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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之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大量宝贵

的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作为一方“百科全书”的地方志，是这些财富与文化宝库中的一

颗璀璨的明珠冲国有编写地方志的传统，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注意，建国后，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对此更为珍视。近年来，中央领导同志先后作了许多关于继承，创新、丰富、发展地

方志的重要批示。夸喜逢盛世，科z州大地掀起了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为此，华家乡也开

展了这项工存。往多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编写人员的积极努力，广大群众的热情支
持，一部崭新的墩华家多志*，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华家乡一体令人十分兴奋的大

喜事。

这部乡志比较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华家多自然、社会、人文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盐，为华

家乡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领导千部掌握情况进行重大决策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科学靛

据；为向广大人民群农，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教

材；为各行各业从事业务研究提供了可以查考的实用资料。可以预见，这部乡志的问世，籽

有力地摊动雒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在发展生产、造福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和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诚然，这部多志还很不完备，出于辑方面条件的限截，尚存在许多缺点韶不足，诚望广

太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华家乡党委韶记 张明智

华家多党委副书记
王本臣

华家乡志编写委员会主任

九八七年六月一1=I

·l·



凡 例

华家乡I句无志书，今编乡志，实为蜘举。它是依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编地

方志工作条例》编慕而成。全书共分十二编，即概述、大事记、地理、农业、工业交通、商

业、财税、党派群团、政权，军事、文教卫生、社会。于每编之下分列章节，以迭纲举目

张。

一、志书以“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史志结台，以志为主。横排不缺，竖写不断t纵横

变叉，玫其主要。确立规范，来自实践。通合古夸，兼顾左右。有机结合，相互联系·各有

其所，是为新体”，为编排体例，先分类后分期，以类系事，事以类从。侧重于从横的方面

来反映事物的广泛性。本书采用语体文，记叙体，以志书为主，辅之以记、传、图、表、录

锌体裁和照片。图、表是分别附在各有关编、章，节中。

二、地理一编，共分九章，即建置沿革及行政区蒉4，地理概况、地貌、土壤、水源、水

支、气侯、I|然资源、自然灾害、民族人口。

三、农业一编，共分四章，即农韭、林业、畜牧、水莉。

四、工业交通一编，共=；}五章，即工业、电力、交通、邮电、乡村建设。

五、商业一编，共分四章，即商业、工商管理．食品收购．粮食·

六、财税一编，共分四章，即盒融、财政，税务、保险。

七、党派群团一编，共分二章，即中国共产党、群众团体。

八，政权一编，共分四章，即乡政权、民政、公安、司法。

九、军事一编，共分三章，即民兵武装、重大兵事、刺噩。

十、文教卫生一编，共分五章，即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a

十一、社会一编，共分六章，即民情习俗(衣食住行、婚蓰嫁娶、时令节日)、采款信

仰、行帮会道、迷信及恶风陋习，社会新风、方言、谣谚。



第一编 概 述

清嘉庆年间，有姓华的和姓石的两家来此地开荒占草， 华、石两家在新开河上搭一小
桥，叫“华石桥”。过若千年姓华的渐多，姓石的渐少，以至后来姓石的相继搬走， 。华石

桥”就改叫“华家桥”。

伪康德元年(1934年)，日本侵略者修建长自铁路。速经华家桥，并在华家桥北设一火车

站，叫“华家站”，是长春县的华家站村。华家乡位于农安甫15公里，长春北45公里之间地带，乡

政府所在地一华家站坐落在流经本乡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一伊通河的东侧。东经125。08l，

北纬44 017。。东邻滨河，前岗两乡，西界黄金乡，北与三宝、城郊两多接壤，南与新刘家乡

隔河相望。东西宽18公里，南北长15公里，全境L63平方公里。

华家开发比较早，远在嘉庆初年(1796年)就有人烟。二百年来，勤劳朴实的华家人民，

披荆斩柬耗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用汗水、用智慧、用努动，在华家

这块土地上，不断浇灌、耕耘，创造了大量、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华家的地理位置比较好，地处东北松辽平原中部，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乡内除了伊通

河自南向北穿其而过外，还有新开河、中央排水路平行自西向东流经本境。长白铁路和图乌

公哜逼经此地，变通极为便利。解放前，华家桥、华家站曾是保甲所，村公所的所在地。解

放后，华半坡曾是长农县第十区区政府所在地，而华家站则一直是公社和乡政府的所在地。

由于。F家的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自然条件较好，所以历代兵家都不放过这个地方。

日本帝国主义曾侵占过这个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电在这个地方盘踞过。解放初期，国民党不

甘心失败，曾大规模地向解放区反扑，此地曾发生过打华家桥农会、打华半坡区政府和罗家电

之战的武装斗争。

华家的客砚条件虽然优越，但解放前各项事业的发展却很缓慢。没有什么工业和商业。

文化只有几家私塾学堂。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华家的真正腾飞，还

是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新华家正在神蚍

大地冁起，一片蒸蒸日上、繁荣兴旺的景象正在华家大地展现。首先映入服帘的是高耸入云

的犬娴囱和一排排高大的厂房，这就是新兴的逢勃发展的华家多办联营企业。

l 975年9．7月问， 吉林省扶余油田钻井队在华家乡华家站村赵英屯西打成了一口28号试
验气井，1 9'TR年8月，华家乡橡胶厂开始年恫天然气当燃料生产橡胶制品。 由于天然气这一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吸引了外地一些厂家和个人纷纷前来华家联合办厂子。
从1 982年起，到1985年末止，先后有二十多个。通过联营，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1983年，

全乡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312．2万元，利润32万元。1984年，全多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550；5"

元，利润达到57．7万元。1985年，全乡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looo万元，利润100万元。

华家乡办企业的蓬勃发展， 有力地带功了农业生产。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翩的进一步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善与落实，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劳豹灼积极性。华家乡地处涝区，建目前，经常遭爱洪崭宦碍。

建国后，发挥本地水利资源的优势，大摘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085年己建有电泄站匕地，

排灌站=廛，排水千渠三条，田阔排承沟一千=百条，电机井15跟．达到麓肄雀滢．可游止

外洪内捞。在连续避受二年洪涝灾害的侍况下，农业生产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1 985年，

靛食总产最为七千多吨。本地盛产犬豆，高梁、玉米．谷子、葵花、甜菜、西瓜、香瓜等多种
作物。除了!。!胃、出臀”1_二=r外还远销农安、长春和回外各地，

华家的商业电艇发达．多有一处供销社，～处贸易货栈，村有四处分销店，大户、二户、

小学等单如还办了集体商店1个体工商户更不计其数，选布在华家各地，华家站光蔽店就有

十多处。华家的小集市电很活跃，每天上市东西选十余种，搦徕顾客上百人狄。可谓之，市

场繁茉，购销两旺。

华家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初具规模，多有初摄中学四所，职业中学一所，小学十二所，数

学点十个。共有学生3．4l 3人，教职员Z11432人。多有文化站、广播站、电影管理站。乡卫生

端，设病床十张。各列均有卫生所。

1985年华家乡辖07个直属机关单位，124-行政村，103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5个自然电-

3．5万^日(其巾满族15入，回族2人，余者皆为汉族)o

华家乡各级领导团结一致，广大量众齐心协力，觉的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曾先后在计埘

生育、乡镇企业、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多种经营、社会治安、社会保险、邮电通讯、

龟业管理、护路保路、业余教育，文艺活动、民政、武装、共青团等方面的工作中被评为

县，市、省以至国家的先进多。

而今，华家乡的领导和群众，继续沿着党的十二大指引的方向，向前迅跑l继续在华家

峡地上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绘镧最新最美的画图。



够：二编 大摩记

记 事 耐 蝴 记 事

量元l 797年 出黄：～迂飞到本地开荒l旨草

1931年 日率1》圜主义入侵

1935年1】月本地开始诬火车

1936妊l o月发生起重大火车撞架事故

1939年 伊通河发大水

1949年 实行“微谷出荷’

1940年7月发生鼠疫

1941年 实行“困兵民籍法”

1942年 实行“配给制”

1945年10月减租、减息

1946年1月农安县公安局长蹴砖仁受尊

1946年2月

1 948年7月

l 947年1月

1 947年3月

里怀司夸员之命，返回农安

附近，招集来参与叛变的原

独立八团战士和公安人}b

同时吸收部分农民近百余人

重新组建农安独立第八团，

活动在农安外围，在华家一

带歼灭了土匪4滚地雷”、

“双枪于”等绺子。

薪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从

苏北挺进东北擂，到达农安

的华家～糟，濂部份营连干

部开辟地方工作。

霍乱大发生

二纵六师进入农安城南华家

一带玻铁路

二纵四师向华家开进，歼灭

了‘}家桥一带的反动武装，

我东北民主联军一纵队攻歼

华家罗家屯之敌(国民党新

六军二t二师六十六团)

1947年10月华家解放，并建立华家区政权

T947年11月k农县第十区区政府由o}家迁

歪开安

】947年12月反奸清算

1947年冬土地改革，建立农会，连防队、

妇女会和儿童团

1947年腊月华家桥农会被由地主还乡团和

l 948年

1948年春

1949年冬

土匪组成的国民党降队打散

参军参战，成立中心校

十区区队五、六十人在华半坡

被从长春出来的新一军搜索营

包围，由于区队坚持抵抗和蒙

古骑兵团增援，打垮了新一军

搜索营，歼敌一百多人。 ．

长农县委在长农间设立了兵

掣一在年家设立了分站。组织

发动群众送军鞋、出尢车、抬

担架，征收和储备粮草，支援

解放长春。

按吉林省政府命令，将原农安

县代管长眷县的十区(开安)、

十一区(龙王)、十四区(合

隆)、卜五区(烧锅)、十六

匮(西新)划归长春县。十区

(开安)的华家村因距农安县

城较近，仍留农安县归三蛊区

管辖(华家由开安划归三宝区

管)

成立华家供销社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签名运动，出担

架，支援朝鲜战争

1991年6月镇压反革命

1951年12月开展反刘贪污、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859年1月开展反对行；!fi、反对偷税、

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材、

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

济情报的4五反”斗争

1955年 合作化运动

195 4年 建立初级社

1955年 成立_中心卫生所

1956年 建立高级社，推广农业¨L

字宪法”，成立信用社

195S年5月成立小乡

1957年 反右斗争，成立华家卫生院，

麻疹瘸火流行

1958年5,B由小乡改为大乡

1E58年9月成立华家人民公社

1958年秋大跃进，大搞钢铁、犬搞深

翻，办仝腻食堂

1998年 成立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归

县管)，成立赦老院，成立毕

家粮食所，成立华家邮局，

成立农业中学，成立拖拉机

站

1 959年 成立畜牧站、综合厂、银行营

业所、良种繁育场。

1960年 成立农安十八中(全县统一

排下来的，归县管)，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管理区

改大从，伤寒病流行，成立

农业站

1960--1962年国民经济建设处于低潮，三

年网难时期

1 961年5月召开华家公社第一届党员代表大

会

l 962年 华家道班建立，遭受旱灾，华家

管辖的金山、松柏、战家三个大
队划给黄金公社

1962年冬扶余油田来华家地震勘探

1963年 改十八中为十三申(全县排的t

归县管)，遭受旱，雹，水兰种

灾害

1964年10月召开华家公社第二属党代会

1065年6月召开华家公社第三届党代会

1965年 改农业高等专利学校为耕读高巾

(归县管)，开始办电

1965年8月四清工作队进点第一次用一0五

九农药治蚜虫

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犬抓阶级斗

争学习样板戏，搞政治挂帅，神

化领袖实行个人崇拜，知识青年

上山下多

1986年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到夫

察参观，建成王士文排涝站

1966年9月建成亮衣门排涝站

1997年春四清工作队撒点

1068年9R第一批城市下乡知识青年来华家

1969年9月召开华家公社第四届党代会

1969年秋搞大联合

1969年 十三中、耕读高中、农中合并为

华家中学

1970年 成立华家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电影放映队

1971年 成立农电所

1971年11月重建文化站(58年建过，59年取

消)
、

1973年 由综合厂殳出一个小修厂

1974年春建立知识青年第一生产大队(简



称“大户”)

1975年94华家公社第五届党代会召开

1976年 建立知识青年第二生产大队

(简称4二户”)

3．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华家人

民沉痛哀悼

t976年94 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华家

人民沉痛哀悼

1976年10月粉碎4四人帮”，华家人民

热烈庆祝

1977年 成立印刷厂

1978年8月落实政策、平反

1978年7月成立食品收购站

1979年 成立计iq生育办公室

1978年104华家公社第六届党代会召开

1979年 公社文化站幻灯队谮先后赴

县、市、省、中央汇报演出、

中央文化部门幻灯处梁处长

来华家检查指导幻灯工作

1980年4月错划右派平反，地富摘帽

1980年 成立财政所

1930年34召开华家公社第七属党代会

1 980年12月改公社革委会为管理委员会

1981年 成立华家派出所，实行经济

改革，开放自由市场，重建华家

砖厂(以前建过，下马)

1983年 在三合、站北、华半坡建立三个

中学点

1993年8YJ华家管辖的群众、长安两个大队

铷给城郊公社

1984年44改公社管理委员会为乡人民政府

各大队管理委员会改为村民委员

会

1983年10月由华家中学分出一个职业高中

1983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翩农业取

得空前大丰收

1984年 内涝，农业减产

1985年34发生特大的，百年不遇的世界罕

见的洪涝灾害

1985年 成立华家保险公司服务所

1983年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用英文版刊登

了华宗多双河川村全村参加保险

全托导到理赔的消息，全世界都
知道了华家有个双河川

1985年 兴修一条长1500米，宽8米的华家

刍街道，《吉林臣报B曾以桦
家一条街》为题报道过此消息。

第三编 地 理

镍一章建置沿萆硅行政区嘲

华家解放前嘉庆五年(1800)为长春厅恒裕乡下九甲所属，宣统三年(1911)属长春府

恒泰乡，民国三年(1914)属长春县三区合强，民国十八年(1929)属长春县五区合隆。伪

稿时期，是长春县的华家村，1946年上半年属长春县民主政府，1947年10418日，华家解放，

长农县政府，于华家建立第十区人民政府。区政府设在华半坡，114迁至开安(现新刘家壬

户窝I-)，华家仍归十区(开安)臂。区下设村，当时有九个村(即华半坡、叶小I-、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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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老边筒、亮表C1’赵明H4、双河川，王士文，赵家唐)。194e年8月16日，十区(开安)

劐归长春县，因华家距农安县城较近仍留在农安归=区(三宝)管。1955年11月，数鼓序区

为名称区，二区(三宝)，变为三宝(二区)，华家仍归三宝区管。195e年5月， 华家划为

亮表门、长安、华家站，华家桥等四个小乡，仍归三宝区瞥。10月4日，兰宝区撤销， 华家

桥、华家站二乡归开安区所辖，亮衣九，长安为县壹属多。195r年5月lo日华家桥， 华家站

也变为直属乡。7月Bo日，恢复三宝区，华家四个小乡又埘归三宝区管一1 958年5月5日华

家四个小多改为一个大多，仍归三宝区管辖。9月华家成立人民公社(由华家、 三宝区一部

分组威)。公社下设管理区，当时华家有15个管理区(即金山，三合、迟家，叶小I-、亮衣

门、富裕、战家，松柏、群众、双河川、华家站、华家桥、华半坡，边商，长安)。1961年，

公社下设的管理区改为大队，当时华家有14个犬队(即三合，迟家、长安、边岗、建华、红

星、灯塔、前进、华家站、富裕、新河、红胜、临河，群焱)。1962年，金山、携柏，战家

三十六队划给黄金公社。华家下属14个大队(即华家站、前进、亮衣门，长安、群众，边岗

新河、双河川、赵家店、华家挢、叶小h华半坡、迟家、三台)。“文化大革命”期间，

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百边夫队成立大队革命委员会。1980年12月12日公社革命委员会教为公

社管理委员会，下边大队革玲委员会，改为大队管理委员会。1983年4月1日，华家公社管理委员

会改为华家乡人民政府，下边大队管理委员会改为村民委员会。1983年3月，长安、群众二村

划给城邦乡。1985年华家乡辖3j个直属机关单位(即华家乡企业办公室，华家综合厂、华家

小修厂、华家琦厂、华家印耳4厂、华家大户、华家二户、华家农业站、华家农机站、华家林

业站、华家水管所，掣家畜牧Ao、华家配种站、华家制菜站、华家畜牧场、华家养渔池，华

宗多稚经营办公壁、华泉粮食所、华家供销社、华家食品收购站、华家银行营业所、华家信

用社、华家保险公司服务所、华家财政所、华家车站、华家道班、华家邮局、华家农电所、

华家业余数育办公室、华家职业高中、华家中学、华家中心校、华家文化站，华家广播站、

华家电彤管理站、华家卫生院、华家计划生育办公室)o 12个行政村(即双河川，新河、赵

家店，矗衣门、边岗，迟家、毕家店，叶小h、华半坡、华家桥、华家站，站北)。103个

农业生产台作社(即双河川9个、新河5个、赵家店8个、亮衣门12个、边岗e个、迟家7个、毕

家店l2个、叶小镛12个、华半坡8个、』#家桥10个、华家站。个、站北7个)。75个自然屯(即华

家站电、王象电、范家店、金玉屯、赵英屯、袁家屯，唐家屯、华家桥、夹信子、陈纸坊屯、

王士戈电、于连台屯，郝家屯、林家屯、郑大壕屯、双河川屯、张家屯、朱家屯、马家船日

，马大院、福盛公、温家够子、改新屯、疆洞子屯、王成窝^、迟家店、叶小h、刘外份子

、柳罐印子、刘家炉屯、文太屯、东西藏家屯、小山屯、二遭街，王海丰屯、逯家屯、张肉

铺、东边岗屯、西边岗屯、罗家屯，长发屯、毕家店，姜家屯、前岗子、店院子屯、任家屯

、张德顺屯、陈化山屯、拉拉屯、前赵家店、王风仁屯，后赵家店、吉家屯、王清屯、李家

屯、赵家电、华半坡，双庙子屯、连家屯，宋家屯、老店屯，张先屯、甲长屯、脒家屯、美

家店、马士奘屯、局家电，草房王，十五家屯，迟家，郑家屯、侯家屯、亮表门、拱胜屯、前
亮衣门)。3．5万人口(其中满族15人，回族2人，余者皆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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