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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概况》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
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
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
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
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
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
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
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 此
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
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
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六五” 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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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概况》是在前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次修订，在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
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的总原则下，以补为主，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它将更全面系统地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展示山川风
貌、物产资源、建设成就和发展前景。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概况》的问世，对于增进各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民族的了解，促进各民族
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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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理环境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南麓，鸭绿江上游右岸，地理
坐标为东经127°17’至128°29’，北纬40°37’至41°05’。东西长82.9公里，南北宽30公里，总面
积2497.6平方公里。　　西自七道沟河口东2公里起，东至二十三道沟河口东北2公里止，东西两极点
距离92公里；南自南尖头村，北至中朝两国3号分界桩，南北极点距离68公里；西和西北以鸭绿江与七
道沟河为界，与临江市接壤；北与临江市、抚松县交界，自七道沟河最上游沿长白山脉的山脊东北行
至中朝两国3号分界桩，与抚松县毗邻；东南自中朝两国3号分界桩南侧，沿鸭绿江南行至长白镇转西
行至七道沟河口右岸与临江市交界；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的一市五郡相对。鸭
绿江水面为中朝两国共有， 边境线长260.5公里（其中，陆界3.5公里，水界257公里）。　　第一节 地
貌与气候　　一、地质　　自治县地层属华北型，自太古界鞍山群至第四系发育较全。其中，鞍山群
及中元古界老岭群大栗子组仅见于中西部边缘；震旦系、寒武系及奥陶系横穿全区，组成长白向斜的
南翼；石炭二迭系见于本县的东部，侏罗系在本县北部边缘十分发育；上第三系土门子组见于自治县
东部，而船底山玄武岩则大面积覆盖于自治县北缘以北。第四系在全县普遍发育，广泛分布于河谷及
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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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概况》适合研究人文地理相关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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