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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 ．吉
刖 雷

《八五九农场志》编纂成书，这是值得庆贺的。这是一部记载

八五九农场全体干部，职工艰苦创业的光辉篇章．
+

一今八五九农场是1964年根据中央_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

的八字方针由原八五九农场的五、六分场重新合并组建的。合并后
。

农业队1 1个，耕地1 0．7万亩，拖拉机42台，收割机30台，职工3，268

人。
． 1964年新八五九农场成立后，在分配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实行

了“基本工资加奖励”和“两结合工资”，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

性。芷多次派出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克山、绥滨等农场学习先进耕作

经验。确实起到实际效果， 粮豆单产由1964年的56．8公斤提高到
1 30．4公斤，五年盈利161万元，结束低产亏损的局面。全场干部、

‘职工和家属欢欣鼓舞，精神焕发、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为了打通与外界隔绝的局面，1965年从场部至东安1 8公里的砂

石路建成；1967年开始与兄弟农场配合，修通火烧孟(今创业农

场)的公路。这两条公路的建成，加快农场的建设和发展，使进出

物资常年沟通。 j

。在建设八五九农场的事业中，1 957年的铁道兵；1 958年的转业

官兵；1959的山东支边青年；1966年的复转官兵以及1964年以来的

城市下乡青年等是构成建设农场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对农场的

贡献，将永垂史册。

八五九农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八五九农场的山山水水，更

+爱八五九农场富有求实精神的人。八五九农场的干部职工和家属那

种顾全大局，开拓前进，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特别是求实的精神，
一 一 一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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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可贵，使我终生难忘。

我衷心希望八五九农场的全体干部、职工和家属，继续发扬北

大荒人的精神，在党委领导下，紧跟改革步伐，继续开拓前进，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耿国栋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



引 言

场志办的同志约我为场志作序，因到八五九农场时间不长，对

本场之历史了解甚少，实感不能胜此重任。。

据悉，一百多年以前，乌苏里江两岸直至东海滨，都是我国的

领土。1 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之后，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被强行划归俄国。从此，今八五九农场这块地方便成

为祖国的边陲。所以，在这里办农场具有屯垦戍边的双重意义。

自1 956年铁道兵8509部队的转业官兵们在这里拓荒建场以来，

到现在已有二十九年的历史．二十九年来，农场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复而从大化小，再而从小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确实走过了崎岖曲

折的历程。然而，在这一段漫长又非寻常的过程中，农场汲取了丰

富的经验和严肃而又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资政、

教育、继往开来。使后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农场

在这次工作重点转移中，紧紧与中央保持一致，经济效益有了明显

提高，生产建设得以顺利发展。这二十几年不平凡的历程，大有认

真总结的必要。

我国历史上素有编修地方志的传统，从东汉光武帝下诏撰写《南

阳风物记》起，历代编史修志均有先例，相沿不衰，为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历史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都曾倡议编修新方志，监询问过地方志编写情况。到1960年6

月止全国已有--百五十个县编写出初稿。但是， 。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团"横行的十年里，编史修志事业夭折了。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 “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

学的研究"。根据这一精神，在国家统一布署下，一个全国性编修

地方志的热潮又一次掀起。。我们乘此东风，编修《八五九农场志》

意在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认识规律，促进发展，使其“前有所记，

后有所鉴"，得益当代，惠及子孙。

八五九农场的历史进程，由于体制多次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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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场

志办多方查找与考究核实，兼有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帮助，终于使编

修场志工作付诸实现。全书对本场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以及

乡土人情、风俗习惯等都作了较系统的记述，这对于了解前人和教

育后代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使今天和明天的人们知道，前人是怎

样在这块土地上披荆斩辣、栉风沐雨、历尽艰辛的，才使这块荒原变

成初具规模的机械化国营农场。

珍惜历史，．就是珍惜事业，尊重历史，才能继往开来。我希望

今天和明天的人们，都要珍爱这块地方，把这块地方建设得更加绚
丽多彩。为繁荣边疆，振兴边疆，．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忠山。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



凡 例

一、本志取事于1956年至1984年之间， 为追溯历史和横陈现

状，个别章节上限伸至清朝未年，’下限延至1985年本志成稿之日。

二、本志立概述、大事记、经济、政治、文教卫生、社会、人

物、附录共八编五十一章一百五十七节，节以下各段、日，一般立

有标题，依次排列。

三、本志以文、图、表、录监用记事，语言文体取通用白话、2

记述体。
’

四、大事记自成一编列于概述编后，．所载本场主要机构变更，

重要会议和活动，重点工程，突出成就以及对后人有教益的事件。

五、经济编是本志之重点，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一，韭据垦农企

业之特点，重笔记述了农业、农机、畜牧、物资、财务和劳资各
士

‘

，

J心· ’，

六、本志遵循史家通例，不为生人立传，所立传记均系省政府

批准之烈士，监在人物篇中列有英模表录和简介。：

七、本志之简史立在附录编内，纵述四次体制大变动的历史概

况，韭稍加评议。

八、本志资料多来源于农场总局、建三江管局和饶河、虎林两

县的档案文献，以及农场档案室和各部门提供的文字资料， 有少

部份属口碑资料。为节省篇幅，没有注明出处。但所收集的历史资

料，凡是志书录用的，均按章节汇编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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