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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士
日

《笔架山劳改支队志》在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的大力协助与支持下，经编纂人员的辛

勤努力，广征博采，秉笔直书，经队志编审委员会和支队党委审查，呈省劳改局编审委员

会审核定稿，现在问世了。值此，谨向编审人员和在本志的编写过程中给予关怀和支持的

有关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笔架山劳改支队，始建于一九五三年，既是肩负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司法专政机关，

又是从事各种生产经营的特殊企业。3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了“改

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劳改工作方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风雨兴衰和建设发

展的漫长里程。老一辈披荆斩棘，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开拓建场的光辉业绩已载入史

册I新一代锐意改革，艰苦奋斗，默默无闻，甘愿奉献的拼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正是

这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才有了今天已拥有固定资产2，837万元，各种农机具设备配套的中

型劳改农场。

《笔架山劳改支队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支队的自然地理，经济建设，改造成就，政

治军事、文教卫生，民情风俗等渚多方面的图文资料，翔实地反映了支队的历史现状，

总结了自建队以来的改造和生产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它能使拢们循轨继

辙，正境旁鉴，励情图治，再展宏图。同时又是一部完整的乡土教材，对广大干警、职

工和青少年进行爱国、爱场教育、革命传统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为后人了解笔架山，开发建设笔架山，振兴繁荣笔架山起列重要作用。

鉴往资治，服务当代，抚今追昔，继往开来，党的“十四’’大路线、方针已经确定，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必将越走毯宽广。让我们发扬和继承革命传统，

艰苦奋斗，务实拼搏，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乡而贡献力量。

由于修志人员对此项工作非专业，水平有限，加之文存甚少，资料欠丰，谬误之处

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党委书记、政委；何兆坤

党委副书记、支队长s孙振东

一九九三年八月



凡 例

一、本志是笔架山劳改支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队志、定名《笔架山劳改支队志》。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

三、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支队的

历史和现状。

四，本志体例采用记、志、表、图、照，录等体裁成志，横排竖写。结构形式分

篇、章、节，目四级层次。全志共六篇，38章、171节、约40万字。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凡属行政区划变动、隶属关系变更、

机构设置增减、重大恶性事故、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等，均入大事记。并将大事记冠以卷

首，以便查考。

六、本志资料来源：1、有关各级档案史料，2、桦川县，富锦县、集贤县县志，

8、召开座谈会和采访，4有关科室提供资料和数字。

七、本志上限起于1934年，下限止于1990年。



大 事 记

1934年(康德元年)

6月，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徐光海部在庙岭(今七生产队大架子山)一带，与伪军三

十五团四营激战。

△日本侵略者强征大批劳工和车辆，修筑贯本支队中心区的佳富(佳木斯至富锦公

路。

1938年(康德五年)

△日本侵略者推行“集团部”政策，归田并户，将笔架山一带的自然屯并往精神屯

和柳树河。

1940年(康德七年)

春，日本武装移民入侵笔架山，建立开拓团。

1941年(康德八年)

春，fil本劳工组织“松井组"从萝北县太平沟调1，200名工人修筑笔架山水库。

1943年(康德十年)

△日本劳工组织“大同组合"开始修筑路经本支队的佳木斯至双鸭山岭东、富力铁

路，定名佳富线。

1944年(康德十一年)

△全面修筑横贯本支队的佳木斯至富锦的砂石路(现哈同公路)。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10月，经本队区的佳富铁路正式接轨通车，建立笔架山火车站。

1949年

6月、7月、笔架山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庄稼诚产四成。

lo，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水利局在笔架山南北布点开荒，建立“国营八一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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