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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敦化市农业机械化志))在市委、市志办公室的领导

下，在市农机局党总支的关怀与参与下，现已初步完

稿，它是我市农机事业第，一部志书的初稿，它记载了1 952

～1 985年建国后三十三年问敦化市农机事业的发展，监阐

述了我市农机系统全体干部及职工为发展农业机械化所获

得的成就，蓝在探索农机事业的发展规律，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物资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依据，对后人提供历

史借鉴。

本志书力求忠于史实，详略得宜，突出当代风貌，志

中采用的各种图表、照片和大事记，藉以展现史实c

这部志书的编写，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搜集了

资料20多万字，重点拍照100多幅。

本志书共计分十五章三十二节，计五万字左右口做到

了文、图、表并茂，突出地方与专业特点。

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有关部I’_j的大力支持，得到

了一些老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写人手不足，水平又不高，志书中疏漏和错误

之处，定不可免，敬希有关领导和读者予以指正和批评。

农业机械化患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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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领导与农机局领导在研究水稻问题。

市委领导与水稻专家柳昌银在沙河沿镔研究水稻直播闽遂。



鍪溪粪戮鍪蘩霪鬟雾

州农委主任曲树学，州农机局局长赵国 州农委主任曲树学，州农机局局长赵国

朴，在听官地镇南天门

村党支部书记汇报秋翻

地情况。

州农机局副局长李宝庆和市农机局局长呼有学

在观看敦化一12型前单轮手扶机悬挂翻地犁情况。

州农机局同志及市农机局局长呼有学及贤镑镁

副镇长付贵山在观看水稻直播。

朴，在观看敦化--12

型前单输手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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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敦化市位于吉林省东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内西北部，牡丹江上

游。地处北纬42。44，至44。30，，东径127。287至1 29。1 3 7之间。南北

长200公里，东西最宽处】40公里。行政区东邻汪清、安图两县，南

隔第二松花江与抚松县相望，西与桦甸、蛟河两县接壤，北与黑龙

江省五常、尚志、宁安三县毗连。

全市地势四周高，中部低，总形状略似盆形。沿牡丹江沙河流

域形成多条带状平原和台地，构成盆底。四周大部分为山地，属长

白山支脉。境内多数地面海拔500 1000米之间，最高老秃顶子海

拔1687米，牡丹江最低处海拔340米，高低差为1347米。 气候是属

中温带湿润季风气候中的温凉区和冷凉区。主要气候特点是：无霜

期短，气候冷凉，雨量充足，日照较足，年平均总积温为2 185。C，

无霜期平均为120天左右。

金市总土地面积为17，936，l 75亩，其中耕地面积为】，5 l 3，2 15

亩，占总面积的8．4％， 林地面积1，386．4万亩， 占总面积的

7 7。2％，草地面积167．6万亩，占总面积的9．3％，水域面积1 6．2万

亩， 占总面积的o．9％，其它用地73。82万亩， 占总面积的4．2％。

全市辖8个镇，1 2个乡，3 65个村，5 1 3个合作社， 总人口

44 9，03 0人。(82年人口普查数)

敦化市的农业机械化是于1958年开始起步和发展的。虽然时间

短，但发展速度是快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速

度之快：经营形势之多、规模之大、应用之广、收益之高是任何一



个历史时期比拟不了的。截止1985年末，金市共有5万多个农户，纯

农户4．8万个，有机户为4，1 00个，共拥有大、中、小各种型号拖拉

机4，5 18混合台，总动力为9 1，205马力，平均每io户有一混合台拖拉

机，配套农机具为4，749台； (其中农用各种吨位拖车为3，51 7

辆)；农用柴油汽车88辆；农用柴油机96台；电动机2，5 37台；总动

力为28，546马力；后勤加工己基本实现机械化。

日伪时期，据北满经济调查所资料提供，昭和十八年(1 943

年)，在敦化额木有两台“兰兹”牌拖拉机，同时日本侵略者的开

拓团，又在我市的贤儒、大石头、沙河沿、黑石、秋梨沟、大山、

青沟子等乡镇恳荒种地，带来了一些简易的犁、耙等半机械化和牵

引农具及像三兹那样的，群众称为“火犁”的拖拉机，日本侵略者

投降后，这些农机具也逐渐成为废铁被遗弃和消失了。

解放初期(1949年10月～1952年)，农业生产及后勤加工始终

是沿用祖先留下的木制弯勾犁、耧耙．．点葫芦、锄头、镰刀、镐，

石碾、石磨等旧式农具，大牲畜马、骡、牛等为农业动力。

1 95 2年我市由农业科派人从吉林市(省会)购回两套新式马

拉农具，即双轮双铧犁、双轮单铧犁、播种机、丁齿耙等，重点分

配给官地西甸子村关维成，翰章民生村石彦山两个农业生产互助组

推广使用，以后逐年增加，到55年共购进129套，1 25个重点村屯进

行大面积推广使用，这就是敦化市接触和使用半机械化农具的开

始。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一个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也蓬勃地

开展起来了，涌现出---}}匕新式半化农机具，比较突出的是大豆点

播机、大豆扎限机、玉米混种机、谷子宽播机，水稻插秧机及一些养

猪、炊食、后勤等半机械化工具。地方工业的生产厂家也在“技术革



新、技术革命”的号召下，批量生产出马拉开荒犁、木轮大车轴承化、

解放牌畜力水车、离心电动泵、粉碎机、起土豆机、吉农一号、大谷号

脱粒机，≮切铊机、柴油机等，对当时农业生产起至{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人民公社成立后，我市在58年和5 9年曾先后举办两次燃内各县

及本市的拖拉机驾驶员-}jii练班和一次排灌手学习班，并成立了官

地、翰章两个社营拖拉机站，同时购进苏联产的德特--28，白俄罗

斯～40胶轮拖拉机两台。1960年3月建立了敦化国营拖拉机站，第

一次投放了国产东方红一54链轨拖拉机3台，捷克热特一25 A】台，

金市加上地方国营农、牧、鹿场等达拖拉机31混合台，各种机引

农具70台(件)，排灌动力79台。

六十年代中期，拖拉机逐年增加，但其作业只限于翻、耙、压等

农田作业，机具不配套，更不能垅作，虽然我省四平生产的BZ一6

综合号播种机的投放，但因不能满足我地区旱田垄播的要求，群众仍

是不喜欢用它。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龙江七铧犁等满足了垄

上作业的部分要求，但不能随播随起垄；BZ一6播种机的改装，解决

了上述矛盾，深受农民的欢迎，结束了十几年的洋头土尾的“犁后

喘”的作业方法。由于农村经营形式的改交，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农

业生产上，除运输外，农用作业上用的不多。近二、三年来小型拖拉

机需求猛增，每年都销售500多台，但配套农具不全，不齐，虽然

大、中型拖拉机仍有销售量，因土地的占有，耕作制度的改变，在

农田作业上给农民的经济实惠不甚显著。

敦化市农业机械化事业，在27年发展中，农机具由筒到繁，从

少到多，经营方式亦随着农村生产关系之变革而几经变化，可IJj纳

如下阶段：

58—62年，社有社营，固有国营为农民代耕收费。



,D3～69年，国有国营，4国家办农机站，为农民代耕收费。

7 o一82年，为队有队营，大队支配使用。

3。--⋯85年，多数为户有户营，联户经营，农民自己买， 自己用。

1 971年以后，金市各乡镇建立了农机管理站，i 983年末一律改

为农机管理服务站，使单纯的农机管理向服务方面过渡，即管又服

务，管理和服务的水平逐渐提高。

27年来，我市农机战线由当初两台拖拉机，发展到现在哕KL-rL：俐农

机管理服务、农机供应、科研推广、培训等机构，又有为农业机械

修理厂家及农机企业，形成一个比较2由I．T．善的农机体系，现在金审为

农机事业服务的干部1 1 5人，工人1 29人(不包括修理厂职工)，驾

驶员5，356人。

注·敦化经国务院批准，于八五年五月。一日由县改为敦化市。



第二章大 事 记

{952军

4月，从省会。一参j囊、：审赌董·≯i套与：立新式农具，分给关维成、石

彦山两个农：i匕生产夏：助塑．静广一筻嗣

t 95 8年

如月，在我市澎关Lli东客栈成立了首次拖拉视驾驶员训练班，

培养州内及我市拖拉麓，驾驶受j 80名，州派教师是赵永祥，我市是

陈守春、张玉：=f；}’、刘洪斌等。

办金问霪灌学习斑．时间两个月，学习内容是解放汽车发动

机。

我市首次购迸两台匿轮拖拉机，即苏联产的德特一-28及白俄罗

剪，．一一40。

官地、翰章两乡镇成立了社有社营拖拉机站。

我市开展城乡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

1 959年

戚j妻：一，农具研究所。曹有海任所长，隶属于县人委。

一。月，举办第二次趟拉机驾驶员训练班，地址在西机场。

1 960年
’

3月，教化成立了农业机械管理科，程远斌任科长。

3月，成立了圆营拖拉机站，购进东方红一54链轨车三台，热

特⋯25 A胶轮车一台，关福钧任站长。

{982年

5 f}j，官地、翰章两社萤站由国营站接收，转为机耕队。



5月，经县人民委员决定将工业系统农具厂改为国营拖拉机修

配厂。

5月，接收供销合作社经营的生产资料供应站的农机部分，为

农机供应站。(1963年11月正式建站)

国营拖拉机站下设敦化、宫地、沙河沿、额穆，翰章、贤儒六

个直属机耕队。

年末撤消县人委所属的农具研究所。

1963年

成立农机局与拖拉机站合属办公。局长(站长)王继福，酗局

长(副站长)郑斗南。

9月，成立大石头机耕队。

1964年

撤消除大石头机耕队外所有机耕队，建立了敦化、官地、沙河

沿、贤儒四个国营农机站。

1965年

7月，官地农机站驾驶员维修大开沟犁，因防患措施不当，突

然落地当场轧死本站工人腾增春。

撤消大石头机耕队，改为大石头国营农机站。

1967年

2月，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农机“造反大军”并宣布夺权，

局长郑斗南，副局长呼有学靠边站。一切业务由“造反大军”主

持。

1968年

1 o月，农机局解体，与农业，农电、水利等成立四化管理站，

站长江敦良、副站长刘兴，后江调出，呼有学任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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