县内中部，流经9个乡，95公里。两河流域形成的大面积冲积平原，是

县内主要产粮区。 ．

双阳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愠1．8 3C，降水量为3／．9．4毫

米，无霜期140天，四季变化鲜明，春天多西翥风，一般2至3级．最

大可达7至8级。 ． ．

双阳境内矿藏丰富，主要有煤、铁、膨阔土，石灰石、石英石，

石英沙，磷，铅，锌，金，锑等，煤诸量近4，000万吨。石灰石储量

数十|lz-吨，其质置为全国所罕见，丰富的资源，为发展工业提供了有

利条件。县有机械、煤炭、水泥、制砖、白灰、陶瓷、造纸等工业。1983

· l ·



年工业总产值达3，839万元。

近两年来，由于全县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

民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据1983年

末统计，全县有各种类型的拖拉机1，269台，工作量达324，678标准

亩。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加快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0．088亿斤。比1982年

增长43．8％，比1978年增长200．2％，是1949年的5倍。人均收入达

530元，被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先进县黟的光荣称号。

双阳地处半山区，有利于发展林业。全县有林地77，000万亩，覆盖

率达17％。国营林场6处，年采伐量为20，000立方米，苗圃两处。双

阳培植的速生良种杨树一“双阳快杨"曾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
出。目前，全国有11个省份栽种。县内的荒山及“四旁"多已绿树成

荫。1983年被评为“绿化先进县"。

县内的水利资源正不断被开发利用。现有中型水库两座，小一

型、d"--型水库56座，已配套的11座。总库客为16，143万立方米。排

灌站3处，电机井500眼，有效灌溉面积13．9万亩。初步改变了遇雨

则涝，无雨则旱的现象，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条件。

交通运输，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公路网。有长(春)大(蒲柴

河>、双(阳)蒋(家屯)、双(阳)明(城子)，双(阳)伊

(通)等干线公路。北通吉林、长春两市，南接沈(阳)吉(林)铁

路。公路班车与外埠对流往返。平均日客流量l，400人次。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目前，城乡商业网点已

达l，682个，商品零售额1983年达1．01006亿元。比1949年增加4l倍。

对外贸易逐年增长。品种有粮豆制品，鹿茸及其副制品。此外，还有

皮毛、蕨菜等土特产品。

双阳特产——梅花鹿，国内闻名。同治中期在今鹿乡乡壬家屯崔

姓就开始养鹿，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现有国营鹿场4处，

国营林牧场兼养鹿的4处，乡社及个人鹿场45处。1983年末，存栏数

为9，800头，产鹿茸3，000公斤，远销中外。县第三魔场^鹿茸单产和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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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均居全国首位。

近些年来，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1949年全县仅有初

级中学l所，4个班，学生206人。小学122所，301个班，学生3，690

人。1983年末，已发展到有中等学校46所，92个班，学生23，472人，

农业技术和职业中学7所，学生315人，小学164所，1，735个班，学

生51，904人。城乡共有幼儿园6所，20个班，容420名学令前儿童。

现有师资3，253人，形成了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教师队伍。1983年

有255名学生考入大中专学校。

文化方面，1947年前，双阳只有l处有名无实的民众教育馆。解

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兴办了文化事业，现有文化馆、评剧团，电

影发行放映公司，新华书店，图书馆、地方戏剧团，戏剧创作组等6

个文艺团体和单位。县城有电影院、影剧院、工人文化宫三处较大的

娱乐场所，乡镇都建有文化站。乡村共有电影放映队80个，活跃了城

乡群众文化生活。1978年在县城建了一座有1，000座席，可进行篮

球、排球、乒乓球比赛的体育馆。双阳自1952年兴办有绂广播以来，

发展很快。是长春地区第一个实现广播专用线路的县份。目前乡乡有

广播放大站。1972年在县城新建一座高73米的电视塔，发射功率为

500瓦，覆盖率为74％，提高了电视的收看效果。全县的卫生事业也

在不断发展，有县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药检所、结核病防治

所，卫生学校等单位。乡镇卫生院16处，村卫生所156个，全县城乡

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病治病的网络。 近些年来， 计划生育工作也

取得了显著成绩。1983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千分之三点七

八，名列全省之前。社会福利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了不断

发展和完善。现有敬老院15处，县管社会福利院1处。有961位荣誉

军人和孤寡老人在此安度晚年。

时代在前进，事业在发展。双阳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

线指引下，为振兴中华，建设一个繁荣小康的双阳，正扬起征帆，奋

勇前进l ，



双阳县沿革

双阳是个历史久远，开发较早的地方。从近些年来，在山河．

太平、劝农等乡出土的石刀、石斧，石纺轮、石网坠、石箭镞等新石

器时期的文物来考证，在夏商之前的氏族阶段，双阳即有人类生息繁

衍，渔猎耕织。这些文物为进一步探讨，研究双阳的历史，提供了确

凿的史料。

双阳一名源于双阳河。昔年，双阳河称苏万河、苏完河、刷烟河。

此称谓皆为满语，意为河水浊黄，由此派生地名则称为酸，即“出

万”、“劂烟”的转音，当时在此居住的女真族亦称苏完部或酸部。

双阳古属肃慎。 《山海经》载。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

日不咸(即长自山)有肃慎氏之国。”讼当时不仅吉林一地，从勃海之

北至黑龙江一带皆属之。后来几经分合蜕变，成为满族力(引白金

玉黻所著‘东北通史’上编总论第1页)。从我县出土的文物及一些古

遗址位置来看，当时人类聚居点多在依山傍水之处。一是便于从事渔

猎，二是向阳避风，利于构巢居住。

公元前841年至231年，肃慎臣服于周，此地属玄菟部。秦汉之间

的500余年中，为勿吉棘辊玄菟郡，后来为扶余辽东郡。迨至晋

和十六国时，北方契丹族倔起，统驭各族，双阳地属扶余府。公元

581年至618年的隋朝时期，为勃海女真忽汗州。由于文帝时期社会的

相对安定，中原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农耕技术，随着北迁的汉族人及

官方的推广，不断传入本地，促进了北方的发展。在公元618年至907年

的唐代，本地仍属勃海忽汗州。至宋代的辽金时期，公元1211年以前

属辽东京道，黄龙府隆州，后为金上京路隆安府。如今县内尚有东营

城子，姚家城子等辽金古城址十余处。公元1279年至1368年元代90年

中，双阳县属辽阳行中书省，辽东道宣慰司开元路军民万户府。迨至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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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69年的明代初期，东北由山东布政使遥领。永乐4年(1406

年)置苏完河卫。苏完即“出万一，苏瓦延的音转。据‘吉林通志’

卷12页3载l “国初有苏完部戊子年(万历16年，公元1588年)来

归。其地即吉林城西180里之苏瓦延河，斡延即苏完之合音弦。这里所说

的国初，则指努尔哈赤开始统一东北各部时期，即万历中期公元

1593年至1596年之间。就当时来说，双阳置卫所，说明此地人烟是比

较稠密的。同时，卫的建立打破了原女真族氏族社会结构，步入了国家

机关的轨道，使16世纪的出万河卫成为此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为后来建县治奠定了基础。
’

后来，明政府感到由山东遥领东北不便其统治，于永乐9年

(1576年)设奴尔千都司统领东北，双阳即属奴尔干都司出万河卫。

公元1586年，嘉靖44年努尔哈赤起兵后，在以建州为主体的女真

族统一过程中，于次年，苏完部女真加入了建州部。 《开国方略'卷2

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万历16年(1588年)苏完部酋长索尔果率部来

归太祖，以其子费英东佐理政务力。在‘吉林通志'卷87、页l中又

载：“戍子年4月时，有酸(酸。地名>之酋长葛尔气唆几戈，率本

部军民500户归太祖。太祖以其子非英冻为大臣一。两书同记一事，

只是人名、地名的译法略有出入。可见史实是可靠的。在那个当时拥

有500户，要有两、三千之众。应该说当时双阳地方人烟较密。

清初，双阳属奉天府，至康熙15年(1767年)为吉林将军，吉林

府辖。至康熙中期(1690年左右)双阳辟为吉林至盛京的第三个驿

站。以苏万河(出万河)定名为苏瓦延站。设簟贴式、领催各1名，

壮丁50名，牛马各50，为大站建制。今日县城西南的放马岭屯，就是

当年驿站放牧之地。驿道的开通，加快了当时并不太繁荣的苏瓦延向小

集镇发展的速度。鉴于苏瓦延所处的地理位置，距府治较远，不利行

政管理。宣统2年(1910年)3月9日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清庭l

“查吉林府所治之地，周围几及一千八九百里。虽于东北已设舒兰

县，而西路由省至伊通，尚二百八十里。该处系往来驿道，屯镇相

望，向为繁庶之区。吉林府远居省垣，抚驭终嫌隔阂，应分岔路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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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之地，南抵磐石、北抵长春、西抵伊通各府州县旧界，于双阳河地

方设立一县，即名双阳县"，县名即苏瓦延的转音。同年5月22日钦

批，并委派候补知县文信为第一任知县。7月20日到任。于是年9月

11日由吉林民政司邓饬委员毓将县界勘清立案。其范围是t东以饮马

河为界，北与长春厅交界}正西以柳边为界。南以肚带河南王宝脖子岭

为界，西南以小黑顶子，三道沟诸山为界。南北长约140里，东西宽

约90里，共为13，170多方里’’(以上引自民国4年吴荣贵著‘双阳乡

土志')。其县城大体和今日相同。仅少西北石碑岭一带和北部之放

牛沟。建县后，地方以社，保，甲称之。北部为尚礼社，中部诚信

社，南部近磐石处为宽驭社。 ·

1912年，辛亥革命后，改知县为县知事。下分五个警区，每区巡

警50名。一区县城，二区长岭子，三区土顶子，四区刘家店，五区

新安堡，一个警区即一个保，下设甲。民国ls年(1929年)县公署

改称县政府，知事改称县长。
。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双阳县初期仍

为5个警区。1934年(康德元年)7月1日，又以放牛沟为中心析5

区成立6区。全县共为6保54甲。1937年(康德4年)分原6保为

21保，162甲。九台建县后，划出放牛沟所属地块。日伪为进一步加

强其统治和掠夺，于1941年将双阳和伊通两县合并，各取尾字称通阳

县。县公署驻伊通。同时将保甲改为区村制。1937年，劝农山和奢岭

划入伪新京特别市。

1945年9．月3日，日寇投降，祖国光复。我民主政府复双阳县治。同

年10月改称春阳县。迨至1946年5月，国民党魔爪伸入双阳，复名双阳

县。下设2镇(双阳、新安)7个乡110余保。1947年双阳第二次解

放，成立双阳县解放联合会，划为9区114个村。其顺序为t 1区双

阳镇(城关区)，2区烧锅街，3区土顶子，4区石溪河子、5区刘家店、

6区齐家屯，7区新安堡，8区四家子，9区长岭子。1948年我军解

放长春后，奢岭，劝农划回，此时全县为11个区，138个村。1952年

冬，奢呤，劝农两区复划入长春市。全县仍9个区，114村。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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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区政府改称区公所。1956年3月全县划为1镇(双阳镇>：

50个乡。其中大营子为回族自治乡。1958年5月并50个乡为19乡。周

年9月废乡制，全县建成10个人民公社。即：双阳镇、烧锅、土顶、

石溪、刘家、奢岭，劝农，新安，长岭，太平。下属142个管理区。．

1961年冬，将10个公社划分为15个公社。增加了双阳河，佟家、泉眼、·

齐家、四家5个公社。同时将管理区改为大队。1980年双阳镇公社改称

双阳镇人民政府。1983年12月在长岭乡搞建乡试点，翌年1月均改为

乡，·生产大队改为村。1984年5月10日为贯彻和落实民族政策，析鹿

乡、奢岭、双阳河乡成立双营子回族乡。至此，全县共为1镇15乡，160

村，i，268个自然屯，2个街道办事处，18个居民委。共88，440户，

383，269人。

考其历史，早年本地人口以满族居多，汉族在清初只占满族人

口的十之二、三。自17世纪前期，请兵大举入关以后，东北人口锐

减，地沃人稀，荒地十有五、六。此时关内北方各省由于赋税苛重

及日益扩大的土地兼并，迫使许多农民破产，沦为流民涌入东北。

1784年康熙帝曾说。 “这种流民是地方势豪侵占良田所致"。而地

沃人稀的东北，则成为流民投奔的理想去处。除其这个自然条件外，

且土地价廉，租低，更是吸引流民的根本原因。而此时东北的旗地、

官庄又苦于没人耕种，亟需汉人劳动力。因此，东北的旗民两署对流

民采取了积极态度，默认官荒私垦，这样就使流民与日俱增。

虽然满清政府对其祖宗发祥之地的吉材，筑边建台，设卡伦进

行封禁，但仍难阻其流民。“从雍正4年(1726年)至乾隆42年

(1753年)的50余年中，流入边内13，500余丁，口7，400余”(引自

三姓档69卷354页)。这只是入册之数，况尚有其数可观的未计其内。

足见此间流入之多l本地的回族也多系此间流入。地方官不顾其封

禁，认为“有民可役，有地可税"，则以“无力出走"为由上报，准其

常住。
’

在目前双阳县的1，268个村镇聚落中，形成于明代的有双阳镇，

池家店，朴家街三处。顺治年间形成聚落的有刘家店，腰官地、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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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乌龙泉等lo处。除此之外，大多数于乾隆至同治间形成聚落，同

时也说明了此间汉族流入东北之多。从其聚落形成年代来分析，靠大

路两侧形成聚落都较早。如从长岭到石溪的驿路两侧或沿其它大

路又多以××店为屯名。其次为依山近水之地。当时在双阳县的入

口有三大类别，一是清初谪戌，即罪臣、罪民贬往此地戍守，二是流

入的汉族人，三是原有的土着满族及少数锡伯族、蒙古族。迨至咸

丰年间，本地流入汉族巳大大超过了满族。

县内的朝鲜族是从1935年后(伪康德初期)由省内东部和朝鲜迁

入。人数较少，多在沿河有水田地方居住。解放后，由于兴修水利，广

种水田，始有大批朝鲜族迁入县内。原双阳县无蒙古族，于1970年左

右由西部迁入，今户不足20，人不盈百。

从新石器时期迄今，五千多年，双阳有字可查已四百余载。在

这漫长的岁月中，先辈们饱经沧桑，历尽苦难，在双阳这块古老的

土地上生息繁衍、辛勤劳动。疏导河川，变害为利，垦殖荒漠为膏胰

良田。可是继往开来的劳动者们，在苛税重租的压榨下，过着衣不遮

体，食不果腹的饥寒岁月。1947年解放后，古老的苏瓦延翻开了新的

历史篇章。建国35年来，各族人民在中共双阳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下，

写下了新的一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农商各业捷报频

传，文教卫生战线满园春色，双阳38万人民，以不断改革，不断进

取的精神，’沿着现代化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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