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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位置 沿革 区划 

 

第一节    位置 面积  

 

梨树县位于吉林省西南部，东经 123°45′～124°53′，北纬

43°02′～43°46′。东与公主岭市以东辽河为界，北与双辽市毗邻，西与

辽宁省昌图县接壤，南与四平市相连。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南部低山丘陵，

中部波状平原，北部为东辽河冲积平原。 

2005年 7 月，按《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四平市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

复》（吉民行﹝2005﹞7 号），变更后，县境东至石岭镇王家沟村小官地屯，

西至刘家馆镇大力虎村陈家坨子屯，最大横距 92公里；南至石岭镇云盘沟

村黄家屯，北至小宽镇五家户村河圈屯，最大纵距 81 公里。幅员 3 757 平

方公里。 

 

第二节    沿  革 

 

从境内长山遗址考证，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梨树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肃

慎、夫余、高句丽、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迭居。清朝

初期，县境南部为盛京西流水围场一部，北部为蒙古达尔罕王游牧地。1803

年（嘉庆八年），蒙王招垦，始有山东、河北等地汉民徙入。1821 年（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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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昌图厅在梨树设分防照磨官署，辖 9 个社，驻地奉化社。1878 年（光

绪四年）设县治，名为奉化县。因与浙江省奉化县重名，1914 年更名梨树

县。 
辽金时代属韩州。治所曾多次迁徙。1150 年（天徳二年）州治所从柳河

县（今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移至九百奚营（今梨树县白山乡岫岩村偏脸城）。 

元代属开元路咸平府。 

明代废府置卫。此地属辽海卫（治所今昌图老城）。1513年（正德八年），

居住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的海西女真族塔鲁木卫一部在部落酋长祝孔革率领

下南迁至县境叶赫河岸定居，遂称叶赫部。 

清代以柳条新边为界，南部为盛京西流水围场一部，北部为内蒙古哲里

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属地。 

1821 年（道光元年）昌图厅于辖区北部设梨树城分防照磨，始定区划。

辖守善、瑞祥、新恩、惠远、永隆、太定、允顺、恩化、贞顺 9个社，472个

自然屯。  

1878年（光绪四年）设县治，名奉化县，隶属昌图府。1882年（光绪八

年）县境南部隶属伊通州。 

中华民国时期，废府、厅、州制，实行省、道、县制。1913 年（民国二

年），县境南部隶属伊通县。1914 年（民国三年三月一日），奉化县更名梨树

县。1929年（民国十八年），奉天省更名辽宁省，梨树县隶属辽宁省。 

日伪统治时期，1941 年将辽宁省北部市县设置伪四平省，梨树县为其属

县。1945年“九三”胜利后，废伪四平省，置辽北省；1949年 1月，撤辽北

省，设辽西省，梨树县隶属辽北省、辽西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4年 6月 19日，撤辽西省，同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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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划归吉林省；1956年 4月，划归吉林省公主岭专区。1958年 10月 23

日，设四平专区；1983年 8月 30日，撤销四平专区，改为地级市，实行市辖

县，梨树县隶属四平专区、四平市。 

 

附  一  梨树县名由来 

 

《奉化县志》（光绪十年版）载：“以其时此地多植梨树，因名之。”《梨

树县志》（1934 年版）载：“此地原属高句骊，苏姓得名，故地有赫尔苏、招

（昭）苏河、苏龙起等号。城在昭苏河里，故名里苏；偏脸城在河之表，故

又曰昭苏。所言梨树者，盖由里苏转音耳。” 1960 年编修的《梨树县志（初

稿）》载：“梨树城原为今县城北八里之偏脸城。因城北半里许有一棵粗大梨

树而得名。1821 年（道光元年）昌图厅设分防照磨时，拟建官署于此，故称

梨树城照磨。因城在山顶，与昌图厅往来中隔昭苏太河，需涉水跋山，甚为

不便，便在昭苏太河以南另建新城。城移地而未易名，便称新城（今梨树镇）

为梨树城。” 

《奉化县志》（光绪十年版）物产命名说有一定史实根据。因旧梨树城（偏

脸城），从明至清代不仅城北半里许有一株粗壮的大梨树，城内也多植梨树。

但《奉化县志》未确指“此地”为旧城，致使后人误为新城。故《梨树县志》

（1934年版）有“梨非本地特产，少有植者，亦非佳品。以地多植梨树命名，

此臆说也”的断语。认为梨树由“里苏”转音而来。 

《梨树县志》（1934年版）所记“此地原属高句骊”，“以苏姓得名，故地

有赫尔苏、昭苏河、苏龙起等号” 与史实不符。赫尔苏原为清代东辽河上游

（柳条新边以南）的河名，满语为海边盐池所生之草，并非高句骊时代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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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昭苏河，元代称昭苏台河。“昭苏”蒙语为“钱”，意为钱河，非高句骊

时代的河名。苏龙起是蒙语苏木之转音，为屯落之意。此地“原属高句骊”，

“以苏姓得名”，“由里苏转音”等推断，实有臆说之嫌。城移地而未易名说

较为确切。 

偏脸城为金代韩州古城遗址。元灭金后，州虽废，但州城仍为开原北上

的重要驿站——韩州站。清代前期至中期，为盛京通往黑龙江的重要驿站。

后因站废名失，当地人便因城内外有梨树，称为梨树城。古城地处交通要路，

为金代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至燕京（今北京市）必经之路。1150年（金

天德二年），因“州非冲途”，将韩州治所从当时的柳河县（今辽宁省昌图县

八面城）移至交通条件便利的九百奚营（今偏脸城）。1821 年（道光元年），

昌图厅于此设分防照磨时，驻地仍选址交通要塞上的旧梨树城（今偏脸城）。

动工建署时，发觉其与昌图厅中隔昭苏太河，交通不便，遂移至河南 4 公里

处（今梨树镇）建署，仍称梨树城分防照磨署，驻地称为梨树城。旧梨树城

则依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似偏脸，称为偏脸城。 

《奉化县志》（光绪十年版）记载：“照磨署初在梨树城，后移至县治街。”

证明梨树城与县治街本非一地。是由梨树城移至县治街（今梨树镇奉化大街）。

日伪时期日本人编写的《四平街案内》记载：“偏脸城为古之梨树城”。访当

地高龄老人证实：偏脸城即古之梨树城，因古城北有一粗大梨树而得名。 

 “物产命名说”和“城移地而未易名说”与历史相符，梨树县名源于当时

物产“梨树”较为合理。 

 

二   梨树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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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城所在地梨树镇，位于县境中南部、昭苏太河南岸，东北距吉

林省会长春市 120公里，南距四平市 15 公里。原为一小屯落，1821 年（道

光元年），照磨署移建于此，称梨树城。初期城区只有东西、南北各 2 条呈

“井”字形土街道，四周挖壕蓄水，为防御工事；壕上架桥，以通出入。

街口接民房筑土墙，置东、南、西、北 4 门，门旁设炮台。1865 年（清同

治四年），农民起义首领马国良（绰号马傻子）率部破城，墙圮门毁。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重建，夯土筑墙为城，城周长 8 010 米，墙高 4.5米，

城墙筑垛口，高 1 米。城内设马道，高 2 米。仍置东、南、西、北 4 门，

依次为启文门、拱化门、振武门、致和门。 

清代，盛京（今沈阳市）至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盛京至卜奎（今齐

齐哈尔市）2 条古道从县城通过，交通便利，商贸繁荣，故称“买卖街”。

粮栈、绸缎布匹、日用百货、杂货等商户林立，烧锅、粮谷加工和铁木、

皮麻、柳编等手工业作坊 50 余户，为周围百余里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地，

是柳条边外较繁华大型集镇。20 世纪初，长春至大连铁路通车后，四平街

商贸兴隆，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统治者基于战争掠夺，

实行经济统治，县城工商业更趋凋敝，沦为一般小集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多年改造建设，至 1986 年，城区面积由原 5

平方公里扩大至 9.5 平方公里。1999 年，城区规划面积扩大为 40.76 平方

公里。2005年县城总人口 118 121人。 

1986年，县城有梨树大路、朝阳大路 2 条纵向路和奉公、奉德、奉信、

奉义、奉诚、奉友、奉化、公园、健美、城西、酱园 11条纵巷路；买卖大

街、奉化大街 2 条横向大街和正阳、向阳、春阳、天阳、树文、树礼、树

勤、树俭、康平、北门 10 条横巷路。主要街路由土路改造为渣油路。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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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房大部分改建为楼房。四平至桑树台公路纵贯城区，以县城为中心的公

路通往各乡镇。县城至四平市公路客车，每 10分钟往返一次，交通便利。 

1986～1987 年，对奉化大街、买卖大街、朝阳大路、梨树大路 4 条主

要街路改造、拓宽，完善排水设施。城区中心路段人行道铺设混凝土方砖，

修建 6 条次干道沥青路共 2 750 米。1988～2002 年，先后 5 次拓宽改造梨

树大路、朝阳大路等 10余条街路。梨树大路、朝阳大路分别由 7米、16 米

拓宽至 16 米、30 米。2003 年新修道路 1 575 米。至 2005年，县城有街路 

27 条，全长 26 公里，4 条主要街路全长 14.8 公里，其中 15 条街巷路为沥

青路，全长 9 公里。27 条街路中有 14 条配有排水管线，全长 28 公里；13

条街路安装路灯 1 290 杆。改建、扩建和新建的人民公园、朝阳广场、中

心广场、三角绿地等，栽植草坪、花卉及风景树，增设多种健身器材。 

1989～1999 年，县城住宅相继开发建成新式楼房，逐渐取代了土坯房、老

式砖瓦房。先后建成健美小区（时称师范小区）、永乐小区、中心小区、教

师新村、树礼小区等 55 栋住宅楼，总面积 25 万平方米。2000 年建吉新花

园小区，住宅楼及商业用楼 3.6 万平方米。小区植草坪 8 000 平方米，24

小时智能监控。2003 年建住宅楼 15 栋，6 万平方米。2004年建顺心家园小

区住宅楼 16栋，5.1 万平方米。1986～2005年，县城房屋总建筑面积 133.25

万平方米，其中楼房 112.64 万平方米，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18.46平方米。

县城商贸繁荣，梨树百货大楼、梨树商贸城、兴隆购物广场、梨树市场大

厅、春阳市场等货源充足，交易兴隆；餐饮、洗浴及歌舞娱乐业户 1 000

余个。2005 年县城有 3 所医院，其中县第一人民医院为二级甲等医院，建

筑面积 28 714 平方米，全院医护人员 586 人， 31 个临床科室，万元以上

医疗仪器 200 台（件），日门诊量 500人次。县中医院为二级甲等医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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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护 426 人，20 余个科室，5 万元以上医疗器械 15 台（件）。有小学 5

所，初中 3 所，独立高中 3 所，完全中学 1 所，职业高中 1 所，农村成人

高等专科学校 1所。 

 

第三节    区  划 

 

1986年梨树县辖 33个乡镇，其中 21 个乡、12 个镇。同年 11 月 20 日，

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叶赫满族乡，建立叶赫满族镇。1987 年 9 月

1 日，四平市人民政府发文将孟家岭镇大沟村改为赫尔苏门满族村。1991

年 12 月 6 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石岭乡建制，所辖行政区域划

入石岭镇。1993年 1 月 12 日，经吉林省民政厅批准，沈洋乡、万发乡、东

河乡、太平乡改为建制镇。1995 年林海乡、三家子乡改为建制镇。1999年

9 月 29 日小宽乡改为建制镇。乡改镇后，所辖行政区域和政府驻地不变。

1999年孤家子镇划归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2000年正式成立）。 

2000 年，根据吉林省政府关于合并乡镇的要求，经省政府批准，四平

市民政局批复，撤销杏山乡、三家子镇、河山乡、团结乡、郭家店乡，分

别划归梨树镇、十家堡镇、小城子镇、榆树台镇、郭家店镇。 

2005 年 3 月 4 日，经吉林省民政厅批复，撤销董家窝堡乡，所辖行政

区域划归榆树台镇管辖；撤销梨树乡，所辖行政区域划归梨树镇管辖；梨

树县的石岭镇、叶赫满族镇划归四平市铁东区管辖；梨树县十家堡镇九间

房村、团山子村，梨树镇任家村、西八大村、东八大村、孤榆树村、獾子

洞村，大房身乡海青村、条子河村等 9 个村划归四平市铁西区平西乡管辖。

四平市在此次行政区划调整中，因梨树县部分人大代表上访，只从梨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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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叶赫镇和 8个村，石岭镇和梨树镇的獾子洞村未作调整。2005 年 10 月

13 日，经吉林省民政厅批复撤销大房身乡，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梨树镇管

辖；撤销太平镇，其所辖行政区域划归万发镇管辖。 

2005 年，全县辖 21 个乡镇，其中 15 个镇、6 个乡，313 个村、2 554

个村民小组、3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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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05年梨树县行政区划表 

表 1～1                                                                      单位：个 

年份 
乡镇 

合计 
乡 镇 村 

村民 

小组 
备注 

1986 33 21 12 346 2 828 叶赫满族乡改为建制镇 

1987 33 21 12 348 2 840  

1988 33 21 12 352 2 842  

1989 33 21 12 352 2 846  

1990 33 21 12 352 2 846  

1991 32 20 12 351 2 846 石岭乡并入石岭镇 

1992 32 20 12 351 2 846  

1993 32 16 16 351 2 846 万发、太平、东河、沈洋乡改为建制镇 

1994 32 16 16 336 2 748  

1995 32 14 18 336 2 748 林海乡、三家子乡改为建制镇 

1996 32 14 18 336 2 748  

1997 32 14 18 336 2 748  

1998 32 14 18 336 2 748  

1999 31 13 18 335 2 743 孤家子镇划归辽河农垦管理区；小宽乡改为建制镇。 

2000 26 9 17 336 2 743 2000年撤销杏山乡、郭家店乡、三家子镇、团结
乡、河山乡，分别并入梨树镇、郭家店镇、十家
堡镇、榆树台镇、小城子镇；河山村划分为2个
村。 

2001 26 9 17 336 2 743 

2002 26 9 17 336 2 743  

2003 26 9 17 336 2 743 2005年撤销大房身乡、梨树乡、董家乡、太平
镇分别并入梨树镇（梨树乡暂没划归）、榆树台
镇、万发镇；叶赫满族镇划归四平市铁东区；
梨树镇、十家堡镇的8个村划归四平铁西区。 

2004 26 9 17 334 2 743 

2005 21 6 15 313 2 554 

注：1994年起，村和村民小组数不含原梨树农场和县良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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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梨树县乡镇及村名称表 

表 1～2                                                                       单位：个 

乡  镇 村

数 

村      名 

 

梨 树 镇 

（含梨树乡） 

25 

 

园艺  八里庙子  马地方  双城子  东平安  西平安  北夏家  北老壕   

泉眼沟  夏家堡子  后家巴  大烟筒  北杏山  南杏山  獾子洞  后房身  

 霍家店  胡家  高家  杨家  苗圃  前房身  郝家  西中安 中安堡 

郭家店镇 17 
蔬菜  镇郊  八里城  小泉眼  石槽沟  新胜  花城子  化石山  孙家屯   

柴火沟  八家子  青堆子  东黑嘴子 双马架  东青石岭  西青石岭  四大家 

榆树台镇 21 

路明 团结 三合 六合 张家街 新合 双龙  新江 东胜 厢房李  

阎家  房身 袁家岭 潘家  徐家  新兴  大榆树  兴发堡  张家油坊   

董家窝堡  周家油坊 

石 岭 镇 17 
十里堡 二龙山  姜家洼子 云盘沟 哈福 郭家  王家沟 石岭  赵家沟   

佘家  耿老  梨树沟  石河  磨盘沟   塔子沟  大孤家子  小孤家子 

万 发 镇 24 

田家洼子  南太平  榆树  青松  宋家围子  李家 龙母庙  牟家  前梁家   

毕家堡子  北太平 长胜  西万发  东万发  朱家 吕家岗子 幸福  孙家店   

李家店  阎家堡子  贾杂铺  刘家岗子  关家岗子  张家屯 

小城子镇 23 
新农村 大房身 张家窝堡 二里界 庆东 中央堡 同庆 平庄 西道 友贤 爱德 亲仁 

江东道 土龙  大桥  六屋  东河山  西河山  长山  围子  船口  新家  高山 

刘家馆子

镇 
17 

刘家馆子  韩家  乌兰  南六家子  苇田   王河  纪家  东卡篓  西卡篓  

龙山  吴家坨子  炭窑  东五家  西五家  三家窝堡  大力虎 北六家子 

林 海 镇 15 
大门丁家  五家子  李家围子  夏窑  兴开城  双山  老奤 顺山  王家局子  

 夏甸子  靠山李  揣家洼子  绿海 长丰 头道岗 

十家堡镇 15 
十家堡   八盘碾子  太阳沟  小桥子  靠山屯  西黑嘴子   铁岭窝堡  八棵树   

上三台  何家  三家子  龙湾  龙王庙  营城子  王乡 

喇嘛甸镇 14 
柳树营  六家子   前胡家  喇嘛甸  梨树贝  彭家窝堡 高家窝堡  牛家窝堡   

王家园子  申染房  一棵树  前家巴  平岭  老程窝堡   

沈 洋 镇 13 
沈洋  后太平  李家街  张家堡子  大孤山  前太平  翻身  辽河  兴无  丰收   

阎达  工农  白沙坨 

东 河 镇 12 
东河  王平房  胜利  新发   松树   五业  叶家屯   梁家岗子   周家岗子  

 双树子  东双城子  赵家店 

蔡 家 镇 11 下坎子  孟家  蔡家  姚家  新村  马家  娘娘庙  敬友  横道子 爱国  拉腰子 

孟家岭镇 9 二道沟  赫尔苏门  大河沿 下安  潘家沟  马家油坊  孟家岭  苏家  四台子 

小 宽 镇 9 小宽  大宽  西河  长发  长兴  新风  宏伟  陈家  五家户 

白 山 乡 15 
老山头  大泉眼  四合  东白山  东风  友谊  平山  西白山  石家堡  鲍家   

刘家窝堡  郑家  隋家  岫岩  裴家 

双 河 乡 13 
三合堡  于大壕  三道岗子  王木铺  双顶子  杨船口  平安  范家屯  柳家屯  

腰窝堡  陈大窝堡  刘家炉  刘家屯 

四棵树乡 12 
安家屯  四棵树  三棵树  七家子  长山堡  李家桥  王家桥  小郑屯  田家庙   

后韩家  傅家街  十二马架 

胜 利 乡 12 
关家屯  顺城堡   南老奤   小城子  戴家堡  洋苇岭   四家子   石庙子   

郭家窝堡   九家子   十家子   长发堡 

金 山 乡 10 金山  崔家岗子  三合屯  长岭子  沿河  大城子  南岗子  旱河  朝阳  平安堡 

泉眼岭乡 9 西泉  小房身  常青  南泉  东泉 东洼子  蒋机房  新发堡  玻璃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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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 镇 

 

第一节   梨树镇 

 

梨树镇是梨树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东与原梨树乡接壤，南与四平市为

邻，西与喇嘛甸镇相连，北与白山乡隔昭苏太河相望。2000年 5月和 2005年

11月两次区划调整，杏山乡、大房身乡合并到梨树镇。东西 11.6公里，南北

7 公里，幅员 95.1 平方公里，耕地 6 292 公顷。辖园艺、獾子洞、南杏山、

北杏山、大烟筒、前房身、胡家、苗圃、后房身、高家、杨家、后加巴、郝

家 13 个行政村、104 个村民小组和朝阳、春阳、天阳、奉化、奉和、树文、

树勤、树俭、康平 9 个社区（1986～2001 年为朝阳、奉化、树文、康平 4 个

街道），共 38 592户、118 12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01 425人。 

2005年，按《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四平市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

梨树乡、大房身乡并入梨树镇，梨树乡暂未划归。梨树乡幅员 75.7平方公

里，耕地 6 429 公顷。辖西平安、东平安、霍家店、八里、夏家堡、泉眼

沟、北老壕、马地方、双城子、中安堡、西中安、北夏家 12个村， 110 个

村民小组，123 622人。 

 梨树镇工业以加工业、铸造业为主。产品有输电铁塔、饲料、食品、鼓

风机铸件等。梨树县铁塔制造有限公司（原梨树县机电厂），占地 24 300 平

方米，职工 2 436 人，年产量 1.9 万吨，产值 1.1 亿元，利税 563 万元。农

作物以玉米为主，播种面积约占耕地 60%。1986 年后，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

调整，发挥交通和区位优势发展多种经营，园艺村、苗圃村、高家村、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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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村、北杏山村等城镇周边村屯利用大棚、温室，种植地膜瓜菜等高效经济

作物 500 公顷。梨树至喇嘛甸公路两侧被吉林省列为“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和“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1993年引进苹果梨项目，在原杏山乡成立“春林

果树研究所”。以獾子洞村为基地，发展苹果梨、李子、葡萄等 120公顷，年

产 10 万公斤。在 1997 年国家农博会上，苹果梨被评为金奖。2005 年种植西

瓜、香瓜和蔬菜 2 535公顷，棚室 3 550余个，46个自然屯成为瓜菜专业屯。 

2005年全镇养猪 10万头，超百头养猪户 100个；养牛 2万头，其中奶牛

1 000 头，条子河一社奶牛专业屯建立奶站；养禽 80 万只，超千只的养禽大

户 5个。酒坊 45个，年转化玉米 500万公斤，产酒 150万公斤，增收 120万

元，大量酒糟促进了养殖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全镇商业、餐饮等从业人

员 1.6万人，年交易额 14亿元。 

 

第二节    郭家店镇 

 

郭家店镇位于县城东部，东邻蔡家镇，西距县城21公里，南距四平市

27公里，北距公主岭市26公里。幅员154平方公里，耕地9 531公顷，林地

880公顷。辖石槽沟、化石山、孙家屯、柴火沟、八家子、八里城、新胜、

青堆子、双马架、小泉眼、东青石岭、西青石岭、四大家、花城子、东黑

嘴、镇郊、蔬菜17个行政村、166个村民小组和站北、站南、曙光、晨晖、

建材、河南、大顶山6个社区、30个居民小组，共26 033户、73 047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40 928人。全镇主要河流有昭苏太河、东河沟、西河沟。昭

苏太河流经孙家屯村、化石山村、蔬菜村、东黑嘴村、花城子村等；东河

沟发源于镇郊村五社，南流入昭苏太河，境内流长2公里；西河沟发源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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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村四社，南入昭苏太河，境内流长1.8公里。 

郭家店镇原为十几户人家小屯落。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沙俄强行租

用修建“东清”铁路后，为从长春站南下的第四大站，俗称“四站”。1960年

9 月至 1965 年 9 月，郭家店镇为梨树县政府驻地，城镇基础规模以县城标准

规划。2000年 3月原郭家店乡并入，城区 20平方公里，是梨树县主要工业基

地和商品粮及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是国家六部委命名的重点镇、省政府命名

的“十强镇”中的“中心城镇”。工业占全县工业 80%以上，有中直、省直、

县直、集体私营企业及餐饮服务业户 500 余个，年产值 5.7 亿元。木材市场

远近闻名，经营各种木材和木制品；建材市场、农贸市场、轻工市场、家具

市场较繁荣，从业人员近万人。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种子不断更新换代，抗低温、抗病毒、高油

高淀粉、中早熟等适合本地品种 30 多种。采取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

产 1 万公斤以上。猪、牛、羊、禽饲养量持续增长，规模养殖户超 1 000

户。2005 年建立养牛、养猪、养羊、养禽 4 个基地。全镇猪、牛、羊、禽

存栏分别为 6 万头、1.8 万头、0.8 万只、130 万只，年人均增收 800 元。

2005 年园艺特产业产值 7 000 万元。棚膜小区建大棚 360 座，102 国道沿

线的 3 个村建林果基地 300 公顷。小泉眼村的獭兔、梅花鹿、貂等特种养

殖初具规模，年收入 40余万元。 

郭家店镇交通便利，京哈公路在镇内通过并设有出入口。有县级公路 3

条，通往十余个乡镇。长大铁路在镇内设三级站，可供区域内收发货物。全

镇固定电话 8 000 余门，移动电话约 3.1 万部，有线电视 4 000 户。2000～

2005 年，镇内主要路段共开发建设商贸综合楼和住宅楼 50 栋，修建街路 15

公里，5个村通沥青路。全镇有小学 16所，初中 2所，高中 1所。省第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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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军人医院、县第二医院、镇卫生院和防保站，共有病床 390 张。农村新型

合作医疗参保率 80%。2005年人均收入 4 000元。 

 

第三节    榆树台镇 

 

榆树台镇位于梨树县城北部，距县城 20 公里。2005 年董家乡并入。东

与泉眼岭乡交界，西与胜利乡为邻，南与白山乡相连，北与辽河农垦管理区

接壤。幅员 184.5平方公里，耕地 12 601公顷。辖路明、团结、三合、六合、

张家街、新合、双龙、新江、东胜、厢房李、阎家、房身、袁家岭、潘家、

徐家油坊、新兴、大榆树、兴发堡、张家油坊、董家窝堡、周家油坊 21个行

政村、155个村民小组和银河、光明 2个社区，共 13 158户、48 517人，其

中非农业人口 10 928人。 

榆树台镇为县内形成较早的集镇，以镇北一粗壮高大榆树（俗称“大神

树”，民间曾供奉求药）得名。1878 年（光绪四年）建县前即为县境北部农

副产品加工、集散中心。商贸繁荣，百货、绸缎、杂货铺 20余个，烧锅、油

坊、铁匠炉、木匠铺、皮铺等手工作坊 10余个。至新中国建国初期，此镇更

渐兴隆，各种商铺、作坊 100余个，仍为县境北部集散交易中心，辐射今公

主岭市十屋、八屋、桑树台和双辽市双山镇及辽宁省昌图三江口等地。 

全镇林地 800公顷，以人工林为主，多为杨树。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

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调整种植结构，推广 1 亩经济田。全镇年养猪 30

万头，养鸡 30万只，人均增收近 1 000元。 

榆树台镇生猪交易市场国内闻名，年销量 150万头，交易额约 10亿元。

主要销往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生猪交易拉动周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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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乡镇养猪业的发展。镇内各种百货、农资、餐饮、娱乐等业户 120个，

全镇 155 个自然屯，有小卖店 233 个。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50%。程控电话

入户率 60%，有线电视入户率 40%，自来水入户率 25%。 

 

第四节    石岭镇 

 

石岭镇位于梨树县东南部，吉、辽两省交界处，距四平市 30公里，距县

城 55公里。南与辽宁省西丰县交界，北、西与四平市铁东区为邻，东与公主

岭市、伊通县隔二龙湖相望。幅员 330.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6 592公顷。

辖十里堡、二龙山、姜家洼子、云盘沟、哈福、郭家、王家沟、石岭、赵家

沟、佘家、耿家、梨树沟、石河、磨盘沟、塔子沟、大孤家子、小孤家子 17

个行政村、118个村民小组和河东、河西、哈福、二龙 4个社区、10个居民

小组，共 11 305户、44 803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0 808人。 

石岭镇原名火烧岭子、火石岭，后简称石岭子、石岭。1935 年四平至梅

河口铁路建成通过石岭子，逐渐发展成小集镇。1949 年前街内只有几家手工

作坊和店铺，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 

石岭镇地处半山区，系长白山支脉、哈达岭余脉，东西宽，南北窄。东、

西地势较低，中间略高，海拔 276.8米。境内山岭连绵纵横，属“七山一水二

分田”的半山区。西部的云盘沟、哈福、郭家和北部的耿老、梨树沟等村天然

果树居多，素有天然果林之称。东部二龙、大孤家子、王家沟等村依傍二龙湖，

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粮食产量高。塔子沟村是全镇重点产粮村；耿老、佘

家、小孤家子、姜家洼子、十里堡等村草木丰茂，适宜发展畜牧业。全镇土壤

类型较多，有山地石质土、灰棕土、草甸土、坡积土、冲积土等 10大类。



 

 - 16 - 

天然森林植被区，有蒙古柞、山杨、枫桦、山榆、黄菠萝、山槐、胡桃楸

等次生阔叶混交林；人工林有华山松、落叶松、黑松、樟子松、红松和各

种果木林；灌木林有榛子、胡枝子和紫穗槐等。草本有大、小叶樟、狗尾

草、羊胡草、高山蒿及百合、蕨菜等林下植被。药材有防风、艾蒿、益母

草、车前籽、蒲公英、柴胡、桔梗、地龙骨、细辛、白勺、五味子等几十

种。野生动物以黄鼠狼、刺猬、松鼠、野兔、山猫居多，狼、狐狸罕见。

野生禽类主要有苍鹭、绿头鸭、斑嘴鸭、鸳鸯、野鸡、鹌鹑、鹰、啄木鸟

等。矿物资源主要有页长岩、石灰石、青石、花岗岩等。 

境内较高山岭有二龙山、大架山、东山、塔子山，塔子山为最高山峰，

海拔 399.5米。大小河流 10余条，主要有二龙湖、东辽河、耿老河、石岭河、

哈福河等。二龙湖是 1942年日伪为在今辽河农垦管理区生产稻米建设，1945

年合龙蓄水形成人工湖。1958年经水利部批准扩建，最大水面 170平方公里，

蓄水量 17.6亿立方米，是以防洪、除涝、灌溉为主，辅以发电、养鱼、综合

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经考证，湖底淹没一燕赵古城。 

农作物以玉米为主，采用科学种植管理技术，高产田每公顷产 1.1 万公

斤，年总产量 7 万吨。1987 年王家沟等村开始玉米良种培育，年培育 2 000

公顷，优质玉米种 20 个系列 50 余个品种。畜牧业以猪、牛、羊、鸡、鸭、

鹅等养殖为主，梨树县石岭顺泰养殖场、四平市石岭镇畜禽公司等龙头企业

带动规模养殖专业户 300户，全镇饲养总量 120万头（只）。特种养殖以梅花

鹿、马鹿、貂、狐狸、兔、蚕等为主，貂、狐存栏 1万只。蚕业以柞蚕为主，

主要集中在耿老、赵家沟等村，蚕蛹、蚕蛾、蚕虫当地食用，蚕茧销往省外。

2004年，石岭村等引进“南桑北植”技术发展桑叶养蚕，栽植越冬大叶桑 50

公顷，主产品为蚕茧，由于北方冬季少病虫害，蚕丝色质高于一般南方蚕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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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销苏杭等地。棚膜种植以蔬菜、瓜果为主，石河村 60%土地用于蔬菜种植，

有“园艺村”之称。 

工业以水泥生产、矿产开发、铸造、化工、建材等为主，主要支柱企业

有吉林省石岭水泥厂、吉林省凯麒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梨树县哈福宏大建材

厂、梨树县石岭镇鸿运轧钢厂、梨树县哈福铸造厂、梨树县石岭镇三合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梨树县石岭镇东禹建材厂及莫盘沟村、郭家村采石场。2005

年，全镇工业总产值 4.61亿元，从业 6 500人。产品销往省内外，哈福锻造

厂的产品出口东南亚。 

1992 年建成占地 1 万平方米的石岭商业城，其中市场 6 000 平方米，

营业厅 1 460平方米，2000 年扩建至 2 万平方米。2004年在商业城内建设

1 万平方米商贸楼，业户 200个。周日为集日，日客流量约 5 000人次。龙

山街、塔山路、架山路分别形成农用物资、餐饮、美容美发一条街。哈福、

二龙、王家沟分别成立农贸市场，逢集日吸引辽宁西丰、四平、辽源等地

客商赶集。各自然屯有小卖店，外地和镇内商贩以三轮机动车到各村屯销

售粮油、蔬菜、小百等。2005 年，全镇各类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 1 500

个，以运输、建筑、加工业为主，较大民营企业有郝德林运输工程队、石

岭建筑公司、四合木业有限公司等 50个。发展劳务输出，镇劳动保障服务

所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管理登记簿，联系省内外用工企业。2000 年起，

每年开展劳务输出培训，召开信息发布会，通过技能培训有组织地输出劳

动力，年均输出 5 000 人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大连、天津、沈阳、

长春等地从事服务员、保安、家政服务、建筑工、司机等职业。 

1992 年，石岭镇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成立集体

经营的农业公司、工业公司、矿产公司、建筑公司、多种经营公司、商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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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畜禽公司、建材公司“八大公司”。1994年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首批“十

强镇”。2000 年被国家农业部命名为“乡镇企业合作示范区”，同年被吉林省

乡镇企业局、省科委确定为“吉林省乡镇企业科技园区”。2003年被吉林省民

营经济管理局确定为“民营经济园区”，被吉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省级“社

会主义新农村试点镇”。2005年被四平市劳动局确定为劳务输出基地和“阳光

工程”培训基地，劳务输出居全市之首。 

 

第五节    小城子镇 

 

小城子镇位于梨树县东北部，镇政府驻地小城子街，距县城50公里。东、

北与公主岭市秦家屯镇、八屋镇隔东辽河相望，西、北与金山乡、辽河农垦

管理区三塔农场和小宽镇接壤，南与双河乡相连。幅员187平方公里，耕地

10 084公顷。辖新农村、大房身、张家窝堡、二里界、庆东、中央堡、同庆、

平庄、西道、友贤、爱德、亲仁、江东道、土龙、大桥、六屋、东河山、西

河山、长山、围子、船口、新家、高山23个行政村、169个村民小组和新城

社区，共11 251户、44 38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 460人。 

小城子因镇内有一金代古城遗址得名。清代为盛京（沈阳市）至宁古塔

（黑龙江省宁安县）古道上一小集镇，交通方便，是县内东北部农副产品集

散地，商贸繁荣。全镇地势南高北低，主要河流有东辽河、兴开河。东辽河

从土龙村入境，流经二里界、大房身、西河山、大桥等村，向西流入小宽镇

卢家沟。兴开河东起双河乡杨船口，境内流经大房身、二里界、土龙、江东

道、友贤等村，西至刘家馆镇汇入东辽河。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1986 年以来，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换代，通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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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施肥和管理，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2002～2003 年，争取国家节水灌溉

项目，发动农民参与，共打大型抗旱井 100 眼、小井 4 000 眼，全镇抗旱灌

溉井 8 500 眼，可浇灌 70%的耕地。2005 年，全镇猪、牛、羊、禽存栏分别

为 14万头、5万头、2.5万只、260万只，畜牧业总产值 1.6亿元，人均畜牧

业收入 1 400元。 

按照“就近就便，规模成片”的原则发展多种经营，在新农村原有 7.6

万平方米温室大棚基础上，2003 年又在西道村新建无公害绿色蔬菜园区，

占地 7 公顷，建暖棚 30 座。主要种植西红柿、黄瓜、西瓜、香瓜等，年

产值 56 万元。同年通过招商引资，投资 30 万元在亲仁村新建粘玉米加工

厂，种植粘玉米 60 公顷，产值 200 万元。2004 年在政府鼓励和帮扶下，

以新家村甄氏家族食用菌生产为基础，建生产基地 6 000 平方米，年产值

60 万元。芹菜是小城子镇特色项目，2005 年发展到 200 公顷，产值 1 600

万元。 

2005 年工业经济总产值 8 240 万元，较大企业有梨树县银通糠醛厂、德

利粮油收储公司、四平生达米业水稻加工厂、小城子汽车配件厂等，从业人

员 3 800人。另有一般工业 104个，建筑业 20个，交通运输仓储业 480个，

批发零售业 334个，住宿及餐饮业 30个，社会服务业 60个。豆油加工作坊 5

个，年产豆油 60吨；豆腐坊 342个，年产豆制品 3 488吨。小型酿酒厂 6个，

年产白酒 1 000吨。 

 2003年镇内改造路面 2 000平方米。2004年修刘家馆至六屋线 11.5公

里沥青路，6个村直接受益。2005年修村路 5条，共 20公里，其中平庄村修

水泥路 5公里，江东道村修水泥路 5公里，围子村修沥青路 1.33公里，庆东

村修沙石路 4公里，14个村通沥青路。2003年投资 23万元重建长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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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50万元改建一中。2004年投资 50万元改建中心校，投资 30万元新建船

口村小学。全镇程控电话 9 800门，有线电视入户 1 500户。 

 

第六节    万发镇 

 

万发镇（含原太平镇，2005 年 7 月并入）位于梨树县东北部，镇政府

驻地西万发村，距县城 25 公里。东与东河镇接壤，西与榆树台镇毗邻，南

与郭家店镇、蔡家镇交界，北与金山乡为邻。幅员 190.2 平方公里，耕地

13 604公顷。林地 976 公顷，多为人工林，以杨树、柳树为主。主要河流

有二道河子、急水河子、闫家堡大截沟、贾杂铺大截沟、七直沟等注入东

辽河。辖西万发、东万发、朱家、吕家岗子、幸福、孙家店、李家店、阎家

堡子、贾杂铺、刘家岗子、关家岗子、张家屯、田家洼子、南太平、榆树、

青松、宋家围子、李家、龙母庙、牟家、毕家堡子、北太平、长胜、前梁

家 24个村、182个村民小组和永发、平安 2 个社区，共 10 676户、42 583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 058人。 

工业以木材加工、糠醛生产为主。木材加工厂 13个，总固定资产 1 500

万元，年产值 4 000 万元，利税 320 万元。细木工板远销山东、河北等地。

糠醛出口日本，安置 1 500名剩余劳动力，人均增收 900 元。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1986 年以来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换代，抗低温、

抗病毒、高油高淀粉、中早熟等适合本地品种 30余种。调整种植结构，采

取科学种植管理方法，部分耕地改单行播种为大垄双行播种。2005 年全镇

大垄双行播种 350公顷，增产近 20%。2002年东万发村率先建起棚膜小区，

带动周边村社。畜牧业为全镇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依托粮多秸秆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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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2.5 万头、1.97 万头、7 986 只、107

万只，年人均增收 459 元。 

镇街内小百货、种子、化肥、餐饮等经营业户 240个，全镇 153个自然

屯，零售小卖店 213个。较大型农用机械 1 000台（件），播种单体机、双行

播种机 8 000 台，小型配套机引机械 6 000 台（套），排灌电机井 1 000 眼。

载客出租车、大型运输货车 300台。 

梨树至东河线、郭家店至小城子线沥青路交叉由镇内通过，7个村直接受

益。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85%，程控电话入户率 43%，有线电视入户率 17%。

2002年，自筹资金拓宽镇区街道，安装路灯，绿化美化环境。2005年，关家

岗村由国家投资 80 万元修沙石路 10 公里，建标准化示范村。全镇有小学 21

所、中学 2 所。1994 年建 640 平方米的万发镇医院医疗楼，有 X 光机、B 超

机、心电仪等常规医疗设备。 

 

第七节    刘家馆镇 

 

刘家馆镇位于梨树县西北部，东辽河西段南岸，镇政府驻地刘家馆子村，

距县城 55公里。西与辽宁省昌图县毗邻，北与双辽市东明乡隔河相望，南接

林海镇，东邻沈洋镇。幅员 291.3平方公里，耕地 9 251公顷，林地 127.52

公顷。辖刘家馆、韩家、乌兰、南六家、苇田、王河、纪家、东卡篓、西卡

篓、龙山、吴家坨子、炭窑、东五家、西五家、三家窝堡、大力虎、北六 17

个行政村、106个村民小组（78个自然屯）和长安社区，共 7 036户、27 412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 452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88.66人。 

境内有两条东西走向沙丘带，一条偏北部，沿东辽河走向，东自东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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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起，经西五家、三家窝堡、韩家、刘家馆子、乌兰、吴家坨子、北六，

西到大力虎村，全长 26.4 公里。另一条位于境内南部，东自东卡篓村起，

经西卡篓、龙山、苇田、纪家至南六村，全长 21.2 公里。两条沙丘带之间

多属平坦沙地、盐碱地和草地。北部靠东辽河南岸为低洼漫滩地，土质为

黑钙土，肥力中等偏上。沙丘被人工幼林和成林覆盖。林地 127.5 公顷，

多属“三北”防护林体系，林木蓄积量 52万立方米。树种以杨树为主，占

90%，柳树占 6%。森林覆盖率 28%。   

流经境内主要河流有 3 条：东辽河由东五家村东侧入境，流经东五家、

三家窝堡、乌兰村、吴家坨子等 7 个村，至大力虎村西出入辽宁境。兴开

河在东卡篓村入境，流经东卡篓、龙山、韩家、乌兰、吴家坨子等 9 个村，

至大力虎村西北入东辽河，兴开河境内流长 30 公里。汛期常受东辽河洪水

顶托，泛滥成灾。受害较重的有北六家子和大力虎村等。1987 年后，对兴

开河多次裁弯修堤、筑丁字坝、下马杈等，20 年没发生洪涝。“130”截沟

（因海拔 130 米而名）是境内重要排水沟，起于苇田村南大甸子，流经刘

家馆子等村，至北六家子村注入兴开河。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1985 年玉米种植 7.4万亩，占耕地 63%。1995

年调整种植结构，推广小井种稻，压缩玉米和高粱种植面积。2000 年玉米

种植 6 万亩，水稻 4.5 万亩。2004 年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优质、高效农

作物约占 70%。1986 年，猪、禽养殖逐渐形成规模。2000 年猪、牛、羊存

栏为 15 万头、1.8万头、2.8 万只；规模养肉食鸡户逾 100 个，户均 5 000

只，多者超万只。全镇畜牧业产值 1.2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 62%。2005 年

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20万头、2.2 万头、3.4 万只、100 万只，畜牧

业产值 1.24亿元。建成棚膜小区 1个，标准暖棚 30 个，大棚 20 个，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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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大户 100 个，年劳务输出 200人次。 

2002 年 9 月中旬修梨树至刘家馆沥青路，路基宽 10 米，路面 6 米，全

长 48公里，镇境内 6公里；刘家馆至六屋公路，全长 67.5公里，镇境内长

15 公里；刘家馆至三江口公路，直达辽宁省三江口火车站，全长 25 公里，

境内 7 公里。2003 年建成刘家馆子一中 600 平方米的“敏智教学楼”，投资

近 20万元修建中心校。2002年建成刘家馆子中心卫生院大楼。2005年程控

电话 4 000 部，移动电话 6 000 部，宽带上网 80 户，有线电视入户 1 200

户。计划生育率 96%，连续 3年获四平市计划生育红旗乡镇称号。 

2005 年完成村村通油路工程 140 公里。镇街内小百货、粮油、餐饮、

饲料、农资、建筑木材等个体商店 100 余个。全镇粮食总产量 11.4 万吨，

总产值 3.4 亿元，其中粮食产值 1.4 亿元，畜牧业 1.5 亿元，其他 5 000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4 660元。 

 

第八节    林海镇 

 

林海镇（原靠山乡，1984年地名普查时因与伊通县靠山乡重名而更名），

位于梨树县西北部，镇政府驻地三门李家屯，距县城约 50公里。东与榆树台

镇接壤，南接四棵树乡、胜利乡，西与辽宁省昌图县相邻，北连刘家馆子镇、

沈洋镇。东西 30公里，南北 20公里，幅员 302.3平方公里，耕地 17 206公

顷。辖大门丁家、五家子、李家围子、下姚、兴开城、双山、老奤、顺山、

王局子、夏甸子、靠山、揣洼子、李绿海、长丰、头道杠 15 个行政村、122

个村民小组（96个自然屯）和爱欣社区，共 7 343户、27 607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 1 9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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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镇地势南高北低，以起伏沙丘和广阔平原为主要地貌。较大沙丘

有李绿海村内的岳季山和镇水库所在地的王麻山。林地9 464公顷，多为人

工林，木材蓄积量10.8万立方米。树种有杨、柳、榆、松、槐等，森林覆

盖率31.3%。主要河流有2条，兴开河境内流长3.5公里，为林海镇与刘家馆

子镇界河；镇东南昭苏太河支流从胜利乡流入，流长10公里，俗称南沟子。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1986 年后，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抗低温、抗病

毒、抗倒伏及高油、高淀粉等适合本地的中早熟品种 20余种，加之测土配方

施肥、大垄双行地膜种植、垄沟追肥、药物拌种预防病虫害等科学种植、管

理方法，每公顷产 1万公斤以上，比传统种植提高 30%。林海镇花生远近闻名，

畅销省内外，年均种植 2 800 公顷，占耕地 23%。2005 年花生种植 3 200 公

顷，产量 2 240 万斤，产值 3 800 万元，人均增收 960 元。红小豆、绿豆、

荞麦、谷子、糜子、芝麻等杂粮也具特色，县内闻名。 

依托地域优势，林海镇畜牧业发展较快，成为农民增收支柱产业。2002

年全镇建 12个牧业小区，饲养基础母牛、三元和五元杂交猪、鹿、品种羊等。

2005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10万头、1.5万头、3万只、30万只，年

人均增收近 1 000元。林海镇百竹养殖场，总投资 500万元，年养蛋鸡 10万

只，产值 1 400 万元，利税 240 万元。林海镇绿野鹅业养殖场，总投资 300

万元，年养鹅 1万只，产值 160万元，利税 75万元。 

2005 年 8 月，引进梨树县春利华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 7 000 万

元，固定资产 5 400万元。主要生产糠醛，年产值 1.3亿元，利税 700万元。

全镇加工企业近 12 个，固定资产 50 万元以上的 9 个，年产值 2 400 万元，

利税 300万元。主要产品有木材半成品、花生半成品等，销往省内外。 

2002年修林海至梨树西线 14.2公里沥青路，镇内 1.8公里，安装路灯。

2004 年修林海至榆树台 18.9 公里沥青路。2005 年修镇中学至李围村 8.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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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沥青路、下姚至姜辉沟子 2.3 公里水泥路。4 条公路全长 45.6 公里，贯通

全镇，70%的村屯受益，70%的村通客车。程控电话 4 100门，入户率 52%，有

线电视入户率 22%。1992 年镇内居民用上自来水。1993 年头道杠村改用自来

水。镇政府驻地小百货、农资、餐饮等经营业户 251个。全镇 96个自然屯，

有小卖店 285个。较大运输车辆 9台，农用车辆 2 300台，配套农机具 6 200

件，各种载客出租车辆 40台。 

1995年林海镇一中、二中学合并为林海中学。2000年镇中学实现楼房化。

2005 年全镇 15 所小学全部达到“普九”标准。2002 年镇卫生院升为一级乙

等医院，专业医生 15 人，购进常规医疗设备，能独立完成腹部手术。同年 5

月与梨树县第一人民医院为合作医疗单位，提高了医疗水平。另有个体诊所

15 个。1996 年投资 25 万元改建镇敬老院，房舍砖瓦化。1998 年镇敬老院被

省民政厅授予“文明院”。全镇计划生育率 93%，自然增长率6‰。1996～2001

年林海镇连续获四平市计划生育红旗乡镇称号。 

 

第九节    十家堡镇 

 

十家堡镇位于梨树县城东南，镇政府驻地十家堡村，距县城 12.5 公里，

“长大”铁路在此设十家堡车站。东与郭家店镇、孟家岭镇相连，南与石岭

镇接壤，西与四平长发乡、平西乡交界，北与梨树镇（原梨树乡）为邻。2000

年三家子镇划归十家堡镇。幅员 202平方公里，耕地 7 956公顷。辖十家堡 、

八盘碾子、太阳沟、小桥子、靠山屯、西黑嘴子、铁岭窝堡、八棵树、上三

台、何家、三家子、龙湾、龙王庙、营城子、王乡 15 个行政村、148 个村民

小组和十家堡社区，共 10 758户、37 161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 921人。 

十家堡镇属半山区，低山丘陵向平原过渡。资源丰富，主要有石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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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灰石、大理石、花岗岩、沙、矿泉水等。其中石灰石储量 3.5 亿吨，硅灰

石储量 4 000 万吨。石灰石年开采量 200 万吨，销往四平、石岭镇、郭家店

镇、吉林省天意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50 万吨，加工各种规格的筑路碎石 190

万吨，加工煅烧生石灰（氧化钙）50万吨，产品销往长春、四平、白城等地。

何家村境内的华龙山庄偏硅酸锶质矿泉水，经鉴定，含锌、碘、硒、锂等多

种微量元素，已限量开采的“金驹牌”优质矿泉水销路较好。全镇林地 7 873

公顷，人工林 3 062公顷，天然林 4 811公顷。树种以黑松、落叶松、杨树、

柳树居多。主要河流有龙湾河（小城子河），是昭苏太河上游，发源于王乡村

土门岭下一长形泉水，下游支流亦多，流经王乡、龙湾、上三台、十家堡等 7

个村。三岔河发源于何家村，流经何家、营城子、龙王庙、小桥子等 9个村。 

全镇工业主要集中在十家堡民营工业园区，有化工、小型机械制造、采

矿、加工等企业 100个，其中固定资产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22个，年产值

2.5亿元，利税 3 500万元。主要产品有矿渣硅酸盐 425﹟水泥、金谷子瓶装

酒、大龙长效玉米专用肥、螺丝杆和螺丝帽小型标准件和豆油、工业酒精、

DDCS蛋白饲料、涂料、沥青等，其中吉林省天意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实

佳牌”水泥为国家免检产品，畅销省内外。招商引资引进超千万元企业 4个，

安置剩余劳动力 200人。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换代，采用测土配方施肥、

叶面喷洒促早熟肥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调整种植

结构，与省内几家科研单位合作建立玉米种子繁育基地，年育种 1 000公顷，

收入是玉米的一倍余。沿 102 线“长平”经济走廊建 500 余座温室大棚，栽

种瓜果蔬菜，收入是玉米的六倍。2005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2万头、

1.2万头、1.3万只、18万只，年人均增收 750元。十家堡镇是吉林省苹果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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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果梨、苹香梨知名产地。上三台胡玉伦果园约 1 000亩，1993年、1994年

为吉林省委副书记王金山扶持发展的果圃基地。产品果实大、色泽鲜、口感

好。2005年全镇果树面积 300公顷。每年春、秋两季采集蕨菜、榛蘑、白蘑、

松蘑、榛子、中草药等。十家堡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哈大铁路、长

沈高速公路、102线国道东西贯穿过境，设有十家堡火车站。梨树至十家堡、

十家堡至石岭公路南北过境，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68%。程控电话入户率 60%，

有线电视入户率 45%，自来水入户率 18%。镇街内小百货、化肥、种子、餐饮、

美容美发等经营业户 100 个，全镇 122 个自然屯，有小卖店 170 个。各种运

输加工车辆机械 1 500台（件）。载客出租车 200台，大型线路客车 5台。 

2000 年十家堡镇开发建设楼房 45 栋，10 万平方米。拓宽镇内 2.5 公里

街道，安装 80杆路灯，铺地下排水管 6 100延长米。同年，镇卫生院与四平

市中心医院联合办医，提高了医疗水平。2005 年建成 200 平方米的（楼房）

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全镇年人均收入 4 962元。 

 

第十节    喇嘛甸镇 

 

喇嘛甸镇位于梨树县西南部，镇政府驻地喇嘛甸村，距县城 20 公里。

南临条子河，北靠昭苏太河，南部和西部与辽宁省昌图县接壤，东部与梨

树镇相连，北部与四棵树乡、白山乡交界。幅员 114平方公里，耕地 8 596

公顷。辖柳树营、六家子、前胡家、喇嘛甸、梨树贝、彭家窝堡、高家窝堡、

牛家窝堡、王家园子、申染房、一棵树、前家巴、平岭、老程窝堡 14个行政

村、126个村民小组（79个自然屯）和昌平社区，共 8 288 户，32 814 人，

其中非农业人口 3 508 人。清代，喇嘛甸为盛京（沈阳市）通往卜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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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哈尔市）古道上古老集镇，过往车辆行人较多，经济繁荣，为县境西部

农副产品集散地。民国六年（1917），“四洮”铁路建成，经济中心西移至

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遂为一般小集镇。 

全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属平原地带。喇嘛甸镇被确定为商品粮基

地镇，粮食作物以玉米为主，大豆、小麦、高粱、水稻为辅。2005 年粮食

产量 8.2 万吨。随着普及农业科技，更新换代种子，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及农业机械化等，每公顷产玉米 1万公斤以上。适度调整种植结构，1989

年开发水田 750 公顷，水稻每公顷产量 1.5 万公斤。王家园子、柳树营、

梨树贝、老程窝堡等村靠近公路，交通便利，棚膜种植发展迅速，4 个村建

大棚 1 500 个，瓜果、蔬菜销往长春、沈阳、北京、上海等地，安置部分

剩余劳动力，年效益约 2 000 万元。2005 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8.4

万头、2.5 万头、8 000 只、135万只。 

各类农用机动车、出租车 1 500 辆，各类摩托车 4 500 辆。镇街内种

子、化肥、小百货、餐饮等经营业户 100 余个，村小卖店 120 个。镇砖厂

年产红砖 500 万块。平岭村暖气片厂生产的暖气片销往东北。梨树至喇嘛

甸沥青路过镇 13 公里，4 个村直接受益。八面城至秦家屯线过镇 6 公里，

村村通客车。程控电话入户率 85%，有线电视 2 500 户。镇中心校和平岭小

学校舍楼房化。镇卫生院在四平市中心医院支持下，购进较先进医疗设备，

专家定期出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 98%。 

 

第十一节    沈洋镇 

 

沈洋镇位于梨树县北部，以解放战争时期沈洋（原名牛绍文）烈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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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镇政府驻地拉拉屯，距县城 65 公里。东与辽河农垦管理区接壤，南与

榆树台镇、林海镇交界，西与刘家馆镇为邻，北与公主岭市桑树台镇、双

辽市新立乡隔东辽河相望。幅员 165.8平方公里，耕地 6 869公顷，林地 

1 600公顷，森林覆盖率 14.8%。辖沈洋、后太平、李家街、张家堡、大孤山、

前太平、翻身、辽河、兴无、丰收、阎达、工农、白沙坨 13个行政村、83个

村民小组和沈欣社区，共 6 229户、22 149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990人。 

1990年庭院养殖逐渐规模化、科学化。2005年，猪、牛、羊存栏分别为

5.38万头、1.13万头、9 890只， 500只以上养鸡户108个。畜牧业总收入1 935

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9.6%。1986年沈洋镇遭暴雨袭击，受灾面积5 514

公顷。全镇粮食总产量3 181吨，经济总收入290万元，比1985年分别下降45.6%

和37.8%。2005年全镇总收入9 674万元，人均收入4 700元。 

镇政府驻地有日杂、种子、化肥、餐饮等经营业户 160 个，固定资产

800 万元，从业人员 1 400人。粮食加工厂 6 个，木材加工厂 4 个。通过招

商引资建成大型奶牛养殖场 4 个，总投资 2 000 万元，年利税 80 万元，安

置剩余劳动力 200人。各类农机具 2 600 台（件）。 

全镇有中小学 11 所小学， 其中 1 所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 100%，巩

固率 99%。卫生院 1所，医护人员 21 名。各村设有村卫生所，村医 17名，

年接待患者约 2 000 人次。电视机拥有量 98%以上，每百户有电冰箱 2 台、

洗衣机 45 台、空调 1 部，95%以上的农民住上砖瓦房，衣、食、住占年支

出的比例分别为 11.2%、24.3%、45.6%。2005 年储蓄总额 600 万元，人均

收入 4 700 元。 

 

第十二节    东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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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河镇位于梨树县东北部，镇政府驻地赵家店村，距县城 45 公里。

东隔东辽河与公主岭市南崴子乡、朝阳坡镇相望，西与万发镇为邻，南与

蔡家镇以急水河为界，北与双河乡毗邻。幅员 114.33平方公里，耕地 9 048

公顷。辖东河、王平房、胜利、新发、松树、五业、 叶家屯、梁家岗子、

周家岗子、双树子、东双城子、赵家店 12 个行政村、107 个村民小组和赵

家店社区，共 8 509 户、29 775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306 人。 

东河镇地处松辽平原，土壤以黑钙土、草甸土、冲积土为主，是梨树

县重要产粮镇之一。全镇林地 81.2 万亩，均为人工林，以杨树为主。镇内

主要河流有东辽河、急水河。东辽河南从双城子村入境，流经王平房、叶

家屯、松树村，北至东河村出境；急水河经双树村，至双城村入东辽河，

镇内流长 4 公里。另有支沟 6 条，截沟 2 条，近年常处干涸状态。农作物

以玉米种植为主，种子不断更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大田垄沟追肥等科

学方法。2001 年以一次性深施为主，采用种子包衣、除草剂、赤眼蜂防治

玉米螟等科学管理方法预防病虫害，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农田机械化

程度较高，打垄、除草、施肥、灭茬等以机械为主。2005 年共有大中小型

拖拉机 900 台，农业运输车 300 台。 

果树栽培是东河镇特色之一，最早起源于松树村。20 世纪 70 年代有

集体果园，品种为葡萄、黄太平沙果、123 苹果等。1985 年主产区逐渐北

移。2005 年，五业村一、三、七、八社“巨丰”葡萄栽植 100 公顷，色泽

鲜、口感好，产品销往长春、黑龙江、内蒙古等地。1985 年，东河村四社

村民陈兴元开始规模养猪，年出栏 2 000 头。1986 年后畜牧业发展迅速。

1993 年通过招商引资，与大连第三粮油公司联合成立以养猪为主的龙头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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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东公司”，年出栏生猪万头以上。2005 年全镇猪、牛、羊、禽存栏

分别为 6 万头、1.5 万头、0.5 万头、14 万只。特种养殖有鹿 70 只，貂

150 只。 

梨树至东河线公路境内长 5 公里，蔡家至小城子线公路境内长 15 公

里，郭家店至小城子线公路境内长 3 公里，7 个村直接受益。周家村、胜

利村各有 1 条沙石路，总长 10 公里。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50%。程控电话

4 000 部，入户率 50%，有线电视入户率 40%。镇政府驻地小百货、种子、

化肥、餐饮等经营业户 60 个，全镇 92 个自然屯，有小卖店 152 个，出租

车 70 台。1990 年后镇卫生院不断购进医疗设备，派人外出进修，与梨树

县第一人民医院结为合作单位，提高了医疗水平。全镇参加合作医疗率

95%。1993 年镇中学建 3 000 平方米教学楼，1997 年建宿舍楼。2005 年人

均收入 4 262 元。 

 

第十三节    蔡家镇 

 

蔡家镇位于梨树县东部、东辽河西岸，距县城30公里。西距四平市35公

里，距省城长春70公里。南与孟家岭镇相连，北与万发、东河镇接壤，东与

公主岭南崴子镇隔河相望。幅员113.4平方公里，镇区5平方公里，耕地8 006

公顷。辖下坎子、孟家、蔡家、姚家、新村、马家、娘娘庙、敬友、横道

子、爱国、拉腰子11个行政村、107个村民小组（95个自然屯）和一个街道

办事处、2个社区，共8 755户， 30 06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 647人。蒙

古族164人，朝鲜族17人，满族352人，回族2人，余为汉族。长平高速公路

过蔡家、娘娘庙、爱国、横道子4个村。102国道、京哈电气化铁路在镇内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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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东西，镇内有四等火车站1处，货位17个，占地54 000平方米，年货物吞吐

量13.2万吨。中谷吉林梨树蔡家粮库有铁路专用线1条，每年中转粮食10万吨。 

蔡家镇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南部属长白山系大黑山脉，北部属松辽平原，

土质肥沃。主要河流有东辽河、南小河子、急水河子。农作物以玉米、水稻、

大豆为主。玉米种子不断更新，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大田垄沟追肥及拌种剂

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依托粮食、秸秆优势，畜牧

业成为全镇农民收入的支柱产业。2005 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7.1 万

头、2万头、1.5万只、87万只，年人均增收 1 000元。 

全镇工业粮食企业主要集中在蔡家工业园区，有八三泵站，占地 5 万平

方米。糠醛厂，占地 7 万平方米，年创产值 1 000 万元，利润 150 万元。梨

树县蔡家粮库占地 15 万平方米，年储备粮食 8 万吨。中谷粮库占地 10 万平

方米，年利润 150万元。公主岭市稷丰集团有限公司千头种猪场，年利润 100

万元。 

镇街内各种餐饮、日用小百货、超市、化肥、种子等经营业户 90个，全

镇有小卖店 157个。各种运输车辆 1 200台（件）。载客出租车 110台。修建

蔡家至敬友段水泥路 5 公里、蔡家至孟家下坎子段 4 公里。程控电话 4 600

门，有线电视入户率 65%。蔡家镇有 11 所小学、1 所中学。中学、中心校、

孟家村小学校舍楼房化。 2000年镇卫生院建 1 200平方米综合办公楼。2005

年有 80%农民参加合作医疗。2005年人均收入 4 600元。 

 

第十四节    孟家岭镇 

 

孟家岭镇位于梨树县东南部，镇政府驻地孟家岭村，距县城 37公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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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主岭市二十家子镇、龙山乡隔东辽河相望，南与石岭镇毗邻，西与十家

堡镇相连，北与郭家店镇、蔡家镇接壤。幅员 143.2 平方公里，耕地 4 640

公顷。辖二道沟、赫尔苏门、大河沿、下安、潘家沟、马家油坊、孟家岭、

苏家、四台子 9个行政村、82个村民小组和青山路社区，共 5 344户、19 183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2 540 人。孟家岭历史上人才辈出，清代四台子村齐、

史两家，有 5人考取进士，6人中举。其中齐家 4人考取进士，2人分别任江

苏、浙江省长。 

孟家岭镇属半山区低山丘陵，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石灰石、硅灰石、

大理石、煤、沙、矿泉水等，其中石灰石储量约 4 亿吨，硅灰石储量 2 000

万吨，国内闻名。石灰石年开采量 500 万吨。加工筑路碎石 170 万吨，产品

销往长春、四平等地。硅灰石年开采 20万吨，主要由大顶山硅灰矿业公司加

工销售，产品销往日本、荷兰等国家，国内主要销往大连、沈阳等地。苏家

村境内的天然偏硅酸锶质矿泉水，含多种微量元素，为优质矿泉水，日涌量

200吨。经裕龙泉纯净水开发商灌装销售。全镇林地 7 000公顷。人工林有红

松、樟松、黑松、槐树等；天然林有杨树、柞树、榆树、紫椴、黄檗、水曲

柳等。主要河流有东辽河、冬青河、张谷河、昭苏太河。东辽河流经苏家、

下安、大河沿、赫尔苏门 4 个村；冬青河，发源孟家岭村，流经潘家沟、二

道沟、大河沿村入东辽河；张谷河，发源苏家村张家沟屯，入东辽河；昭苏

太河流经潘家沟村、四台子村。工业主要集中在 2004年成立的孟家岭民营工

业园区。有采矿、加工业近百个，其中固定资产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 50个，

年产值 2亿元，利税 2 000万元。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换代，抗低温、抗病毒、高

油高淀粉、中早熟等适合本地品种 30余种。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大田垄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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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及拌种剂、除草剂、赤眼蜂防治、黑穂病预防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

顷产 1 万公斤以上。调整种植结构，与省内外十余家科研单位合作，建立玉

米种子繁育基地，年育种 1 000 公顷以上，收入约为玉米的一倍。依托半山

区地域优势，2005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2万头、1万头、1.2万只、

20万只，年人均增收 800元。孟家岭镇为梨树县苹果梨基地，面积 150公顷。

孟家岭村小三家子的苹果梨果实大、色泽鲜、口感好，畅销省内外。2002 年

开始在大棚内栽种早瓜菜。“红城 5 号”早瓜和西红柿等远销长春、上海等

地，经济效益约为玉米的五倍。每年春秋两季采集蕨菜、榛蘑、白蘑、松蘑、

榛子、中草药等，增加了农民收入。 

梨树至叶赫杨木林线沥青路过镇 18公里，3个村直接受益。村村通客车，

入屯率 50%。程控电话入户率 50%，有线电视入户率 40%，自来水入户率 20%。

镇政府驻地小百货、种子、化肥、餐饮等经营业户 70 余个。全镇 69 个自然

屯，有小卖店 120个。各种运输加工车辆机械 1 000余台（件）。载客出租车

100余台。2000年，镇卫生院建 700平方米办公医疗楼，购进多种医疗设备，

与梨树县中医院结为合作医疗单位，提高了诊疗水平。1997 年，投资 120 万

元修建 1 600 平方米欧式风格托老休闲山庄。环境幽雅，设施齐全，有游艺

室、医疗室等，宾馆式管理，家庭式服务，50 余位老人在此颐养天年。镇中

学和四台子村小学实现楼房化，中、小学“新三室”达标。1985 年人均收入

700元，2005年为 4 300元。 

 

第十五节    小宽镇 

 

小宽镇位于梨树县东北部，镇政府驻地小宽村，距县城 50公里。东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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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镇长山、大榆树村接壤，南与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三塔分场毗邻，西与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七里界分场交界，北与公主岭市八屋镇、十屋镇隔东辽

河相望，幅员 93.4平方公里，耕地 5 125公顷。辖小宽、大宽、西河、长发、

长兴、新风、宏伟、陈家、五家户 9 个行政村、55 个村民小组和宽城社区，

共 5 626 户、22 185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 066 人。小宽镇地势南部稍高，

北部略低，南北稍窄，东西略宽。南部为平川盐碱地，中部为高低起伏的沙

丘地，北部为东辽河冲积平原，土质肥沃，3部分各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全

镇林地 852 公顷，属东北防护林体系。树种有杨树、柳树、榆树、槐树。东

辽河境内流长 15公里，流经宏伟、新风、五家户、长发、西河 5个村。 

小宽镇地下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分

公司于 1986年勘测储量约 50 亿立方米。1989 年开采，1992 年在五家户村

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采输二厂。1993 年投产输气，输

至四平、长春、吉林、梨树，用于工业和居民生活。2005 年四平生利燃气

有限公司在五家户村二社建天然气增压站一处。中石化东北分公司采输二

厂下设 13 个集输站，150 口天然气井，日输气量 50 万立方米，年输气约

1.8 亿立方米。 

小宽镇利用本地稻草多优势，加工草袋、草绳等，产品销往日本等国

家。全镇工业企业年产值 8 000 万元，利税 60 万元，主要产品有木板原料、

圆钉制造、塑料母料、涂料等。农作物以玉米、水稻种植为主。玉米选用

抗低温、抗病毒、高淀粉、中早熟品种，采用增施有机肥等科学种植管理

方法，每公顷产量 1 万公斤以上。水稻种植按绿色无公害标准，采用浅灌

水、旱施分叶肥、控制无效分蘖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米质上乘。2005 年

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2 万头、6 100头、9 000 头、18 万只，年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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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收 700元。小宽镇有蔬菜、食用菌、油桃小区各一处，面积 65公顷，油桃

上市早，果实大，色泽鲜，口感好。招商引资引进吉林省生物研究所投资兴

建的食用菌基地，带动全镇 30余农户培育食用菌、药用菌，产品销往四平、

长春、内蒙古等地。 

1992 年，建封闭式市场一处，占地 3 万平方米。2000 年镇政府建 1 800

平方米办公楼，引天然气取暖。程控电话入户率 62%，有线电视入户率 27%。

2003 年修建的刘家馆至六屋线沥青路，过镇 12.4 公里。2004 年修建小宽至

万发线沥青路 8公里，5个村直接受益。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85%。拓宽主要

街道沥青路 640延长米，安装路灯 36盏，建绿岛 35个。镇政府驻地小百货、

化肥、种子、餐饮等经营业户 80余个，全镇 55个自然屯，有小卖店 102个。

各种运输车辆、加工机械约 1 500台，载客出租车 80台。 

修建镇中学校舍 1 100 平方米、中心校校舍 4 000 平方米。美国智矩善

救助机构美籍华人谛通大师（女），于 2000年、2001年、2004年分别为长发

村小学、宏伟村小学、长兴村小学各捐赠 2 万元修建校舍。镇卫生院有职工

34人，床位 12张。2004年投资 43万元建 433平方米砖瓦结构敬老院。1985

年人均收入 403元，2005年近 4 000元。 

 

第十六节    白山乡 

 

白山乡位于梨树县城北，昭苏太河北岸，乡政府驻地裴家村，距县城 7.5

公里。东与万发镇接壤，南与梨树镇隔河相望，西与四棵树乡为邻，北与胜

利乡、榆树台镇交界。幅员 114.3 平方公里，耕地 8 048 公顷。辖老山头、

大泉眼、四合、东白山、东风、友谊、平山、西白山、石家堡、鲍家、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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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堡、郑家、隋家、岫岩、裴家 15个行政村、136个村民小组，共 6 467户、

27 974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743人。 

白山乡地处梨树中部波状平原地带，南部昭苏太河沿岸地势平坦，土质

肥沃。中部沙岗地经多年耕种，耕层土壤得到改善，但地下水位低，易旱耐

涝。昭苏太河流经岫岩、东白山、西白山、老山头、刘家窝堡 5 个村。岫岩

村境内的偏脸城，是辽金时代古城遗址，城垣周长 4 318 米，呈方形，城池

约 100公顷，城基轮廓完整清晰，为省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农作物以种植玉米为主，占耕地 75%。玉米品种不断更新换代，选用抗低

温、抗病毒、高油高淀粉、中早熟品种，采用测土施肥、大田垄沟追肥及药

物拌种、化学除草、生物防虫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产 1万公斤以上。

2002年在东白山村建 2个棚膜小区。2005年已建成温室、大棚 120栋，面积

7.2 万平方米，年产反季蔬菜 1 000 吨，销往长春等地。2005 年生猪出栏 10

万头、存栏 5.7 万头；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1 万头、5 千只、49 万只。畜

牧业收入占农民收入 50%。全乡有 4 个机砖厂、1 个木材加工厂、2 个塑料制

品厂，年产值 2 000万元，利税 300万元。 

1998年修沙石路，2004年修沥青路、水泥路。全乡境内沙石路365公里，

沥青路37公里，水泥路2.6公里。9个村通沥青路，69个自然屯路面硬化。程

控电话入户率 35%，有线电视入户率21%，自来水入户率5%。2004年完成农村

低压电网改造。全乡有小卖店120个，各种维修、农资经营业户40个。货物运

输和农田作业机械450台，载客出租车40台。全乡有14所小学，2所初级中学；

1所中心卫生院和14个村卫生所。2005年人均收入4 504元。 

 

第十七节    双河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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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乡位于梨树县城东北（原名三合乡，1984年地名普查时更名），乡政

府驻地树底下屯，距县城 45公里。东与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大榆树镇隔东辽

河相望，西与金山乡相连，南与东河镇、万发镇接壤，北与小城子镇毗邻，

幅员 125 平方公里，耕地 7 357 公顷。辖三合堡、于大壕、三道岗子、王木

铺、双顶子、杨船口、平安、范家屯、柳家屯、腰窝堡、陈大窝堡、刘家炉、

刘家屯 13个行政村、103个村民小组，共 6 347户、25 680人，其中非农业

人口 110人。 

双河乡地势低洼易涝，境内沟渠纵横交错，二道河子为全乡排洪总干。

水稻育种面积占水田 20%，80%水稻为优质稻米，出口日本和韩国。玉米每公

顷产量 1万公斤以上。2005年末，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10万头、2万

头、8 000只、120万只；梅花鹿存栏 300只。各种饲养大户 630户。全乡种

植草莓 1 200亩，其中大棚 10万平方米。各类工商业户 596户，年劳务输出

5 900人次，创收 3 000万元。 

村村通客车，入屯率 60%。程控电话入户率 23%，有线电视入户率 25%。

2005年 132名考生参加中考，46人考入梨树一中，在全县农村组名列前茅。

2005年人均收入 4 307元。“小康示范村”5个，“小康示范户”200户，“十

星级文明户”600户。 

 

第十八节    四棵树乡 

 

四棵树乡位于梨树县西北部，乡政府驻地新立屯，距县城 18公里。因

早年本地一住户宅院旁有四棵成“口”字形高大榆树而得名。昭苏太河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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蜒于南部，隔河与喇嘛甸镇相望，东与胜利乡、白山乡相连，西与辽宁省

昌图县傅家乡为邻，北与林海镇接壤。全境东西长 23 公里，南北宽 6.5公

里，幅员 143.1平方公里，耕地 9 157 公顷。辖安家屯、四棵树、三棵树、

七家子、长山堡、李家桥、王家桥、小郑屯、田家庙、后韩家、傅家街、

十二马架 12个行政村、104 个村民小组、68个自然屯。共 6 671 户，27 267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 227人。回族 342 人、蒙古族 37 人、满族 158 人，

余为汉族。 

四棵树乡地处梨树中部波状平原区，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属温带半

湿润季风大陆性气候。年平均降水量为525～550毫米，5～9月积温3 000℃，

无霜期一般为127～148天。水利资源丰富，昭苏太河及4条支流呈扇状分布

全乡。长山堡沟子，从林海乡流入，经后韩家村、长山堡村、马架子村，

至李家桥村汇入昭苏太河。安家屯沟子，从林海镇流入，经安家屯村、傅

家街村、马架子村、王家桥，至李家桥村汇入昭苏太河。清沟子，从胜利

乡流入，经田家庙村、傅家街村、四棵树村，至三棵树村流入昭苏太河。

四棵树沟子，从白山乡流入，经七家子、小郑屯村、四棵树村，至三棵树

村汇入“八一”水库。地下水储量613.4万立方米，静水位一般在9～18米，

便于开发利用。 

全乡形成比较明显的南北两区，南部小郑屯、七家子、四棵树、三棵

树、王家桥、李家桥 6 个村分布在昭苏太河北岸，土质以黑土、黑钙土、

冲积土为主，适宜种植粮食作物，是梨树县的重点产粮区，历史上曾有“收

了四大桥，全县饿不着”的赞誉。北部田家庙、傅家街、安家屯、后韩家、

马架子、长山堡 6 个村土质多为草甸土、风沙土，属县境北部沙碱农林牧

区，土质差异大，以农业为主，农林牧并举。花生、小绿豆、地瓜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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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为本区优势，产量高，品质优，远近闻名。此区易干旱。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玉米种子不断更新换代，抗低温、抗病毒、

高油高淀粉及中早熟适宜本地品种 20余种。采取测土配方施肥、大田垄沟

追肥及拌种剂、除草剂、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

产 1 万公斤以上。全乡种植花生 1330公顷。林地面积 729.6 公顷，其中农

防林 489.9 公顷，用材林 215.7 公顷。2005 年猪、牛、羊、禽存栏分别为

15 万头、3.1万头、1.5万只、133 万只。产值 1.28 亿元，人均增收约 700

元。全乡规模养猪户 2 047 个，养猪 5.4 万头。生猪自繁自养及销售形成

一条龙。品质优良的瘦肉型育肥猪远销沈阳、北京、上海等地。四棵树村、

七家村两个小区养牛超 3 000 头。 

全乡种植食品、医药天然添加剂万寿菊133公顷，经济效益是玉米的二

倍。吉林省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在四棵树乡投资580万元，建万寿菊加工厂，

与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加工。棚膜小区10公顷，种植草莓、双膜西瓜、甜瓜、

无公害蔬菜等，效益可观。乡政府驻地小百货、农资、餐饮等经营业户近

100个，村屯有小卖店215个。各种运输车辆、加工机械约900台（件）。 

喇嘛甸至小城子线沥青路过境，经三棵树、四棵树、七家子村；白山

至刘家馆线沥青路过境 22 公里，6 个村直接受益。乡级沙石路 36 公里，村

村通客车，入屯率 90%。程控电话入户率 59.1%，有线电视入户率达 39%。

乡有 2 所中学、12 所小学。乡卫生院办公医疗楼 840 平方米，与县中医院

联合办医，提高了医疗水平。2005 年人均收入 4 850元。 

 

第十九节    胜利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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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乡位于梨树县西北，乡政府驻地关家屯村，距县城 20 公里。东与

榆树台镇接壤，北与林海镇和榆树台镇为邻，西与林海镇交界，南与白山

乡、四棵树乡相连，幅员 124 平方公里，耕地 8 472 公顷。辖关家屯、顺城

堡、南老奤、小城子、戴家堡子、羊尾岭、四家子、石庙子、郭家窝堡、九

家子、十家子、长发堡 12 个行政村、103 个村民小组，共 5 786 户、25 493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591 人。 

胜利乡属平原区，地势平缓，土壤较肥沃，坡岗地多，易旱耐涝，是

粮食主产区。林地 1 300 公顷，森林覆盖率 16%。有水库、塘坝 10 余处，

其中较大的水库为胜利乡民兵水库，属小（一）型水库，位于南老奤村。

1971 年由胜利乡抽调民兵兴建，总库容 491 万立方米，以防洪灌溉和水产

养殖为主。主要河流南有羊尾岭河，流经羊尾岭村、小城子村，注入昭苏

太河；北有戴家堡子河，流经九家子、郭家窝堡、戴家堡子、四家子等村，

注入昭苏太河。 

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采用机械灭茬、垄沟深施肥、农家肥合理配

施、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2005

年生猪存栏 10 万头、牛 1.92 万头、羊 2 000 只、禽 30 万只，人均养殖收

入 1 200元。 

2005 年，全乡工农业生产总值 1.75 亿元，粮食总产量 6.96 万吨，人

均纯收入 4 334 元。全乡民营企业有削片厂、胶合板厂、植物油加工厂、

提子葡萄园、建材加工厂等，总投资近千万元，安置 400 余农村剩余劳动

力。全乡各种经营业户 50 个，12个村有小卖店近 100个。拥有农用机械约

1 000台（件），出租车 50台。随着生猪饲养量增多，生猪销售运输业兴起，

有大型运输车 20 辆，将生猪运往北京、大连、台州等地。 

胜利乡被誉为“水果之乡”，郭家窝堡村盛产苹果、李子等，尤以葡萄



 

 - 42 - 

闻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嘉奖。郭家窝堡村一社户均果树一亩，所产水果

口感好，产量高。葡萄冬储规模大，效益好，收入比应季销售高出几倍，

所产冬储葡萄被认定绿色食品。已成立胜利乡水果协会，对水果及果苗产

购销提供全方位服务。2005 年招商引资 300 万元，引进优质美国提子，在

2 万平方米基地建 50 栋大棚，育苗 2.5万株，年产优质葡萄 25万公斤，产

值 250 万元。另建 1 座大型冬储窖，反季销售。公历逢 6日为乡农贸大集，

各村屯另有小集。 

2003年，修小城子至喇嘛甸线沥青路，过境 10.4 公里，3 个村直接受

益。村村通客车，程控电话入户率 48%，有线电视入户率 35%。胜利乡有中

学 1 所，小学 12 所。胜利中学 2005 年被评为“四平市办学模式改革示范

校”、“四平市控流先进校”。有卫生院 1 所，村卫生所 12所，全乡 80%以上

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第二十节    金山乡 

 

金山乡位于梨树县东北部，乡政府驻地三合屯村，距县城 35公里。北与

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三塔分场隔河相望，东与小城子镇相连，南与万发镇、

双河乡接壤，西与泉眼岭乡毗邻。幅员 124.4平方公里，东西宽约 10公里，

南北长约 15公里，耕地 8 807公顷。辖金山、崔家岗子、三合屯、长岭子、

沿河、大城子、南岗子、旱河、朝阳、平安堡 10个行政村、91个村民小组（58

个自然屯）。共 5 171户、21 085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810人。蒙古族 4人、

满族 5人、回族 18人，余皆汉族。 

金山乡毗邻东辽河畔，为冲积平原，地势较平坦，略呈西高东低，土质

中等。1986～2005 年，农作物以玉米种植为主，兼种经济作物。玉米种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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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换代，适合本地种植的玉米品种 30余种，采用测土配方施肥、垄沟追

肥、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科学种植管理方法，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经济

作物主要有甘薯、大蒜、黄烟、辣椒、西瓜等。其中“兴农一号”甘薯被评

为吉林省名优农产品。大城子村、平安堡村种植的西瓜以含糖高、口感好闻

名，远销长春等地。畜牧业成为发展经济、农民致富的重要增长源。2005 年

生猪存栏 2.04万头、牛 1.27万头、羊 7 524只、禽 40.1万只，年人均增收

830元。 

榆树台至小城子线沥青路贯穿金山乡 11.3 公里，3 个村直接受益。2004

年乡政府至三合屯村、崔家村修砖路，2005 年乡政府至沿河村修沙石路。程

控电话入户率 60%，有线电视入户率 30%，农村电网完成低压改造。乡政府驻

地各种日杂、农资、餐饮等经营业户 60 个，村屯有小卖店 87 个。载客出租

车 60台。2005年人均收入 4 500元。 

 

第二十一节    泉眼岭乡 

 

泉眼岭乡位于梨树县城东北部，乡政府驻地西泉村，距县城 29 公里。

东、北与金山乡相连，东、南与万发镇接壤，西与榆树台镇为邻，北与辽

河农垦管理区交界。幅员 94.6平方公里，耕地 6 929 公顷。辖西泉、小房

身、常青、南泉、东泉、东洼子、蒋机房、新发堡、玻璃城子 9个行政村、

79 个村民小组，共 5 420户、20 75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646 人。玻璃城

子水库坐落于乡南端玻璃城子村，兴开河由玻璃城子经小房身、常青、东

洼子、新发堡 4 个村，汇入东辽河。有抗旱井 6 000 余眼，其中深水井 31

眼。 

全乡经济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玉米每公顷产 1 万公斤以上。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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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年饲养量为 20 万头、136 万只，规模养殖户 60 个。73 个自然屯，有小

卖店 86 个。修建沼气池 87 个。有各种农用车辆 380 台，摩托车 4 600台，

载客出租车 39 台。1990 年建泉眼岭乡集贸市场。公历逢 2、8 日为集。民

营企业有砖厂、薄板厂、生猪屠宰厂、孵化厂、草编厂、苇板厂、木材加

工厂、米面加工厂等 26 个工厂和农机推广公司、畜禽产品公司、“富帮”

饲料公司等 11 个公司。生猪经纪人、玉米经纪人 39 人。全乡日杂、农资、

餐饮等经营业户 200 个。八屋至秦家屯线公路过境 11.3 公里，常青、东洼

子、西泉、东泉 4 个村直接受益。村村通客车。固定电话 2 700 部，有线

电视入户 4 257户，自来水入户 150户。2005 年人均收入 4 45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