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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代前言)

大同区人民渴望已久的《大同区志》现在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全区

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同人民有史以来的一个创举。

大同区，南临松花江，西濒嫩江，位于松嫩平原的中部。金境呈

平原状态，适宜玉米，高梁、大豆等农作物生长。据清末《肇州县志略》

载：“其垦荒者负耒荷锄相率而至，鸡犬桑麻续成‘村落”。由此证明：
大同区的近代垦荒者自清朝末年即开始在这里劳动和生息。从初期的伊

顺招镇到今日的大同区，来自各地的各族人民历尽了艰辛，多次战胜天

灾人祸才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过去，这里曾是蒙、汉、满等多民族聚

居之地。蒙古族以游牧为业，首先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继之，汉、满

等民族又在此地垦荒耕耘。近百年来，这里的人民饱经磨难，历尽沧

桑。他们在遭受帝、官，封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同时，也为大同的发展

和建设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是共产党领导他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才使

这里的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尤其是

五十年代末，大庆石油的开发，为本区经济发展赋予了新的活力。地

下产油，地上产粮的特殊贡献，使大同变成了大庆这颗明珠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矿区，大同人民正

做出一定的努力。十一届三中金会后，金区人民认真执行本届会议以

来的方针政策，各行各业焕发出新的生机，经济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大同区志》既是一部记载本区人民从苦到甜、从贫到富的发展

史，又是一部记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政治、军事、社会、人

物等诸方面的百科金书。

我们中华民族有编史修志的悠久历史。古人倡导的“治天下者以

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不无道理。今天，我们搞四化建设，在注

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然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修好社会主义新

方志尤为重要。 “盛世修治，势在必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编修地方志’，是指导我们修好志书

·多罗



的基点。 《大同区志》就是本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去洞察古

往今来的各个方面，客观地记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变革。充分体

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总结历史、直书现实、兴利革弊、察往知

来、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特点。为后代提供翔实的“存史、资

治、教化”史料。

鉴于此，我区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区委的直接领导

下，于1983年组建了《大同区志》编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编修

工作。由于修志是一项浩繁的巨大工程，它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涉猎

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经过筛选、提炼，考证、

辨析乃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加工，实需修志人员花大力气、扎扎实

实地埋头于档案、I=／碑、基层报表、统计数字、报刊文摘等诸方面中

去挖掘、发现、整理。区志办公室编修同志，近四年来录取了各类原

始资料达四百多万字，他们的工作，可以说具备了坚韧不拔，勤勤恳

恳、胼手胝足的精神。区委和业务主管部门，对修志工作十分重一视，
为编修区志创造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区委经常检查、指导修志工作，

各兄弟市(县)、区的修志同行，为编修《大同区志》提供了力所能及的

支援。《大同区志》的成书也灌输着这些同志的心血，所以说《大同区志》

是集体劳动和多方支援的结果，是群策群力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编史修志是建国后一项崭新的事物，我们虽有志于出色地完成此

项工程，不愧对后人，但奈于编修人员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有限，难

免存在不足之处，恳切希望读者和各位仁人志士提出宝贵意见，使其

日臻完善。为促进我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 ，

大同区委副书记、区长

《大同区志》编审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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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区地处松嫩平原中西部，境内无山无河，金属波状起伏的冲
积平原。 ．

。’

清末设治初期，这里蒙汉杂居，农牧并举，其后，蒙族大部远迁，汉人

与日俱增，农业也步步汉化，由粗糙耕作渐变为精耕细作。建国后，随

着农业机械的发展，·使传统农业生产形式逐渐改变。八十年代开始，
由于引嫩江水工程取得初步成果，本区又增添了水田和渔业。现在，这

里在大庆市的五个直属行政区中，已成为以农为主、林、牧、副、渔，
全面发展的唯一农业区。 7．

我区的主要特征是地上产粮，地下出油。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
就座落在我区高台子镇。现在，大庆所属的高台子油田、太平屯油田

和葡萄花油田，以及著名的新华发电厂、林源石油化工厂、林源毛纺厂、

八三输油管理处、和平牧场’『红旗林场等企业，都分布在我区境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业农业，比翼奋飞的新局面，已经形成，

并持续展开。应运而生的第三产业，也在初露锋芒，急起直追。全区
二十万人民正在向着小康生活，信心十足地前进。

更值得赞颂的是，我区在日伪时期，曾是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游击战

的地区之一。四十年代初，正当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准备发动太平

洋战争前夕，抗日联军一方面派员来到包括大同在内的三肇-地区(肇

州、肇源、肇东)，发动群众，组成抗日救国会；一方面派遣抗联第

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挺进到这广漠无垠、无险可恃的平川地带，与日伪

军警展开浴血奋战。在战斗中，我军机动灵活地与敌周旋，多次解放

主要城镇，几度伏击来犯之敌，都给日伪军警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

参加抗日救国会的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为我军护理

伤员、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提供食宿、供应补给．．兼做内应。这种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足智多谋的斗争策略，足以证实炎黄子孙是永远
不可征服的!

”㈡’



在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区又涌现出踊跃参军，在奋战

中献出宝贵生命的一百五十四名烈士．

还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事业中，各行各业的

劳动模范，科学技术上与文化艺术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并赢得声誉的

优秀科学、艺术、教育工作者。

对上述英雄人物与事迹，我们都义不容辞地分别记入志书，让后

代子孙继承其革命传统，发扬其创新精神，体现志书的教化作用。

志书是一方之信史，翔实可信。《大同区志》也可称作大同区的“信

息总库”、“百科全书”。因为，它记载着我区开辟以来五分之四世纪的

史实，特别是建国三十多年来系统、全面的贮存信息。可供后来者做

为掌握情况，斟酌兴革，有的放矢地制订施政决策的依据。

但是，时代不同，论治亦异，尚望后来者能科学地处理志书所贮

存的信息，去粗取精进行筛选，由此及彼综合加工，就能够制订出从

实际出发而高瞻远瞩的最佳决策，使志书完成它的资政使命。

．·在编纂中，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并记

载人和事的，并且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反

映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力求志书既具备其共性，又表现其个性，更有

其可作依据的时代价值。但，由于历史资料不足，编者智能有限，错、

漏或粗糙之处，在所难免，深望读者指正。

志书问世，承蒙省、市各级领导机关对志书的关怀、鼓励和热心

指教，肇州、安达等兄弟县市的大力支持，以及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为

收集资料，提供证言，通力协作，谨一并致以衷心谢意。

当前，科学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信息时

代。可以预料，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区人民的后代子孙，

一定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写出更丰富的续志。

‘『．． 大同区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
刘继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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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主要从1907年垦荒开始，也有些事件追溯到1875年

蒙古族定居，全部事件记至1985年编成志稿之日止。

二、编修《大同区志》是本区之首举，为编好《大同区志》，广泛摘抄

档案资料、征询口碑材料、记录统计报表、参考基层专业志等资料，

此书是本区历史上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的志书。

三、本志内容：设有大事记、概述篇、各类专业篇、人物、附录等

共十四篇，六十四章，二百零九节，附录四。节以下以序号分层次。

四、本志《大事记》中所载之事为全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

多领域，重大事故附《大事记》后，以昭警惕。

五、本志附录：记载本志编修经过，重要文献资料索引；地名考究，

群众中流传的重要历史事件(有些尚待考证)；修志机构等。

六、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散见于大事记

和有关章节，不另立篇章。

七、本志人物篇：为已故先烈立传，并揭示罪恶昭彰者罪行，为卓
砾知名人士作录，并将区、市劳模列表，以供后人借鉴。

八、本着“详异略同”、“详近略远”之精神及本区历史行政区划之．

特点，各别篇、章、节似有“断线”之感，但总体设计仍不失统一性、连
续性，全面性。

九、为丰富志书内容并本着上级修志部门指示精神，本志皆拍摄

黑白照片。在排版上集中使用，既体现图文并茂，也体现节约原则。

十、本区因隶属关系多变，故采录多方资料，除省、市资料外，以

大庆区及大同区资料为主，安达市、肇州县资料亦占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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