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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漠河县志》初稿责任编辑分工

王树才《概 述》 《大事记》

《建 置》 《自然地理》

《综合经济》 《林 业》

《森林防火》 《农 ’业》

《工 业》 《财政金融》

《城乡建设》 《政党社团》

《政权政事》 《公安司法》

《外 事》 《民 ．政》

《劳动人事》 《社 4会》

《附 ．录》

朱天伟 《交通邮电》 《军 事》

孟祥和 《工商管理》 《教育科技》

张宝君 《商 业》 《文 化》

李振茹 《人 物》

张海军 《卫生体育》

张志

赵云起 《黄 金》

王 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

序言一

漠河县是中国最北部的一个边境县份。波澜壮阔的黑龙江从她的源头流

来，屈曲东南流经县境北部245公里；巍巍的大兴安岭，以她茂密的森林覆盖

着境内的山山岭岭。这里山青水秀，层峦叠嶂，河流纵横，地上林木繁茂，地

下矿藏丰富。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以产金著称于世，名扬中外。

黑龙江上游流域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地方，有史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少数民

族先祖居住的地方。历代中央王朝对黑龙江上游地区实行了有效管辖与治理。

明正统后置木河卫。清初，这里居住着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他们

在黑龙江两岸辛勤劳动，开垦土地和建设城堡，共同肩负着保卫祖国的重任。

。沙皇俄国对富饶的黑龙江流域垂涎已久，从17世纪中叶开始向东方扩张，

不断派遣侵略军入侵，杀人越货，强占城堡，在300多年前，中国军民展开了

抗击沙俄的反侵略斗争。经过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将沙俄侵略者赶出了黑

龙江沿岸，以《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使黑龙江流域保

持了一段长期稳定与安宁。1858年，沙皇俄国再次武装入侵，逼迫清政府签订

丧权辱国的《瑷珲条约》，使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沙俄占有，黑

龙江由中国的内河变为界河。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

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900年发生“庚子俄难"，沙俄首先出兵占领漠河金矿，掠夺性盗采，使矿

区遭到严重破坏。

1934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漠河后，以漠河为对抗苏联的前哨阵地，对边疆

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漠河人民遭受着亡国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漠河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敌的侵略和统治，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工人起义，

农民反抗，猎民复仇，警察倒戈，前赴后继；英勇斗争。1945年8月，在苏联

红军的帮助下，全歼了漠河境内的日本侵略者。．1947年，漠河解放，建立了人

民民主政权，此后又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从此，漠河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以矫健的步伐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道路。

1987年，正当全县人民为振兴漠河，大力发展边疆经济之际，发生了一场

特大森林火灾，使全县人民遭受了灾难。我在漠河遭受灾难之际担任了中共漠

河县委第三任县委书记，参与灾后的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工作，在县委的领导

下，妥善安排了人民生活。 ，，‘

今天，我在阅读新编的《漠河掣志》稿后，十分高兴地看到历经沧桑的漠

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漠河县志》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新体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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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全面、系统而又科学地记述了漠河县各阶段历史发展变化的面貌。这部县

志，上记天文，下载地理，纵述历史，横陈现状，容纳了漠河一百多年间的经

济建设、社会生活、文化教育、民俗风情等内容，可谓是漠河县历史发展过程

的缩影。它是漠河县第一部具有历史价值的综合性科学文献，也是今后各级党

政领导，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借鉴参考的重要工具书和教化育人的良好教材。

我们可以期望，漠河县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在迈出更大、更快步伐的时

候，这部具有科学性的地方文献一定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帮助。我们在进行各项

经济建设中，难免要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除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可以为我们

解决问题之外，这部地方志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历史借鉴。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的先辈为开拓漠河、建设漠河所经历

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同时，对多年不怕艰苦、潜心著述的全体编

辑人员以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表示祝贺!

中共漠河县委书记周昌有

1993年2月



序言

序言二

《漠河县志》历经7年，数易其稿，终于问世，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大

事。作为漠河有史以来第一部县志，它翔实地记述了漠河县幅员实况，展示了

漠河古今历史变化的时代风貌。县志以事相系，横排门类，纵述今昔，使沧桑

之变再现光辉，其开创漠河史志先河之功永载史册。

漠河地处祖国的最北端，背负巍巍的大兴安岭，面对滔滔的黑龙江，山河

壮丽，历史悠久。清初，在漠河境内胜利进行了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后，加

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清末，李金镛率领他的幕僚们创办了漠河金矿，由此

而使漠河形成工商辐辏的繁荣之邑，使漠河的名声传扬中外。李金镛、袁大化、

宋小濂、刘建生等人，曾以流畅物文字、优美的诗句，记载了办矿实边的业绩，

歌颂了漠河的人文胜迹，自然风光，读之栩栩如生，犹在眼前。既具有它宝贵

历史资料价值，也具有其文学的审美价值。世世代代，漠河人民为自己的历史

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创立了光荣自豪的英雄业绩。远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在

额木尔河流域繁衍生息。勤劳的漠河人民祖祖辈辈为开拓古老荒原，建设自己

的家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漠河各族人民团结杀敌，万

众一心，抗沙俄，驱金匪；逐日寇，灭顽敌；剿土匪，锄恶霸，用鲜血和生命

捍卫了这块富饶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漠河人民励精图治，战胜各种困难，

从贫穷走向富裕，旧貌换新颜。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断开拓创

新，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在遭受‘‘五·六"特大森林火灾后，在党中央和国务

院的直接关怀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援助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胜利地

渡过了难关。在改革开放以来，兴游通贸，带动了经济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在发展边疆经济事业中，致力于改革开放，南联北开，锐意进取，不

断地取得了开发林区、建设边疆的光辉业绩。而新编《漠河县志》广征博采，如

实地反映了漠河县历史发展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有益当

代，惠及子孙。 ·

当前，正是改革和开放关键时期。要做好漠河县的各项工作，首先要熟悉

县情，既要知道漠河的现状，也要了解漠河的历史。从县情出发，创造性地贯

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深信，《漠河县志》在帮助我们了解县情、

总结历史、催人奋进、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以及为全县的两个文明建设等

方面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编纂《漠河县志》从组建编写机构到定稿付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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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浩大，工作之繁重，编纂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在此，谨向为《漠河

县志》问世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和积极为之提供资料的单位、部门，以

及精心给予指导的各位专家、学者一并致谢!

漠河县县长彭景田

1993年2月



凡 例
一、本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编纂原则，力求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做

到资料真实，内容丰富。

二、《漠河县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五部分组成。概述，

钩玄提要，综叙县情，总摄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述漠河有史以来的大

事、要事；专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自然地理、综合经济、黄金、

林业、森林防火、农业、工业、交通邮电、财政金融、商业、工商管理、城乡

建设、政党社团、政权政事、公安司法、军事、外事、民政、劳动人事，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人物25编，编下设章、节、目；人物，设人物

传记、英模名录、烈士英名录3章；附录，收录某些单项性的重要资料．’重要

地方文献、修志始末。概述、大事记、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不设章、节。、1947

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分别记入大事记和有关专志之中。

三、本志古今贯通，详今略古。上限不做统一规定，尽溯事物发端。下限

止于1990年底(地图上所标国名，也以其时为准)。

四、本志记述史实，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注释除个别采用随文

注外，一般均采用脚注。

五、本志以事分类，设编、章、节、目记述专业内容，不受现行行政管理

系统限制。本志为全面反映“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的内容，专设森林防火一

编，并载入了部分相关的境外内容。

六、专志各编之首，按编撰需要，有的以短文做无题序言，提示梗概，不

求一致。

七、文体：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

合的方法记述大事、要事；转志，用记叙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

于材料之中；人物，用志传体；附录用辑录体。

八、历史纪年：一律用公元纪年，1945年以前夹注历代年号纪年。

九、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用历史名称，夹注今名。其

它地名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本志应用数据，一般用统计部门的数字，统计部门缺的，采用各专业

部门提供的数据；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的数字，包括在县境内的中央直属和

省地属企业；工农业总产值、工农业产量／产值、职工人数、人均收入等数字，

除注明者外，均包括阿木尔、图强林业局和煤矿企业。

l}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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