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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辑以马克思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和邓小平的

“要懂得一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为哲学本质，采用以文化笔法为主兼

容统计笔法的著述方法。在具体著述中，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章程》和I：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保持一致，记政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持一致，记

经济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保持一致。

二、本志采用“述、纪、志、传、录、表、图”的综合体裁。在。志”这一部分，本志

的结构方法是：以元素事物为记述起点，以专题为记述主体，以章、节、目为结构链，以中

心事物为纽带，形成纵向层层领属，横向各自独立的立体结构模式，避免统计栏目式篇目平

面记述的局限。同时，还须遵循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不拘泥于一种模式，灵活运用。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下限时的行政区域为限，历史上原属于绥芬河市的新屯子、二道

岗子、南天门、马架子、二段等地，仅在《建置》中记述，其他编一般不记述。地域称谓，独

立建制时期，按建制称谓；记述范围内区划为两个同级建制及设治前时，泛称绥芬河地区。所

记事物与下限一脉相承的，称绥芬河市。

四、本志行文原则遵循国家最新出版规定，同时照顾时代特点，不强求一律，必要时加

括注。

五、本志“领导人更迭表”，均为当时最高党政领导。传记人物，均为1988年前逝世人

物。

六、本志所用各类统计数字，1975年前出自各类档案，1975年后，原则上以统计局数字

为准，不排斥其他部门(主管局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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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绥芬河市志》编纂历时十六年多，于今问世，是全市人民的一大

幸事。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东与俄罗斯远东最发达地区——

滨海边疆区接壤，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百年来，国家的兴衰即是

绥芬河市的兴衰。晚清，祖国领土被沙皇俄国割占，绥芬河市成为边

境地区；清末，随着中东铁路建成，绥芬河市铁路沿线地区沦为殖民

地；铁路主权收回后，绥芬河市得以发展；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后，绥

芬河市再度衰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绥芬河

市才日渐繁荣，发展成为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沿边开放城市。

绥芬河市百余年的曲折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史、人民的奋斗史。《绥芬河市志》翔实地记述了这一历史发展。这对

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绥芬河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

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绥芬河市志》应成为全体市民的必读书和学校的乡土教材，以期

使人们不忘记历史的屈辱和教训，不忘记开发的艰辛，不忘记前辈人

闪光的足迹，使《绥芬河市志》充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 ．

纂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行为，是世代相传的千秋大

业，也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绥芬河市自古无志，首纂本的问世，是

对绥芬河市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

修志工作繁重而艰难。《绥芬河市志》纂修的十几年来，十调志书

篇目，四次编辑志稿，修志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走访、调

查奔波于前，考证、编纂寂寞于后，其清苦、辛劳的程度，非体验难

以理解。而修志工作者甘于奉献，以求《绥芬河市志》这一历史文化

巨著早日问世。

现在，绥芬河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愈趋完善，已经拥



有国内外投资者比较理想的投资环境。愿有志于经济发展的仁人志士

在绥芬河市实践自己的事业，为《绥芬河市志》续集填上浓重的一笔!

市长： 互主伟

--_-IlllI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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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述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南、西、北与东宁县毗邻，东与苏联滨

海边疆区的波格拉尼奇内区接壤，有

26公里国境线，为祖国东北的重要门

户；辖区面积460平方公里，建成区4

平方公里，总人口24 112人，非农业人

口占66．54％。 ．

绥芬河市整体地貌呈东、北高而

西、南低之势，辖区内有140余座山

峰，山地占总面积的85％；最高海拔点

888．1米，最低海拔点320米。有小绥

芬河、寒葱河两条主要河流。

绥芬河市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因

距日本海较近，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夏

少酷暑。’1月平均气温一17℃，7月平

均气温19．2℃；平均降水570毫米，降

水多集中于6—8月份，平均无霜期

119天，平均10℃以上积温2 072℃。

绥芬河市地下矿藏主要有沸石、

铬铁、辰砂，沸石中的赋存浊沸石分布

较广，储量可观；地下水蕴藏量

1 115．12万立方米，占水总资源的

20．1％。土地开垦55 908亩，垦殖率

8．8％，低于全国10．4％和全省18．5％

的垦殖率。森林覆盖率为45．87％，高

于全省10．86个百分点，主要树种有

松、桦、椴、柞、榆、杨、柳、槭、胡

桃楸、水曲柳等；活立木蓄积量99．145

万立方米。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资

源主要有玫瑰、山葡萄、草莓、蕨菜、

黄花菜、薇菜、黄芪、五味子、龙胆草、

刺五加、芍药、贝母、百合、柴胡、桔

梗、苍术、益母草、穿地龙、木耳、元

蘑、榛蘑、猴头蘑等。野生动物资源主

要有虎、熊、野猪、马鹿、狼、狐、貉、

獾、狍、獐、黄鼬、水獭、雉鸡、飞龙、

沙半鸡、蛇、蛙等。到80年代，大型

哺乳动物已少见。

绥芬河有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

现，四五千年前，境内就有中华民族的

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唐代，绥芬河地

区隶属渤海国率滨府华州。到明代隶

属奴尔干都指挥使司率滨江卫。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绥芬

河地区成为边界地区。1897年，中东铁

路开工，绥芬河地区一部分划为铁路

附属地，由中东铁路当局执掌大权。另

一部分于1903年隶属绥芬厅。1913年

设东宁县治后，隶属东宁县。1921年，

东北当局收回中东铁路附属地行政

权，原铁路附属地划归东省特别区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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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区。1926年正式设绥芬河市。1933

年绥芬河地区沦陷后，现市辖区先后

划归伪北满特别区第三区、东宁县、绥

阳县。

1945年绥芬河地区解放后，仍隶

属绥阳县。1948年随绥阳县并入东宁

县为乡镇建制。1968年绥芬河升格为

县级区，由牡丹江地区管辖。1973年撤

区复设公社建制归属东宁县。1975年

第二次设县级市。1988年，绥芬河市辖

3个乡15个行政村。

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奠定了绥

芬河地区交通、通讯和通商口岸的基

础。中东铁路东部线由绥芬河地区出

境，与俄国铁路衔接，西至哈尔滨。通

讯业与铁路口岸同步发展。1908年，铁

路开通欧洲运输线。此后，以粮食为主

的大量农产品运往欧洲、日本、俄国。

绥芬河站成为中国东北地区对外贸易

的中继站之一，黑龙江、吉林两省豆类

90％经绥芬河站出口。1908年，开通至

图们、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及

俄罗斯乌苏里斯克、海参崴的长途电

话。到1924年，绥芬河为东北八大电

信中心局之一。1928年，绥芬河站吞吐

货物184万吨，达到最高峰。沦陷时

期，日本侵略者因统治需要，在绥芬河

设置6处电信机构；修筑通往图们、穆

棱等地12条主支干公路。

50年代初，铁路为抗美援朝输送

军需；1954年，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际联运组织。绥芬河铁路口岸成

为中国东北地区联结欧亚经济的通

道，担负10余国的联运业务。50年代

末至60年代初，绥芬河口岸承担了向

苏联还债的货运任务。60年代后，中苏

两国关系紧张，铁路口岸的功能削弱，

最少的年份只吞吐几万吨货物。进入

80年代，中苏关系缓解，铁路口岸货物

吞吐量渐增；公路开通至牡丹江、鸡

西、密山等地。1988年，开通对苏贸易

路；国内总客运量36．9万人次；铁路

口岸吞吐迭154万吨，接近历史最高

吞吐量；市内电信单位一处，电话装机

逾千部。 ，

19世纪后叶，绥芬河地区的居民

便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与俄罗斯人进行

民间贸易。1902年后，绥芬河商业服务

业初具规模。1905年，绥芬河地区中外

商户已有105户。1910年后，俄国限制

商品输入，民间贸易转为走私贸易。

1916年建成中华市场，招商户270余

家。1922年开“烟禁’’后，鸦片经营商

迅速发展到400余家，走私贸易和鸦

片业成为绥芬河经济畸形繁荣的两大

支柱。商业与贸易的发达带动金融业。

1910年到1932年，金融业务往来远达

沈阳、哈尔滨、鸟苏里斯克、海参崴等

地。

1925年恢复“烟禁"，绥芬河市

(原铁路附属地)中外商户有165家。

1926年后，因苏联政府严格边境管理，

取缔走私，走私贸易终止，畸形繁荣的

绥芬河经济随之迅速衰落。



外国客商的“坐镇收购”贸易，也

是贸易的一种。外商收购以粮食为主

的农副产品。自本世纪初到30年代

初，绥芬河地区有俄罗斯(苏联)、朝

鲜、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

大利、波兰、美国、丹麦、捷克等国籍

人士相继在绥芬河经商、生活。最多时

有8个国家5 000余人。

1933年绥芬河地区沦陷后，大部

分外商迁走，日商增加。绥芬河地区商

户由沦陷前夕的261户，减少到1937

年的50余户。1935年日伪当局断绝与

苏联交通后，对苏贸易完全终止。

解放初，绥芬河战争创伤尚未平

复，1949年仅有10余家商户。1956年

公私合营，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至1963

年商业网点有10处。到1975年商业网

点增加4处。1978年后，国家转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从1984年起，私营商

业崛起，到1988年，商业网点达到216

处。

从解放初到1969年，绥芬河口岸

只是国家对外贸易出口的中继站。绥

芬河地方在1970年以后开始参与国

家贸易，对外贸出口组织货源。70年代

组织出口的货源主要是土特产品、粮

油产品，年出I：／额在10万元左右。80

年代增加出口轻工产品。组织出口货

源额度，由1985年的38万元增长到

1988年的816万元，年递增率

253．6％。1985年，绥芬河市在无对外

贸易权的条件下，通过省内外贸易公

司代理进行易货贸易。当年实现出口

额300万元。1987年绥芬河市获得对

苏联贸易权。1988年边境贸易过货

3500万瑞士法郎，贸易方式发展到8

种，对外贸易单位20余家，职工600余

人。

旧中国的绥芬河口岸，只设有海

关机构。解放后，1949年成立人民海

关，相继成立边防检查、卫生检疫、动

植物检疫、商品检验等机构。到1972

年，口岸各涉外机构全部健全。

绥芬河市是缘铁路口岸兴起的一

座微型城市，工业不发达。1913年，绥

芬河地区仅有一所啤酒作坊、一家电

灯公司(发电厂)，其他均为小作坊，生

产日用消费品及简易工具。到30年代

初仍为原有工业格局。沦陷后，只剩一

所发电厂、几家手工作坊。

新中国成立后，斗绥芬河区仅有一

家啤酒厂、一家电厂和一些小型手工、

业。1958年开始，发展机械、木器等小

规模工业。到1968年，绥芬河区大小

工业企业有6家。建区后，上级投入资

金，工业始有发展，成立纺织厂、珍珠

岩厂、农机修造厂、汽车配件厂。1975

年后工业发展加快。1977年工业企业

有7户，总产值(1970年不变价)301

万元。到1984年，工业企业有21家，

总产值1014万元。1988年工业企业31

户，总产值2 335万元。绥芬河工业企

业多属小规模，主要产品有啤酒、维多

思果汁、卫生筷子、布匹、针织衫、塑

料制品、红砖等17种。其中维多思果

汁、针织衫j卫生筷子等产品销往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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