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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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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I荨

欣逢盛世修新志，乐著文章启后贤。

抚远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地方志——《抚远县志》，栉风沐雨，

筚路蓝缕，历经十余寒暑，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终于出版面

世了，这是抚远县的一大喜事。这一时代的新篇章，是全县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抚远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全县社会科学

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A．41"7了解、研究和建设抚

远不可多得、大有裨益的“百科全书”o值此志书出版之际，．我怀

着既兴奋又激动的心情致以祝贺，并向对这部志书的编纂、修改、

出版等工作给予殷切关怀、帮助的专家学者、修志前辈、出版部

门、印刷部门，向为之倾注心血的各界人士和付出辛劳的诸同志，

表示诚挚的感谢。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黑龙江和鸟苏里江两岸的广大地区

统属于中国领土o 1858年5月28日和1860年11月14日，沙皇俄

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俄《瑗珲条约》和中俄《北

京条约》像一条沉重的枷锁，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使抚

远成为祖国东北边陲。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征服自然，战胜灾

难，改造社会，创建文明，把抚远这块土地开发成富饶美丽的家

因，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业绩，抒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树立起不畏强暴、英勇抗击外国列强侵略的光辉形象，播种、培

植出中俄两国边境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绚丽花朵o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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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抚远县志

解放前，抚远经济长期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加之地势低洼，

洪涝肆虐，兵燹匪患，境内人烟稀少，城乡凋敝o．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拔乱反正，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端正了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抚远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经

济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坚持贯彻党的农村工作方针和农业政策，

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农民生产积极性。多

种经济成分的共同繁荣开始取代单一经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

开始取代单纯粮食生产以及自给自足经济；渔业生产的捕、养、

加结合开始取代只捕不养、只养不放的经营形式；开放、搞活开

始取代封闭、自守；致富、求知、相信科学开始取代靠天吃饭和

落后的生产意识。繁荣兴旺的口岸，商贾云集的市场，特色经济

的确立，第三产业的崛起，专业户的大批涌现，农林牧副渔各业

的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频繁，市场的活跃，人民群众购买力的

提高和物质、精神生活的改善——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

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没有

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改革开放的英

明政策，就没有抚远经济的振兴与繁荣。抚远解放后的四十年，

是抚远两个文明建设迅速发展的四十年，是抚远抒写划时代历史

新篇的四十年。近年来，全县干群精诚团结，同心同德，沿着邓

小平同志设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兴利除弊，开

源节流，涤浊扬清，奋力进取，使全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取得了长足进步o

《抚远县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在辑存历史珍贵资料

的同时，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抚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翻天覆地的今昔巨变，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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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弦的英模事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全书运用新的观

点、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体例，勾绘出抚远具有时代特征和地

方特色的新成就、新气象、新风貌；既继承又创新，达到了立足

当代，详今略古，实事求是，扬善褒优和继往开来的目的。

在《抚远县志》出版时，我谨希望，抚远的共产党员和广大

干部群众，重视它，珍惜它，研究它，使用它，从中熟悉县j睛，

寻找规律，获取教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

进，创造抚远更加绚丽多彩的美好明天!

谨以此文置于卷首，是为序。

中共抚远县委书记 于明非
一九九七年五月



抚远县志

序 二

《抚远县志》书稿，掩卷沉思，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适逢编委会邀我作序，职务所系，责不容辞，遂不揣义例，不虑

笔拙，直进实感于书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文教

昌兴。各项事业方兴未艾，前途光明，欣逢盛世修志，世人皆感

功莫大焉。

1995年5月，我奉调来抚。受任之初，深恐才疏学浅，不堪

重任而有负众望，亦会辜负组织重托，人民厚爱，故急欲了解县

情，洞悉全局，迅速开展行之有效的工作。然而人地两生，谈何

容易!全面情况从何处获得呢?听取各部门汇报，县属机构、单

位数以几十计，全面而系统的汇报旷日持久，实属难窥全豹，觅

寻于档案资料，馆藏成册文字架屋充栋，浩如烟海，查阅耗时劳

力，焉敢问津?幸喜《抚远县志》送审稿结集完竣，读后对抚远

历史脉络大致了了，对开展工作大有裨益。由此使我深感探索地

情的不易，始觉志书于为政者之重要，为四化建设服务之急需，

顿悟编纂新方志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故受任以来，于编纂地方

志工作，未敢存有半分忽视怠惰之念和一丝侥幸之心。抚远虽自

有史以来无志，又因时远事湮，资料匮乏奇缺而搜集不易，但赖

各方专家、学者援手，得益上级编纂部门领导悉心关怀，仰仗全

县各界人士热忱扶持，更兼编纂县志人员不避绠短汲深之艰难，

呕心沥血，矢志不渝，众手成书，一部洋洋百万言的《抚远县志》

终于告竣并即将面世，堪可告慰抚远地下先烈英灵，远涉他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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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游子、曾关怀抚远成长进步的上级领导，八方朋友和今天仍生‘

活、工作、学习在这片土地上的万千家乡父老。

修志是一项艰辛而困难的工作。这正如我国当代的一位学者

所言：“修一部方志难，续修一部亦难，创修一部方志更难o"首

创《抚远县志》，正似“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一样。编

纂地方志者秉一颗丹心，藉两袖清风，伴三更灯火五更鸡呜，四

斟纲目，六易志稿，循七日来复，观八索览九丘，十载寒窗，亦

著就百载方志，添补历史空白，遂愿志炳千秋，昭示万代。

抚远，三江独峙，黑、鸟两江双环，资源、地缘优势兼备，

毓秀钟灵，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观存抚远境内古迹形胜，出土

文物，遗址墓葬及其它文化遗产，均凝聚抚远人民智慧，足以反

映历代劳动人民丰富的创造精神和刻苦耐劳、勤朴节俭，不屈不

挠，忠诚敦厚的传统美德。人民群众创造出的人文景观和热烈豁

达的淳朴风格堪与黑、鸟两江的明媚风光相媲美。新中国成立近

半个世纪，抚远同全国各地一样，各项事业均取得巨大成就。农

业、渔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项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民众生活

日益富裕；资源、地缘优势日益转化为经济优势；建立起以农业

为基础，以工、副、渔业辅助，以边贸、商贸、旅游业为龙头的

地方经济发展格局；交通、邮电、电力等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商

业、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广播电

视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抚远也走过艰难曲折

的道路。这些曲折，既与国内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关联，又有本地

“小气候”因素的影响。因此，总结研究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失误的

教训，对于现实和未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抚远县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从人民利益出发，对搜得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删

削冗繁，举撮机要，以事分类，设置篇章，纵述历史，横陈百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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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博而翔实的资料述历史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振兴抚远

经济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实是各级领导与广大干

部进行宏观调控与微观指导的“信息库”，是科技人员调查百业兴

替不可忽漏的“资料集”o诚然，一部地方志，不是总结和研究这

些经验教训的专门论著，但历史毕竟是一面镜子，“史镜有心能鉴

误"，启卷便能挈千载于眼底，运全局于一心，所闻者简约，所得

者广博，不仅有益于当代，而且荫及于后人。我认为抚远县的各

级干部以及一切有识之士，应人手一册，以志为鉴。扬清涤浊，

总结经验教训j认识历史规律，充分利用客观条件，为振兴抚远，

繁荣边疆做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伟大旗帜，动员全县各族人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

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进两个

文明建设，为把抚远建设成富饶、美丽的新家园而努力奋斗。

抚远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延凯

一九九七年五月

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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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o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拨乱反正，百业正举，神州安

定，华夏景明，编史修志，恰逢新机。中共抚远县委、抚远县人

民政府于80年代初，烛见修志工作意义重大，毅然定策，调集专

才，拨付专资，肩负起时代赋予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光荣使命。

志办同志广征博采，殚精竭虑，夙兴夜寐，不遗余力，尽十载之

功，终成《抚远县志》，可喜可贺。从此，一方淳风美俗，展卷可

寻，地之兴衰递嬗，有征即得。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精神产品之一，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累。继承历史

文化遗产，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体例编纂一部有社会

主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新方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

人民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o，

抚远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坚持“反映历史经验，体现客观

规律”的重要思想原则。翻开这部志书，我们可以看到，抚远历

史发展的进程，使人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开创光大业绩亦属

不易的道理，进而加倍热爱珍惜幸福的今天，积极开拓进取去创

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志之成，当归功于历届县委、县政府及各级领导的重视，

编纂人员的努力，行业部门的合作，社会各界的支援。

修志贵在用志，爱国尤先爱乡。利用地方志提高广大青少年

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爱乡思想，“睹其山川景物，则坚其安土乐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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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使之乡梓之情愈深，扎根边疆之情愈切，建设边疆之责任感

愈重；由此自然转化成为团结奋斗建设富饶家园的力量，从而也

就更好地发挥了地方志的应有作用o ．

《抚远县志》的出版，为地方文化宝库添朵奇葩。在这世纪交

替的时刻，愿我之第二个家乡的人民及社会各界同仁锐意改革，

开拓进取。以强县富民、脱贫脱补的辉煌成就迎接廿一世纪!

中共抚远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马龙河
一九九七年五月



凡 例

凡 1歹IJ

一、新编《抚远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和附录

组成。全书共分23编、99章、328节，概述、大事记、附录未列

入编的序列。

二、本志书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抚远设治76年来政治、

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作了记述，解放前部分约占志书总字数的

五分之一。

三、本志纪事，上限从1909年设绥远州始，个别章节向前追

溯到见于文献记录的时间，下限截止于1985年底。

四、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实事求是地反映抚远县的

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起到存。

史、资治、教化作用。 。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表、图和照片。

六、本志除概述、无题序和附录外，其它均采用叙而不议的

写作方法，寓褒贬于记叙之中。概述、无题序采取了叙议相结合

的写作方法，力求写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附录中则收录了部分

文献资料，以备查考o’

七、本志所谓解放前后，其时间分界于1945年8月9日，即



· 抚远县志

本侵略者在抚远统治土崩瓦解，抚远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分界，

为解放前，其后为解放后。文中的全国解放后、建国后均为

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o

八、本志所采用的统计数字(解放后部分)大部分依据抚远

计局编印的《抚远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少部分来源于各单

解放前部分则来自于县志办收集的档案资料。

九、依据“生不立传”的原则，对已故各历史时期在抚远县

影响的人物进行立传；对历史上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亦立传

，以为反面教员；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卓有贡献的，现仍

的先进人物，本着以事系人的原则，纪入史事之中．o

十、历史纪年，本志在纪年时，均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各

历史时期在用公元纪年后，夹注习惯纪年。如1909年(清宣统元

年)，1915年(民国3年)，1938年(伪康德5年)等。

十一、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单独设节，列入政党社团编，

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简述过程和基本情况，未作其它评述。

十二、凡统计表格中划“一"线的空格，表示此处根本无数

字，或者是未查到。

十三、地理编及其它编中，凡涉及水位的记载，其高程均为

假高，即按黄海海拔高程高出46．59米。

十四、由于抚远县辖区从设治以来几经变化，所以县辖区、

村亦变化较大，在阅读各章节时，请参看建置沿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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