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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陲，农业资源丰富，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最多的省份，

还有大片的宜农、宜林、宜牧、宜渔的肥沃土地和水域有待开发。农田地势平

坦，连片程度高，适于机械耕作；气温较低，无霜期短，农事季节性强，抢种

抢收需要机械化；年降雨量少而集中，十年九春旱，农业为旱作型I土地耕翻

起垄比重大，．需要通过耕作措施蓄水保墒，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壤水分。这些

都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了非常有利条件。 ，

(一)

世居黑龙江地区的各个民族，古时从狩猎、游牧，渐进于耕稼。劳动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农业生产工具。由原始的骨、石工具，

发展到铁、木制器，由人、畜力发展到油、’电为动力的现代农业机械，这一演

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黑龙江地区引进使用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工具时间较早。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在靠近沙俄边境地区的瑷珲等地，就使用了沙俄生产的新式

马拉农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支持下引进火犁

(拖拉机，下同)两台，聘请洋匠(外国人)驾驶，．在齐齐哈尔以北讷河一带使

用。民国时期，有军阀和财阀集团在绥滨县境内办起东益、东井、智远、近思、

广信等5大火犁公司，经营火犁16台．193l一1945年(东北沦陷时期)，日本

侵略者为掠夺东北地区农业资源，在黑龙江各地设立的许多“开拓团刀和“满

拓农场"以及一些私人团伙经营的拖拉机共368台，分布在36个县(市)。但

广大农村，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使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大部分仍然是旧式犁、

耙、锹、镐、锄、镰、大铁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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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地区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

土地所有制，组织互助合作，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并有计划地发展农业机械

化。 ．

1947年，黑龙江省开始创建国营农场，引用农业机械垦植。国营农场成为

全省全面推行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先驱j培养了大批人才，积累了经验，对全省’

广大农村发展农业机械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9年，在互助合作基础好的地方推广新式马拉农具。1951年，原东北人

民政府农业部，在海伦县17区禄生村建立起黑龙江省第一个半机械化技术指导

站，以推广新式马拉农具为重点，结合指导各项农业技术的应用。1953年，全

省半机械化技术指导站发展到34处。到1957年，全省推广新式马拉农具工作

基本结束，共推广24万件。黑龙江省农村的机械化是从工具改革和推广半机械

化农业机械开始的。新式马拉农具的推广是全省农村发展农业机械化迈出的第

一步。

r=、
、k-___一／

1952--1985年，是黑龙江省农村有计划、有步骤推行农业机械化，并取得

巨大成就时期。这30多年农业机械化发展大体经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2--1957年，为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试办阶段。试办目的是：

示范农民，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为大发展作准备；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

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摸索中国式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路子。1952年，国家

在桦川县11区试办建立起全省第一个拖拉机站——星火拖拉机站。配备拖拉机

7台，主要为星火集体农庄代耕服务。1954年，拖拉机站发展到16处，经营拖

拉机175台。1957年，拖拉机站(包括机械垦荒站)发展到28处，经营拖拉机

724台。拖拉机站经营管理，主要采取苏联的方法。拖拉机站由省农业厅直接领

导，人、钱、物3权在上。拖拉机由拖拉机站经营，为农民代耕，定额收费，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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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部分由国家补贴。拖拉机站没有自己的产品。拖拉机站3权在上，所在地党

委只管政治工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拖拉机由拖拉机站管理，为农民代耕，双

方“两条心两本帐一不利于生产和管理。1957年春季，改革了管理体制，把拖

拉机出租给集体经营，由拖拉机站进行业务指导，实行结果发挥了机具作用，受

到农民的热烈欢迎。拖拉机站的领导骨干主要来自国营农场和农建二师转业军

官。农建二师政治部主任吕洪儒转业后，于1955年担任黑龙江省拖拉机站管理

局局长，他在建站、组织垦荒和代耕生产服务以及后来主持农机厅(局)全面

工作中始终艰苦奋斗，钻研业务，为发展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事业作出了贡

献。拖拉机站的机械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只适于平作，不能垅作，利用率低，许

多农活还得用旧农具作业，增加了生产费用。1952--1957年试办的28处拖拉机

站，分布在27个县。国家共投资2．780万元，配备拖拉机724台、机引农具3 180

台(件)。为集体农庄、合作社和互助组代耕土地321．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

3．1％。为350个移民新村开荒328．7万亩。机械播种的小麦、大豆、亚麻比畜

力耕作增产2卜40％。开荒地做到了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效益显
著。经过6年试办，在经营形式、农业机械耕作和管理等方面，初步摸索出一

些经验，．为机械化普遍发展开辟了新路．

第二个阶段，1958m1978年，是黑龙江省农村农业机械化普及阶段。农业

机械化在试办的基础上，从1958年开始，由点到面广大农村普遍发展起来。1958

年，在全省开展了“大搞工具改革”运动。提出农用大车轴承化，农田水利建

设大搞空中索道化，还推广了绳索牵引犁。使农用大车遭到严重破坏，许多改

良农具粗制滥造，不能使用，浪费了大量资材。1958年，撤销国营拖拉机站，将

农业机械卖给人民公社，实行社有社营。这种社营实际上投资还是国家出，经

营亏损还是国家补贴。再加拖拉机由社营以后，管理不善，机械利用率下降，损

坏严重。1962年，人民公社实行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国家又将拖拉机上

收，第二次办国有国营农业机械站。1962年，农村拖拉机发展到2 889台，比

1957年增加了3倍。有拖拉机的县(市)从1957年27个增加到64个，以县

(市)为单位普及率达到97％，农业机械作业服务面占人民公社的71％。到1964

年，县(市)农业机械总站发展到66个，人民公社分站发展到610个，有拖拉

机2 814台。国有国营拖拉机站实行企业管理，独立计算成本和盈亏，很多拖拉

机站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亏损严重。1964年。省农业机械厅厅长赵振华率领

农机战线全体职工，打了一场扭转经营亏损的翻身仗，改善经营管理工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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