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一直视东北为龙兴重

地，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尤其吉

林地区，盛产人参、貂皮、鹿茸、东

珠等贵重物产。其统治中心移至

关内后，东北满族人口大量减少，

经济萧条。时常有汉族等居民进

入这一地区从事挖参、垦荒、狩猎

等活动。清政府为了垄断东北丰

富的自然资源及不被外族占据和

开发，固存本族骑射尚武习俗，防

止满族汉化，以保护满族发祥地

为名，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修

建了柳条边（简称柳边、柳条边墙

或条子边等），严禁汉族人和其他

民族人进入。同时用以划定奉

天、吉林两将军辖区和蒙古王公

领地封禁界限。

柳条边因修建时间先后，有

老边和新边之分。老边建于崇德

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38 年至

1661年），历时23年，从今辽宁省

凤凰城向北至开原，从开原再向

南，直达山海关与长城相接修筑

的边墙，被称为老边，即“盛京边

墙”。全长950公里。

新边建于康熙九年至康熙二

十年（1670年至 1681年），历时11

年，由宁古塔将军巴海主持修筑，

从今辽宁省开原的威远堡起，经

四平、公主岭、伊通、长春、九台至

吉林市舒兰法特亮甲山修筑的边

墙，被称为“新边”，即“吉林边

墙”。全长343.01公里。

柳条边是用土堆成高、宽各 3尺的土堤，堤上每隔 5尺插柳条 3

株，柳条粗4寸、高6尺、埋入土内2尺、外余4尺。各柳条之间用绳连

结，称为“插柳结绳”。在土堤外侧挖有深8尺、上宽8尺、底宽5尺的

深壕，其横断面为倒梯形的深壕，其中壕内注满水与土堤并行，禁止行

人私自入边。从整体上看，柳条边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被誉

为“关东绿色长城”。

柳条边内墙外壕，有门、有台，沿线共设置168座边台（老边140

座，新边28座）和20个边门（老边16座，新边4座），每个边门和边台均

有官兵驻守，距离长春最近的是伊通边门，而九台则是当时新边上的

重要边台。

伊通边门，又称一统门、易屯边门，是柳条边20个边门中，东数第

二个边门。位于今长春市南20公里乐山镇同永春镇交界处以东新立

城水库下面。伊通边门建有门楼一座，门楼高6米，宽6米，前后进深

5米，以青砖红松木料，石料及灰色鱼鳞瓦构筑而成，房脊的东西两端

及房檐四角均饰有兽形建筑鸱吻，门洞宽、高各2米，门洞过木上方正

中悬书“伊通边门”长方立挂匾额，匾额的右上方写“吉林所属”，门楼

的山墙与柳条边土堤相接，土堤很高，边壕很深，常存积水，边壕与门

洞间架榆木板桥一座，中间是过道门洞仅可容大车一辆。防御衙门的

牌子上写着：“衙门重地，国课攸关，有敢故违，定行究办”。边门两侧

有耳房，一锁囚犯，一住巡差。每门设防御员、笔帖式、领催各1人，披

甲兵各20人，壮丁若干人，以掌管边门启闭。稽查行人，催逼租税，植

柳疏壕等事宜。

柳条边各边门之内设有边台，边台并不是民间传说的墩台和烽火

台类的土台子，没有台，而是沿柳条边设置的区域性行政管理机构的

驻地或守边人聚居点。各边台设千总3至 4人、台丁150至 200人不

等。台丁是“由汉人入旗籍人充之，种地免征租税”，俗称“边台人”，用

于看守、瞭望及对边墙进行维护等。

柳条边自东北至西南方向，经长春至伊通边门设有边台依次为：

一台即头台位于吉林市地区舒兰市法特镇东6公里处头台村，二台位

于吉林市地区舒兰市法特镇（法特哈边门）。长春市从三台起，三台位

于长春市九台区上河湾镇三台村三台屯；四台位于九台区上河湾镇四

台村；五台位于德惠市五台乡，边墙从九台区上河湾镇五台村穿过，称

上河湾镇五台村为“小五台”；六台位于九台区城子街街道六台村；七

台位于九台区城子街街道七台村；八台位于九台区苇子沟街道八台

村；九台位于九台区九郊街道上台子屯；新边采取从一台排到十台，然

后再重复从一台排到九台，称上十台、下九台。十台位于九台区东湖

街道荆家村境内的饮马河西岸，称“饮马河台”也叫“头台”；十一台位

于九台区东湖街道腰站村二台屯，称“二台子”；十二台位于长春二道

区三道镇四合村东南盛家岗子和双阳区泉眼镇岗子村后屯交界处的

后台屯，称“后台屯”；十三台位于长春净月街道小河台，称“小河台”；

十四台位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立城邢家台，称“邢家台”；十

五台位于长春新立城水库内，即是伊通边门。全长171公里。

柳条边经公主岭市区域，进入伊通县境至赫尔苏边门，横贯长春

地区公主岭市南部，经过公主岭市柳条边长25公里，设有二十家子

边台1处，位于公主岭市二十家子满族镇（为赫尔苏边门东起第一个

边台）。

清朝对东北封禁政策长达200余年。1667年之前，鼓励开拓。清

朝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清军入关后影响，东北地区人口锐减，呈现

出“荒域废堡，败瓦残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景象。因此，清廷招

抚各地流民出关参与开垦，许其居住并赐予土地。1667年至1740年，

部分限制。1668年（康熙七年）开始，官府不再鼓励农民前往东北地区

开垦，且柳条边逐渐成型。1740年至1792年，全面厉禁。清政府提出

严格限制民人进入盛京地区等 8条建策，成为厉行全面封禁纲领。

1792年至1860年，禁中有驰。由于山东发生自然灾害，清政府允许并

且鼓励灾民前往长城及柳条边外的东蒙及东北各地谋生，以分流难民

潮。关内大批移民涌入东北，成为驰禁的开端。

1860 年至 1895 年，局部开禁。清政府为开发东北，实行移民实

边，进而增加税收、巩固边防，缓解土地矛盾，对封禁逐渐演变成局部

开禁，柳条边及边门等逐渐失去作用。

1895年后，全面开禁。清政府虽然没有正式发布过废止对东北封

禁的命令，但随着“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吉林围场被放垦，以及一系

列“放荒济用”政策的实施，尤其东清铁路通车以后，关内大量破产农

民涌向东北各地，清政府设立州县进行管理。东北地区进入全面开禁

时期，柳条边墙也随之被废弃。

长春境内的伊通边门在新边的4个边门中，因扼伊通河，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有大量人员要从此边门进入长春，开荒种地。当时，伊通

边门也是重要的储粮基地和运粮航道，因这里是伊通河中游，水运十

分方便，所以伊通边门异常繁荣，成为关内人进入长春的桥头堡。

1800年，清政府为管理大批移民和土地，在吉林新边以外的蒙古

王公驻牧地（长春堡境内伊通河东岸）设置长春厅。

1825年，长春厅搬到南关区西四道街附近。至此，伊通边门逐渐

落寞。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修建蓄水工程，1958年新立城水库正

式竣工。伊通边门便淹没在水下，成为柳条边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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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纪洋)为促进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出版物印制水

平，近日，第八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在长春市拉

开帷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省委宣传部印刷发

行处、省编辑出版学会、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代表及学生组和职

工组选手等近百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此次选拔赛由省新闻出版局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

办，省印刷复制业协会和省编辑出版学会承办。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

的66名选手在平版制版、数字印刷、印刷装订等比赛项目上展开了激

烈角逐。

活动旨在倡导全省出版系统的各企事业单位要实施人才兴业、人才兴

企战略，善于发现人才，以岗位锻造人才，努力造就一支既懂理论，又有实操

技能的高素质队伍，为吉林印刷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吉林省选拔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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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皓）近日，“文艺进万家 健

康你我他”省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

务艺术培训活动在抚松县举办。本次活动旨在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加大对我省乡镇文联建设的帮扶力度，帮助基

层一线提升文艺队伍艺术水平，推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文艺人才队伍建设。

本次培训由省文联主办，省文艺志愿服务中

心、省戏剧家协会、省音乐家协会、省舞蹈家协会、

省摄影家协会承办，抚松县文联协办。培训邀请

了孙裕东、刘玮林、房敬、刘俊杰、刘治强5位省内

知名专家担任合唱、摄影、舞蹈、戏曲培训辅导老

师，分别在抚松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抚松镇

文联、抚松镇南关社区、抚松镇城南社区开展了

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集中培训活动。

来自抚松县县乡两级文联4个艺术门类的

200余名文艺爱好者参加了培训，大家纷纷表

示，授课老师艺术精湛、讲解通俗易懂，使人受

益匪浅，希望省文联今后还能多多举办这样的

培训活动。

“文艺进万家 健康你我他”
省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艺术培训活动举办

三月乍暖还寒，但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敬

信镇的防川村周围，却已绿意萌发，处处透着生机与

希望。

“我们再琢磨琢磨还能从传统的朝鲜族文化中挖掘

出什么新花样来吸引游客。”“我最近看到了一些先进民

宿的发展理念，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咱们还可以研究点

融合式的朝鲜族美食，给咱们的农家乐加点新东西”……

日前，当记者走进防川朝鲜族民俗村村委会时，看到的正

是几位当地村民聚在一起忙着“头脑风暴”的场景。

“过去村里人是守着美景，靠出国打工过日子，现

在依靠乡村文化旅游，接待游客就能挣钱，多幸福啊！

我们这个岁数，住这么好的房子，还能有可观的收入，

这是过去想都没想到的事。”一位朝鲜族阿迈热情地告

诉记者，如今，她闲置的农房“旧貌换新颜”，摇身一变

成为精品民宿，朝鲜族特有的火炕、24小时循环的热水

器和WIFI一应俱全，每逢节庆，村里的演艺厅和演艺广

场还会举办特色非遗展示和精彩民俗表演，游客们来

后都交口称赞……

防川村位于防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南部，处于中、

俄、朝三国交界地带，被誉为“东方第一村”，因“一眼望三

国、一县邻三国”而闻名，吸引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雁鸣

闻三国，虎啸撼三疆，花开香三邻，笑语传三邦。”正是对

这里的最美注解。

防川村周围群山环抱，景色优美，前有江，后有湖，新

建的村民房舍整齐亮丽而又不失民族建筑风格。独特的

地理区位、富集的旅游资源、浓郁的民俗风情、厚重的历

史文化为防川村增添了独有的迷人色彩，也为这里打造

跨境旅游、民俗旅游、红色旅游以及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了

绝佳的优势和条件。

近年来，为加快乡村振兴步伐，防川村深挖旅游资源

和乡土文化，科学谋划、准确定位，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

强村富民的突破口。2017年，在珲春市委、市政府的主

导和帮助下，防川“东方第一村”古村落改造工程正式启

动。该项目总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4万

平方米，包含传统朝鲜族民居、金沙滩欢乐谷、防川花海，

2019年9月项目完成，防川村旅游接待能力迈上了新的

台阶。

为了突出民族文化特色，打造一流的延边田园风情

民宿，2019年10月，经过专业设计与施工团队的每户一

品美化改造后，防川村实现了星级酒店标准管理，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20年起率先将村庄亮

化与民族歌舞表演、篝火及乡村电音相结合，打造了系列

夜游主题游乐活动，丰富夜游文化体验，打破了“农家乐”

的单一旅游模式，带动了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乡村文化

旅游的开展，促进了防川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该

村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现了村内环境维护，污水、垃圾处

理专业物业管理，乡村治理实时跟进，许多在异地打工的

村民陆续返乡创业。作为我省对外开发开放的前沿区

域，防川村乡村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和民宿发展的成果对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边境村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全国

乡村治理示范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吉林

省省级乡村旅游十大精品村首席……载誉无数的防川

村，如今通过挖掘民俗风情资源和乡土文化，发展民宿旅

游、农家乐等，极大推动了当地农业和旅游业的融合发

展，更打造出了特色乡村旅游品牌。珲春市则把保护发

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同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相结合，让以防

川村为代表的特色村落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当地新农村

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的样板。

（本栏图片由珲春市文广旅局提供）

“东方第一村”：打造乡村文化建设样板
本报记者 马璐

“东方第一村”防川村村门。

防川村全景鸟瞰图。

每逢节庆，防川村内都会举行具有民族风情特色的
表演活动。

防川村村内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景观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