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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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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建三江农垦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她真实地记述了建三江垦区的两代“北大

荒人修披荆斩棘、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我做为一名为农垦事业奋斗了三十几年的老农

垦战士，由此感到无比欣慰。

((建三江农垦志》记述了黑龙江省建三江国营农场管理局，在原来农场的基础上，

自1969年创建伊始至1984年16年的开发建设历程。
‘。

建三江农管局，位于祖国东北边陲，素有“小三江一之称．全局总面积12332平方

公里(1850万亩)，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农，林，牧，剐，渔，工，商、运

各业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这一新型垦区的开发建设，对于发挥这里的资源优势．建

设国家的大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屯垦戍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

建三江这块宝地，早在公元前22至2l世纪之间的唐虞时代，就是我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的地方。悠悠历史，漫漫长夜，边陲三江，百年血火。这里留下了沙俄帝国主义掣探

险看黟的足痕，留下过旧中国烟匪兵燹的遗迹，也留下了日本帝国主义桩桩侵华的罪

证。他们企图征服这片神奇的土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天灾战祸

频繁，外患内乱不断，大片土地荒芜，人民苦难深重。百余年的历史，特别是半个世纪

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这块土地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

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也使始刨予南泥湾

大生产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垦事业跨入了创建机械化国营农场群的历史时期。

一唱雄鸡天下白。人民政府重视垦荒，加强边疆开发建设。1954年在松江省地方富

锦县国营农场第四作业区龙富农场的一个开荒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七星农场。1956年3

月，铁道兵8509部队的转业官兵980人开赴这里，组建八五九农场，揭开了开垦处女地的序

幕。1958年在党中央的号召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由王震将军带领近十万转业官兵，高

举口向地球开战一的大旗，从全国各地分批进军北大荒，掀开了在垦区开发史上最为气

势磅礴的一幕。其中-有3840人分别到八五九，胜利、七星、勤得利农场参加建设。他

们头顶蓝天，脚踏荒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使农业生产队遍及厌野。1959年为发展

生产，从山东接来7206名支边青年到农场参加建设。1966年3月，沈阳部队2664名转业

官兵，集体转业蓟建三江参加屯垦戍边的建设。以后数批转业官兵，大中专毕业生．知

识青年和其他建设者数万人加入了国营农场建设大军。在建设垦区的行列中，有参加过

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历次革命战争，战功卓著的英

雄，也有得过“五·一一劳动勋章的勇士及参加国庆大典的壮儿，还有一些对党忠诚，

受“左嚣的路线迫害，但矢志不渝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逆境中默默地为人民做贡献

的转复军人、知识分子和老垦荒战士，他们都是垦区无名的英雄，曾有过胜利的喜悦，

也有过受挫的痛苦，他们不仅为垦区贡献了数十亿斤粮食及其他物质财富，而且为我们

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北大荒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艰苦
奋斗几十年的结果。



当年的北大荒，令懦夫懒汉望而生畏，但又是真正的勇士纵横驰骋、建功立业的广

阔战场．30年前，建三江的开拓者从锦绣江南、繁华都市，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浩荡而

至，踏上这沼泽漫布、塔草丛生、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抚饶三角洲，在料峭春风，衰

草苇塘，蚊蝇虻蠓，烟雪茫茫的荒原上，燃起篝火，建起一个个帐篷、马架，踏查荒

原，烧荒开垦，强迫土地交出粮食。终于使“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抚饶

荒原变成了丰饶富庶的鱼米之乡。在征服和建设三江平原中，开拓者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年华，用汗水以至鲜血谱写了建三江垦区的光辉史篇。

几十年过去了，建三江垦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单一农业，发展到农、

林、牧、副，渔，工，商、运全面发展的新垦区。在昔日无际的沼泽荒原上，开垦出

570万亩土地，建起了14个大中型机械化国营农场(其中有3个引进外资的80年代的现

代化农场)，发展到299个生产队，16万人口，7．6万名职工，成为黑龙江垦区重要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垦区已为国家生产粮豆4．2亿公斤，上交2．29亿公斤。

开发三江，建设垦区的事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全面发展。近几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多次亲临建三江垦区视察，对三江的开

拓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使三江人民群众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亿昔日，创业艰辛。展未来，任重道远。北大荒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大荒

人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全面改革，振兴垦区的任务，历史地

落在我们肩上，要继续发扬北大荒人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在过去农垦创建初期需要，

今天，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更需要发扬这种精神。只有这样，才

能使我们建三江垦区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王振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二

《建三江农垦志》现在出版了，令人欣喜。

建局16年来，广大干部，职工历尽艰辛，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编写这部农垦志，目的就在于；总结经验，汲取教韧l，认识规待，促进发展，

使其“前有所记、后有所鉴’’，得益当代，惠及子孙。

《建三江农垦志》是一部比较系统地、全面地辑录建三江垦区开发建设、改革发展

的历史。全书共分9编45章。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

物，筒史和附录。是一个史料比较丰富，主要数据比较齐全，有较鲜明的时代性、知识

性和实用性。这部志书对今后开发三江，建设三江，振兴三江提供了历史借鉴。

《建三江农垦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4年4月。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管局党委下

发了1984(49号)文件，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农垦史编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抽调3

名(后期2人)专职人员，从事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始终遵循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观，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求真存实，在全面，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认真地查证核实和科学的编纂。为了搜集资料，编写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发动群众

与亲自动手相结合，搜集资料与考证资料，先后到省图书馆，哈尔滨市，佳木斯市，总

局档案室，管局档案科搜集资料，查阅档案一千多卷，召开座谈会，登门拜访知情人。

经过修志人员千日的具体操劳、努力及多方面驱难而进的情况下完成的。可谓，这部农

垦志的字里行间，都凝聚着全体编史修志人员的心血，体现了他们刻苦学习，群策群力，认

真编纂的集体智惹的结晶。全局16万群众将永远铭记修志人员对此所付出的劳动和所作

的贡献。建三江的开拓者、建设者以及未来建三江垦区的人民将切身体会编史修志这项

浩大的工程带来的深远影响。

编写农垦志，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内容多，涉及面广，专业知识性强，追溯数十

年，纵横几千里，为三江垦区今后发展提供了资料考证。但由于管局体制变更，人员来

去频繁，加之十年浩劫的破坏，使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散失殆尽，加之编修人员的水平

有限，谬误难免，请读者斧正。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管局党委机关各业务部门干部群众的关怀、支持与帮助，得到

了总局农垦史志办公室的及时指导及全管局各场史志办的热情帮助，借鉴兄弟管局的有

益经验，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珍惜历史，就是珍惜事业，尊重历史，才能继往开来。昔日，三江人民以其顾全大

局、艰苦奋斗、锐意开拓、勇于献身的“北大荒人打精神，唤醒了沉睡的莽莽荒原，创

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I今朝，也必将继续发扬“北大荒人，，精神，为三江垦区的

现代化建设，开拓前进，再展宏图。

刘廷佐
1987．10．10



编 辑 说 明

一，《建三江农垦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为准绳，简明扼要地对若干历史时间的重要

事件进行记述，力求做到大事不漏，取舍有据，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本志取事于1968年至1984年之间。为追溯历史和表达现实，个别章节上引至

1954年，有些专志为其完整，写到搁笔时为止。

三，本志立概述、大事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简史，附录共9编45

章，159节，70余万字。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侧重农业，农业机械、林业，畜牧，物资，

企业管理，谓“人财物弦。

四，本志采用以时为经的编年体和以事为纬的纪事本末体，以及两种体例相结合的

方法编写的。

五，本志以文、图，表，录并用记事，语言体例一律取通用白话语体。

六．本志的经济综合数字，以管局计财处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数字为准(少部

份统计数字是管局机关各部门提供)。

七，概述提纲挚领．纵贯全书。简史纵述二次体制大变动的历史概况，并稍加评

议。大事记以时为经，所载本局主要机构变更，重要会议和活动，重要工程，突出成就

以及对后人有教益的事件。各专业志横排纵述，纵横结合，以横为主。所记“附录黟，

不等于“附事"，它也是正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出于技巧方面的考虑，又鉴予

通例，而独立成编，称为“附录黟。

八，本志望逞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所立传略均为省政府批准之烈士，并在人

物编中列有事略，表录．名录。

九、本志资料多数源于总局、管局档案资料以及管局各农场志、管局机关各部门提

供的文字资料，有少部分属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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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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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依林刊总理视察建三江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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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若木顾问到垦区求安考幂



△万里副总理到垦区观察灾情(1981·9·3)

△ 王连铮副省长在垦区与大学生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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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宋平王任采建三江垦区视鬃

q戴谟安副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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